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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田小琳著作研討會發言稿 

科學理論與實際應用相結合的典範 

學習《香港語言生活研究論集》《香港社區詞詞典》體會 

各位老師、各位朋友: 

田小琳教授通過數十年艱苦卓絕的付出，取得了今天成

就和精彩。而介紹她的奮鬥史，也是我向她致敬的方式。   

田教授 1946 年在西安讀了小學一二年級、又去上海

讀了三四年級、1950 年再從上海到北京，完成了高小五

六年級的學業。1952 年她以優異的成績被保送名校北京

師大女附中，1958 年高中畢業後，再創輝煌，以驕人的

成績考入中國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中文系，專修漢語文

學專業，全面系統地學習了漢語言專業的幾十門課程，順

利通過答辯。1963 年畢業後，再考取山東大學古代漢語

專業研究生，對古漢語專業所涉及的層面進行了全面、系

統性的研究與學習，為今後的語言教學工作奠定了堅實的

漢語理論基礎。    

1966 年研究生畢業後，她先在福州師範學校任教，

後調回北京參加北京市和全國教材的編寫，成為中語室副

主任，並被評為副編審和副研究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4%B8%9C%E5%A4%A7%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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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教授 1985 年移居香港，創辦了文化教育出版社，

任董事長兼總編輯，增進了內地和香港出版業的交流。 

1986 開始,在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澳門東亞大

學等多所大學兼職任教。共教授有關中文類科目十餘種。

又為香港公開大學碩士課程編寫多種語言學教材。 

2000 年在香港嶺南大學全職任教,成為教授、主任和

文學及翻譯研究中心榮譽研究員。 

其它職務還包括：全國普通話培訓測試專家指導委員

會委員、博士生導師及多所知名大學之客座教授。並兼任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等專業學會的理事、副主席。還擔任

《世界漢語教學》《咬文嚼字》等雜誌的編委，香港普通

話研習社顧問，各種職務不勝枚舉。 

更編著出版了大學《現代漢語》教材及多種普通話教

學類專著《香港語言生活研究論集》《香港社區詞詞典》

《語法和教學語法》《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文集》等等。 

各位老師：我介紹的田教授奮鬥史，用俗話形容叫: 

“聽著都累、天天都像在打仗”，裡面涵蓋了學習時的如

饑似渴、孜孜不倦、刻苦認真；著書立說時的一絲不苟、

引經據典、廢寢忘食、艱苦付出；授課時的條縷分析、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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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善誘、誨人不倦; 整個過程體現了一個普通的女學生，

經過數十年的努力，終於成為著名的中國現代語言學家、

教育家的艱辛歷程。 

我與田教授相識，源於 29 年前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在

1991 開辦的“教師培訓班普通話文憑課程”，她是老

師，我為學員，根據“一日為師，終身為師”之古訓，我

認為，她以及其他教過我的老師，都是我畢生的老師。 

田小琳教授的教學風格：沉穩、條理性極強、明白易

懂、平易近人，給我留下極深刻印象，是我教學的楷模。 

香港學界普遍認為，田小琳取得了以下四方面成就： 

一、對教學語法體系的深入研究，著有《語法和教學

語法》。 

二、是上世紀 80 年代較早提出研究句群，並將句群

研究進一步推向深入的學者。著有《句群》《漢語句群》

兩部著作。 

三、關於現代漢語詞彙的研究，特別是在 1993 年提

出“社區詞”的新概念，並著《香港社區詞詞典》引起語

言學界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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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香港積極推廣普通話教育，宣傳國家的語言文

字政策，數十年如一日，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認為，以上四點成就非常具體，非常全面。歸納後 

，足以構成田小琳語言學術體系的內涵，而田小琳語言學

術體系的主旨：就是“科學理論與實際應用相結合” 。 

“社區詞”的概念來源於田教授 1985 年 11 月在香

港讀報中發現了“金魚缸、鱷魚潭、大閘蟹、丁屋、草根

階層、問題少女、沙灘老鼠”等內地不用，或雖使用同一

詞形，但表義不同的香港社會獨特的詞語，這些詞語對她

來講是新詞語；1986 年初，田教授受邀為香港高級公務

員班開設詞彙課程，發現香港人不懂內地流行的一些詞

語，特別是政治、經濟類的特有詞語，她授課中講到的

“退休、轉業、下海、大鍋飯、四套班子”等詞對於聽課

的香港人來講也是新詞語。豐富的閱歷使她發現， 這些

新詞由不同社會背景產生，體現了社會區域特色反映在詞

彙上的差異，她以一個語言學工作者的敏感，預見了香港

回歸後將大量產生此類新詞，部分體現香港社會區域特色

的原有和新造的詞語，會隨著香港與內地交流頻密而不斷

被普通話作為新詞借入、吸收，並推理出澳門、臺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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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世界各地的華人社區也存在類似的現象。由此，田教

授在參加第四屆(1987)、第五屆 (1989)中國語言學會學術

年會時，分別提交會議論文 《香港流通的詞和社會生

活》《香港詞彙面面觀》，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對香港本地

詞彙和社會的關係進行了探討，列舉出一系列可以反映香

港地區特有事物、 概念的詞，並於 1993 年 12 月在香

港國際語文教育研討會上提出了“社區詞”的概念，即圈

定了這類由社會背景差異而產生的詞語，也補充了一種現

代漢語詞彙的來源。  

 田教授特別指出：“我在 1993 年提出的“社區詞”

概念，是用 8 年時間，積累了三四千詞條，經歸納、判

斷、推理得出的。對於這些流通於香港社會的詞語，我有

書面調查，也有口頭調查。在深入分析中建樹理論，不斷

厘清社區詞和方言詞、社會方言等術語的區別，篩選出

2418 個詞條編成《香港社區詞詞典》於（2009）出版。之

後李宇明主編的《全球華語詞典》在（2010）出版，收詞

萬條。到 2011 年，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公佈

《語言學名詞》， 其中的詞彙學部分收入“社區詞”詞

條。定義簡明扼要：“社區詞是某個社區使用的，並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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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社區政治、 經濟、文化的特有詞語”。例如，中國大

陸的‘三講’‘菜籃子工程’，香港的‘房奴’‘強積

金’，臺灣的 ‘拜票’‘走路工’”。仔細算起來，社

區詞這個語言學概念的最後確定，差不多用了 25 年的時

間。鍥而不捨，深入香港社會的語言生活，方能有此斬

獲”。 

“社區詞”這個語言學概念的確立，是田小琳語言學術體

系的一個組成部份。 

田教授積極實行香港“兩文三語”的語言教學政策，

出於對香港語言生活之瞭解，她從語言學的角度歸納了香

港語言生活三個方面的五個現象： 

一、中文為正式語言。基本法規定，“除使用中文

外，還可以使用英文”，可見中文較英文更為重要。 

二、英文也是正式語文。這一點體現了“兩制”的特

色，彰顯了靈活性和包容性。 

三、普通話地位逐步上升。人心的回歸帶動了普通話

的推廣，政府的舉措也使普通話得到進一步普及。 

四、粵語是香港社會流通程度最高的口頭語言，工

作、教學、傳媒、交際等均使用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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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英語維持原有地位。由於英語地位比較重要，甚

至出現了“混合語言教學”以及“港式中文”的現象。 

根據以上調查研究結果，田教授對香港語言生活做了

前瞻，她認為：標準中文將引領規範，但港式中文仍會留

存；普通話將真正成為香港社會的流通語言；粵語將保持

強勢方言地位。 

各位老師：田教授年事已高，疫情期間，工作依然不

斷，實為我學習之榜樣！ 

社會在進步，語言在發展，要想完成田小琳教授: 

“標準中文引領規範，普通話成為香港社會流通語言”之

前瞻任務，  應該還有一段路要走，我將與各位前輩、老

師一齊努力。 

僅此感謝本次會務統籌于星垣老師周密、細緻的安

排！ 

 

謝謝大家！ 

 

李 迅 

2020 年 6 月 14 日(第七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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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參考及引用田小琳教授著： 

《香港語言生活研究論集》《香港社區詞詞典》                    

《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