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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国内汉语欧化研究已有百年历史。文章对汉语受外来语影响历程、“欧化”的所

指范围、汉语欧化表现形式的嬗变、理论研究的历时演进等方面进行综述，提出“欧化”是语言接触下

本土语言的自我调适与融合过程而非单向输入，并根据研究现状归纳了五点现有研究未尽之处和四点可

进一步完善的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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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20s of the 20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the study of Chinese Europeanization in China has 
a history of 100 year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ocess of Chinese being influenced by foreign lan-
guages, the scope of “Europeanization”, the transmutation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Chinese Europe-
anization, and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oposes that “Europeanization” 
is a process of self-adjustment and integration of local languages under language contact, rather 
than one-way input, and summarizes five unfinished points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four research 
prospects that can be further improved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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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般我们认为，五四时期正式出现“现代汉语”这一概念，汉语欧化的相关问题最早也是在新文化

运动之初，由傅斯年、鲁迅、胡适、陈独秀等文学革命家提出，从早期“欧化的国语”[1]发展至今，现

代汉语的欧化研究已有百年历史。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愈发频繁，印欧语系

特别是英语对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层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我们正处于现代汉语发展

的百年之际，总结一百多年来汉语欧化的基本现象并开展进一步的历时和共时研究，对现代汉语史和汉

语欧化史的研究、现代汉语的规范发展都尤为重要。 

2. 汉语受外来语影响历程 

在人类语言演变中，几乎任何一种语言在自身发展中都会与他族语言产生语言接触，阶段性地或连

续性地受到他族语言的影响，使语言本身的特点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化[2]，“欧化”正是汉语在与印欧语

言频繁接触后产生的变异现象。 

2.1. 近代以前汉语的语言接触历程 

汉语作为民族共同语，其发展一直受到了外来语的影响：先秦两汉时期汉族和外来民族的交往逐渐

频繁，来自匈奴语的音译词、源自西域的各种名物词汇进入汉语词汇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新增

的外来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丝绸之路传入的俗常词语、与鲜卑族交往带来的词语、多民族融合中

的语言底层，这是汉语受到他族语言接触影响的第一高潮期；到了明清时期，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

民族与中原的交流使汉语产生了大量异民族的音译词和名物词，进一步促进了汉语词汇体系的发展[3]；
清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汉语进入了语言接触影响的第二高潮期。与前几次语言接触不同的是，汉语不

仅吸收了大量外来词，在构词法、句子结构等层面也出现了一些冲击原本语言规范的变异现象。以该时

期汉语词汇体系为例，外来词的源语发生了很大变动，具体体现在俄语源词语的大起大落、两岸三地局

面影响的词源、引进了日语汉字词等方面。此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汉语与他族语言的接触频率

虽显著攀升，但多是受到印欧语系尤其是英语的影响，这正是“欧化”这一术语被提出的重要基础。 

2.2. “汉语欧化”现象的产生 

印欧语言体系传入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上半叶的传教士访华，此时称为“欧化白话文”。

随着英汉语言接触程度不断加深，这一时期内汉语欧化大致经过了“欧化文言–欧化白话”的发展历程，

而且在欧化白话兴起之后，欧化文言并没有立即消失，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平行甚至交叉的历史过程，直

到 20 世纪初期，汉语开始以文言为基底进行欧化尝试，基本奠定了汉语欧化的基本方法与模式，“欧化

文言”才逐步让位于“欧化白话”。 
在汉语与他族语言接触的第二大高潮期，即二十世纪上半叶，和国内白话文运动的开展，印欧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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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英语，对汉语的语音、词汇、句法结构、语用等层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即产生了“汉语欧化”现

象。至于汉语“欧化”最开始的时间点，陈历明(2013)认为欧化白话文的出现时间要再早一些，且更多的

是经过本土化后转为汉语自身的发展[4]。 
1919 年，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中将“欧化”与汉语联系起来，首次提出了“欧化文学”“欧

化的国语”等概念[5]。1921 年，陈望道发表了《语体文欧化底我观》，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关于汉语欧

化的研究文章[6] [7]。此后，在历史与现实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学术界开始摒弃文言的使用，掀起改造旧

白话的热潮，大量学者转向了汉语欧化的改造方向。虽然五四时期也有许多学者反对汉语欧化，但英语

作为一种强势语言，不仅在白话文运动中影响甚广，对现代汉语的发展(特别是书面语的应用)，早已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五四之后，汉语在与英语的语言接触中不断吸纳、融合，其语法体系逐步呈现出有序的

变异特征，最终实现语言本土化和语法化过程。 

3. 汉语“欧化”理论研究现状 

3.1. “欧化”所指范围 

在欧化研究之初，“欧”指的是欧洲，即欧洲语言对汉语改革的影响，瞿秋白(1953)提出“根据中国

字法来采用欧洲‘印度日耳曼语族’的文法”[8]，后来王力(1943)把“受西洋语法影响而产生中国新语法”

叫做欧化的语法，这里的“西洋语法”主要指英语，“所谓欧化，大致就是英化”[9]。 
从广义来讲，“欧化”所指的语言范围远大于“英化”。邵莉、王克非(2018)将“欧化”的内涵概括

为三个层次：英化、印欧化、外化[10]。从“印欧化”层面来看，俄语、法语、英语都成为研究的重点，

比如徐来娣(2007)全面分析了俄语在词法、句法、语义等层面对汉语的影响[11]。“外化”的概念最早由

谢明镜(2015)提出，统称所有的外族语言，目前学界更多将“欧化”这一习惯性称谓涵指“外化”[12]，
如清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引入的日语词，陈彪(2017)指出日语在“关于……”“是……(的)”等现代汉语

句式的形式上有明显的借鉴意义[13]。徐时仪(2018)将汉语与印欧语言及阿尔泰语言的接触，包括上述的

匈奴语、鲜卑语、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及满语，都纳入了“欧化”的研究范围，纵向延伸了汉语欧化

的历时研究角度[14]。 
除了“英化、印欧化、外化”的划分，也有学者跳出三说范围重新界定“欧化”的含义，如贺阳(2008)

提出“欧化亦指汉语中罕用的语法形式由于印欧语言影响的推动和刺激作用而得到迅速发展的现象”[15]，
认为“欧化”中有部分语法现象在古代汉语中已经萌芽，只是由于使用频率较低未能成为显性特征，“欧

化”其本质是汉语中某些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语法形式，在印欧语言接触的刺激下被激活并加速发

展的动态过程。 
综上学界研究成果，可以初步将汉语欧化的定义分为两个层次：狭义的欧化指现代汉语受到了印欧

语系影响后产生出的新的语法现象，强调印欧语系对汉语的影响；广义的欧化指现代汉语中与外族语言

接触后在词汇、语法、语用等各层面刺激产生的新现象，包括汉语本身具有但在古代汉语中未明显表现、

现重新焕发生机的复兴现象，这一定义更多地强调汉语自身发展的可能性。 

3.2. 汉语欧化表现形式的嬗变 

汉语欧化的表现形式和具体研究内容主要经历了从一元到二元再到多元的拓展。 
“一元说”主要由王力(1943)提出，认为欧化仅涉及语法，比如董绍克、阎俊杰(1996)提出的定义“因

受印欧语言的影响而产生的与印欧语言用语习惯相同或相近、与汉民族用语习惯不同的特殊语法现象”

[16]。贺阳(2008)也提出“既指汉语中以印欧语言为摹本，通过模仿而产生的新兴语法成分和句法格式，

也指汉语中原本出于萌芽或休眠状态的语法形式由于印欧语言影响的推动和刺激而得到迅速发展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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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均是从新形式、旧形式中考察汉语语法现象。“二元说”的范围略有扩大，指语法和词汇两个方面，

比如郭鸿杰(2007)就从词法和句法两方面来讨论汉语欧化现象[2]。 
至于“多元化”一说，刁晏斌(2019)提出欧化发生在现代汉语内部及其表达的辅助方式、手段等各个

方面，比如现代书写顺序、文章格式、标点符号，都属于欧化的研究范围[17] [18]。秦洪武、李婵(2014)
认为位于话语层次、表现话语结构的话语标记也源于对英语的选择性语法复制[19]。朱一凡(2018)将欧化

的研究内容拓展至现代汉语概念体系、话语体系建构等维度[20] [21]。 
综合以上学者研究内容可以发现，近百年来汉语欧化研究呈现出鲜明的历时性拓展特征。早期研究

主要聚焦于语法层面的欧化现象，多是描写性分析；随着理论的不断深化，研究视域逐步延伸至词汇、

句法层面；21 世纪以来，汉语欧化研究呈现出系统性转向，不仅涵盖语法、词法、语用等层面，更将研

究视角提升至现代汉语概念体系的整体建构层面，研究范围逐渐趋于完善。 

3.3. 汉语欧化理论研究的历时演进 

汉语欧化理论研究基本包括近代以来汉语与欧洲语言接触后所产生的文字、词汇、语法、语用等方

面的变异[22]。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历了两次汉语欧化理论研究高潮，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主要是研究语音标注、文字、词汇、翻译规范化等方面的问题，如王力(1943)在对汉语欧化现象进行专业

化学术研究时，他列出了欧化的六个子目，分别是“复音词的创造”“主语和系词的增加”“句子的延

长”“可能式，被动式，记号的欧化”“联结成分的欧化”与“新替代法和新称数法”。 
第二次研究热潮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主要聚焦汉语部分词源和字母词的研究，以及句法的变

化。国外学者 Li (1999)讨论了 1949 年至 1959 年期间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的增加、词缀构词法的发展、

缩略语的运用等新兴语法现象[23]。此后贺阳(2008)集前人研究于一体，在《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一

书中系统分析了五四以来汉语中“的”字结构、代词、动词、连词、介词、形容词、语序的欧化等多种汉

语欧化现象，并描述汉语本土化与语法化的演变过程。崔山佳(2013)对该书进行了修正，具有明确的语源

意识，充分强调汉语自身发展的可能性[24]。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汉语欧化研究开始利用大规模语料库，着重语言事实考察[25]，如邵莉、王克非

(2018)基于历时翻译语料库，提出语法欧化现象是动态变化的，去欧化与欧化相辅相成。近年来有部分学

者引入了新理论、新视角来研究欧化现象，如唐悦(2016)引入霍尔高低语境理论对欧化进行逻辑论证[26]；
关执印(2011)引介多语能力理论，从二语习得角度考察欧化激发的机制等[27]。刁晏斌(2021)总结、归纳、

反思了近年来学界主要研究成果，讨论了“狭义欧化与广义欧化、显性欧化与隐性欧化、善性欧化与恶

性欧化、书面语欧化与口语欧化、翻译欧化与写作欧化、共时欧化与历时欧化、普通话欧化与‘国语’/
华语欧化、白话欧化与文言欧化、欧化与去欧化”九组区别概念[28]，基本涵盖了近年来国内欧化研究的

具体方向和实践。 

4. 欧化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4.1. 汉语欧化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谢耀基(2001)指出：“汉语语法的欧化，显示了汉语语法近八九十年来的发展[5]。”近百年来汉语欧

化的理论研究主要聚焦于语法层面，在汉语词源、字母词、构词法、复句语序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29] 
[30]。综合以上文献的综述，当前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体现在： 

1) 数据收集上，大部分研究者语料收集的数据样本代表性不强，大部分来自书面语，缺乏英汉语言

直接接触的口语语料，未能全面呈现汉语欧化现象的动态演变轨迹；同时，语料数据收集缺乏系统性，

上世纪中叶的欧化研究较少使用现有大规模语料库，定量研究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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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上，现有欧化研究涵盖面较广，如词汇转类、词义演变、语序变异等，但多局限于单一

现象的描述性列举，集中于表层现象分析，总体上描写较多，理论化成果较少，缺乏将共时与历史相结

合起来、阐释欧化现象背后深层生成机制的理论化研究。 
3) 研究视角上，大部分研究者没有认真考究语法成分的始源，将部分“新兴”的语法现象和“复兴”

的语法现象混淆，忽略了汉语本身的本土化和语法化过程，缺乏对语法现象的历史溯源与考辨。 
4) 研究深度上，现代汉语欧化研究不仅仅与接触语言学相关，其现象的形成机制与发展脉络通常与

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理论均有密切关系，而现有研究大多是对某一种欧化现象进行详细阐释，且

多从语法层面出发，较为零散，理论归纳较少，未形成完整的、系统的理论研究体系。 
5) 研究范围上，现有研究在地域范畴上存在一定局限性。目前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大陆地区，且共时

研究较多，历时研究较少，忽略了香港、澳门、台湾等特殊英语习得背景的区域。此类地区因历史原因

与英语、法语等印欧语言接触较多，其汉语欧化现象相较于大陆地区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对于这些地区

缺乏系统性的研究。 

4.2. 未来研究展望 

基于以上分析，文章认为在现有的研究中，以下四个方面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 
1) 定量研究。充分利用现有大型口语–书面语数字语料库，通过大量的语料采集与分析，揭示汉

语欧化现象的普遍规律，尤其是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语从“欧化–去欧化”过程中本土化、语法化的深层

规律。 
2) 共时与历时研究结合。突破共时描写性分析的局限，分析不同历史阶段汉语欧化现象的嬗变，结

合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理论，丰富语言接触理论的解释维度，从动态的角度考察汉语欧化的演变

过程。 
3) 拓展研究范围。澳门、香港作为特殊的双语环境，为研究语言接触而引起的语言变异提供了最佳

素材。历时维度上，聚焦三地独特的语言变异现象，如句法杂糅、语义重构、语用变异等，揭示英语、法

语等历史“强势”语言对汉语自身语法系统的动态影响；共时维度上，通过跨区域对比能更系统地考察

两岸三地的汉语欧化的分布与结构差异，解释语言变异规律背后更深层的社会动因。 
4) 重视汉语欧化的当代研究。现有研究基本以五四以来的文本语料作为研究对象，对二十一世纪后

汉语欧化现象的研究重视度不足。现代汉语经过了百年的发展，相较于五四初期的语法现象，部分欧化

现象在历时流变中消逝，部分逐渐融入人们日常习惯表达。同时，梳理百年来汉语欧化现象的存续、消

亡与共存轨迹，对其语法现象进行历时流变对比和系统原因分析，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理论意义。 

5. 结语 

站在今天的角度，“欧化”作为历时的语言接触现象，其本质是汉语与印欧语言的深层互动，无论

是其内涵还是外延，人们对它的认识都在不断地发展，并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

内涵丰富的概念史[28] [31]。此外，“欧化”在现代汉语的发展中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方面在特定

历史条件下，相对强势语言对相对弱势语言在词汇、句法、语用等层面的影响，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

不同语言之间的共性与差异[32]；另一方面，从“欧化–去欧化”到语言的本土化与语法化的演变过程中，

汉语自身语法体系也在不断地完善与发展，进一步印证了“欧化”不是单向的被动输入，而是语言接触

下本土语言的自我调适与融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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