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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现象与生态环境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ꎬ属于语言生态学的研究范畴ꎮ 汉英语码混用现

象日渐增多ꎬ使用范围渐广ꎮ 从语言生态学的视角探讨汉英语码混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ꎬ梳理其中

的“非生态”现象ꎬ并提出相应对策ꎬ有助于构建和谐的汉英语码混用的生态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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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生态”(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这一概念最

早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艾纳豪根(Ｅｉｎａｒ Ｈａｕ￣
ｇｅｎ)于 １９７２ 年提出ꎬ主要研究特定语言与环境之

间的相互作用关系ꎮ 此后ꎬ语言生态学逐渐发展ꎬ
并逐步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ꎮ 语言生态学又

称生态语言学ꎬ其研究涵盖了自然资源的开发、被
边缘化社会群体的授权及多文化社区语言和文化

的和谐共处ꎮ[１]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ꎬ与周边环

境和谐共处也是语言生态学研究的重点ꎮ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科技的进步ꎬ语言与语言

之间相互接触的现象越来越普遍ꎬ两种或两种以

上的语言(包括语言变体)转换使用的情况也时

有发生ꎮ 一般来讲ꎬ用“语码混用”来指称句内两

种语言的转换( ｉｎｔｒａ￣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ꎮ[２] 汉英

语码混用就是指在句子中汉语和英语的语码互相

转换使用的现象ꎮ 本文特指在运用汉语时ꎬ出现

英语语码的现象ꎬ该现象是汉语和英语和谐共处

的现实反映ꎮ
任何语言都置于一个与它紧密联系、相互作

用、不可须臾分离的生态环境中ꎮ 语言与它所处

的环境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ꎮ[３]４７汉英语码混用

现象与语言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ꎬ是生态环境作

用的结果ꎬ同时又反作用于生态环境ꎬ对生态环境

造成一定的影响ꎮ 在汉英语码混用中也存在非生

态的情况ꎬ它既不利于语言的和谐共处ꎬ也不利于

语言的和谐发展ꎬ需要加以规范ꎮ

一、汉英语码混用与生态环境

今天的环境变了ꎬ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提高了ꎬ
可偏偏在不知不觉中又创造出了许多汉英语码混

用的表述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ꎮ[４]汉英语

码混用与语言的生态环境关系密切ꎬ包括内生态

环境和外生态环境ꎬ[３]４８两者相互作用ꎬ相互影响ꎮ
(一)内生态环境

语言的内生态环境主要由语言系统内的语

音、词汇和语法等单位构成ꎬ汉英语码混用与之联

系紧密ꎮ
每个汉字都有其对应的汉语拼音ꎬ人们在碰

到不会写的汉字时ꎬ往往会用对应的拼音代替ꎮ
这样ꎬ在汉语句子中就会出现拼音字母ꎮ 英语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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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与汉语拼音具有相似性ꎬ使用的都是拉丁字母ꎮ
所以ꎬ在汉语句子中出现英语单词也不会显得突

兀ꎬ这就为汉英语码混用提供了一定的条件ꎮ
内生态环境中的词汇因子是造成汉英语码混

用的重要原因ꎮ 由于文化的差异及社会的发展ꎬ
有些新事物在汉语系统中没有对应的词汇ꎬ属于

“有实无名”ꎬ即存在这样的事实、现象ꎬ却没有指

称它们的语言符号ꎮ[５] 但英语中却有对应的语言

符号ꎬ这就为汉英语码混用创造了条件ꎮ 比如本

世纪初我国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ꎬ但汉语

没有这一名称ꎬ只能用英文“ＳＡＲＳ”来表示ꎮ 虽然

人们创造了一个词———非典ꎬ但却因不能准确表

达此病毒的内涵而受到医学界的质疑ꎮ 又比如

２０１７ 年任天堂游戏公司在中国首发旗舰产品

Ｓｗｉｔｃｈ 的游戏机ꎬ同样由于汉语无对应名称ꎬ故而

将该产品称为“任天堂 Ｓｗｉｔｃｈ”ꎮ
同样ꎬ由于文化的差异ꎬ汉英在表达上并不完

全对等ꎬ汉语中用于表达某事物的一个词ꎬ在英语

中可能不止一个ꎬ且每个词的意义都有细微的差

别ꎮ 如果直接使用汉语表达ꎬ这些细微的差别就

体现不出来ꎬ在表意上会显得不够准确ꎮ 这时ꎬ往
往会夹用英语以达到准确表达之目的ꎮ 比如汉语

的“论文”一词ꎬ英语有 ｐａｐｅｒ 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虽然

它们都指论文ꎬ但仍有区别:“ｐａｐｅｒ”一般指课程

论文或研究某一方面的论文ꎻ“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指毕业

论文或者学位论文ꎬ较为正式ꎮ 所以在国外留学

的中国学生相互交谈时往往会说“我马上要交 ｐａ￣
ｐｅｒ 了”或“我马上要交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了”ꎬ而一般不

说“我马上要交论文了”ꎮ
在汉英语码混用内生态环境中ꎬ还有加入英

语语法成分的表达情况ꎬ多见于网络语境中ꎮ 如:
　 　 (１)这个夏季ꎬ我们恋爱 ＩＮＧ(搜狐网ꎬ
２０１６￣０７￣０２)

(２)蜂神的生活状态:吃饭 ｉｎｇꎬ吃饭 ｅｄ
＠ 二货峰(新浪微博ꎬ“桃花源的村民”的微

博ꎬ２０１３￣１２￣１０)
(３)阿宝’ ｓ 小小感受(网易博客ꎬ“我们

的国贸 １１１”的日志ꎬ２０１２￣０７￣０４)
例(１)是在汉语动词后加英语现在进行时“￣

ｉｎｇ”ꎬ表达正在恋爱的意思ꎻ例(２)是在汉语动词

后加上英语表过去式的“￣ｅｄ”ꎬ以表达吃了饭的意

思ꎻ例(３)是英语的所有格“ ’ ｓ”与汉语语码混合

使用ꎬ表达“的”的意思ꎮ
(二)外生态环境

语言的外生态环境系统包括自然系统、社会

系统、文化系统以及人群系统ꎮ[３]４８其中人群系统

和社会系统与汉英语码混用现象关系最为密切ꎮ
１. 人群系统

人群系统是创造语言的主体ꎬ也是运用语言

的主体ꎬ[３]１６４其与汉英语码混用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ꎬ其中年龄、角色、情感和心理等因子直接影响

着汉英语码混用的频率ꎮ
从年龄因子看ꎮ 年轻人是汉英语码混用的主

力军ꎬ因为他们喜欢求新、求异ꎬ加上有较好的英

语基础ꎬ尤其是留学回国的群体ꎬ更习惯在使用汉

语时加入一些英语元素ꎮ 比如用“你 ｂｏｒ 不 ｂｏｒｉｎｇ
啊”表达“你无不无聊啊”的意思ꎬ用“他恋爱 ｉｎｇ”
表达“他正在恋爱”的意思ꎬ用“我要做个 ＰＰＴꎬ明
天要做个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表达“我要做个幻灯片ꎬ明
天要做个报告”的意思ꎬ等等ꎮ 还有“打 ｃａｌｌ” “立
ｆｌａｇ”“这个系统有 ｂｕｇ”等也是年轻人常用的表达

方式ꎮ 年轻人喜欢用这些新奇的表达显示自己与

众不同ꎬ并以此收到幽默风趣的效果ꎮ
从角色因子看ꎮ 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

色ꎬ并处于不同的角色关系中ꎮ 在实际交际的过

程中ꎬ当时角色和身份的不同会对实际的言语造

成一定的影响ꎮ 例如在外企工作的人ꎬ由于他们

所处的中英交融的环境及自身角色ꎬ经常会在使

用汉语时混入英语单词ꎬ如“明天的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是怎

么样的”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做好了吗” “你们是一个

ｔｅａｍꎬ注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等ꎮ 身份、角色的需要使得

汉英语码混用具有了存在的可能ꎮ
从情感因子看ꎮ 语言态度对汉英语码的混用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ꎮ 在中国ꎬ英语是国家规定从

义务教育阶段就必须学习的必修课ꎬ国家还设置

了等级考试对英语水平进行测试ꎬ如大学英语四

六级考试ꎮ 语言政策助推了语言态度的变化ꎬ目
前英语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ꎬ人们对它

的重视程度有时甚至超过母语ꎮ 从国家层面看ꎬ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ꎬ中国要与世界接轨ꎬ掌握英

语也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ꎬ适应国际化的需求ꎬ因
为英语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国际通用语言ꎮ 从公民

层面看ꎬ随着社会的发展ꎬ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ꎬ
英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ꎬ人们对英语的重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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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汉英语言接触提供了绝佳的机会ꎬ也使得越来

越多的中国人能同时掌握双语的知识ꎬ这就为汉

英语码混用提供了条件ꎮ 这当中ꎬ语言态度、情感

因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从心理因子看ꎮ 追求新奇是人的重要心理特

征ꎬ语言表达也不例外ꎬ人们都希望自己的表述丰

富多彩、独特新奇ꎬ而汉英语码混用刚好能满足这

一心理预期ꎮ 比如ꎬ“我明天有个 ｐａｒｔｙ 要参加”ꎬ
就比“我明天要参加一个聚会”更有新鲜感、更富

表现力ꎮ 同时ꎬ汉英语码混用也能满足“人类的惰

性心理”ꎬ[６]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ꎮ 比如汉语中

有些专有名词十分冗长ꎬ为使表达简洁ꎬ我们会将

其简化、紧缩或概括成为新的词语ꎮ[７]有些词语还

可以用更为简洁的英语缩略词替代ꎬ像“今年上半

年我国 ＧＤＰ 的增长速度为 ６. ８％ ”ꎬ就比“今年上

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 ６. ８％ ”更

为简洁ꎮ 同样ꎬＷＴＯ、ＤＶＤ、ＶＣＲ、ＬＥＤ 等英语缩略

词ꎬ相较于“世界贸易组织 /世贸组织”“数字通用

光盘”“盒式磁带录像机”“发光二极管”等来讲也

简洁得多ꎮ 因此ꎬ汉英语码混用现象的产生与心

理因子不无关系ꎮ
２. 社会系统

社会系统中的政治因子也是推动汉英语码混

用的重要原因ꎮ 进入全球化时代后ꎬ世界已变成

“地球村”ꎬ因而就需要有一种流通范围更广的语

言来满足政治、经济、科技的交际需要ꎮ 英语在这

样的需求下逐渐扩大使用范围ꎬ成为了事实上的

国际通用语ꎮ[８]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ꎬ社会、
经济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及中国的入世ꎬ我国英语

教育小龄化的趋势愈来愈明显ꎮ[９] 孩子们从幼儿

园就开始了英语的学习ꎬ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

阶段都要继续学习ꎬ英语的课外辅导班也层出不

穷ꎬ整个社会对英语学习高度重视ꎬ汉语和英语的

接触越来越频繁ꎬ掌握汉、英双语的人也越来越

多ꎮ 这样的社会环境为汉英语码混用提供了肥沃

的土壤ꎮ
此外ꎬ受社会系统中情境因子的影响ꎬ语言表

达的过程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境选择不同的表达方

式ꎬ恰当混用汉英语码可以收到幽默风趣、含蓄委

婉的效果ꎮ 比如在娱乐节目中ꎬ插入一些英语词

汇ꎬ像“Ｌａｄｉｅｓ ａｎｄ 乡亲们ꎬ你们好”“天啊ꎬ你把整

个场面都 ｈｏｌｄ 住了” “接下来是我们马栏坡的

ｆａｓｈｉｏｎ 秀”等ꎬ可以使语言富于变化、诙谐有趣ꎮ
同样ꎬ在交际过程中ꎬ有些话语不便或不能直说ꎬ
需要用含蓄曲折而又能传达本意的词语代替ꎬ[１０]

这时用英语表达就不失为一种有效方法ꎮ 比如

“我想去 ＷＣ”ꎬ就比“我想去厕所”委婉ꎮ “厕所”
是排泄地ꎬ直接表述会略显不雅ꎬ用英语“ＷＣ”代
替更为含蓄ꎮ 再如“你们俩第一次 ｋｉｓｓ 是什么时

候”ꎬ相较于“你们俩第一次接吻是什么时候”也

更为委婉含蓄ꎬ使人易于接受ꎮ 因此ꎬ情境的需求

也助推了汉英语码的混用ꎮ

二、汉英语码混用中的非生态现象

如前文所述ꎬ从语言生态视角看ꎬ汉英语码混

用现象是由语言生态的内外生态环境所决定的ꎮ
因此ꎬ该现象的产生是符合生态原则和规律的ꎬ是
适应社会发展的ꎮ 我们也应该看到ꎬ在发展过程

中或多或少也出现了一些非生态的现象ꎬ影响了

语言生态的健康发展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人

们的交际ꎬ需要我们认真引导ꎬ妥善处理ꎮ
汉英语码混用非生态现象主要有以下三类:
(一)谐音混用

有些混用直接使用与汉语读音相近的英语单

词来表达ꎬ而不管其意义如何ꎬ比如“厉害了 ｗｏｒｄ
(我的)哥” “深藏 ｂｌｕｅ(不露)” “ ｂｏｏｋ(不可)思

议”“无可奉(ｐｈｏｎｅ)告”“谈 ｃｅｌｌ ｐｈｏｎｅ(笑风)生”
“你伤害了 ｗｏｒｄ(我)ꎬ还 ｅｘｃｅｌ(一笑)而过”ꎬ等
等ꎮ 仅仅因为英语单词的读音与原汉语的读音相

近ꎬ就拿来替换汉语词语ꎬ这样的表达虽有新意ꎬ
也能收到一定的表达效果ꎬ但却既不符合汉语的

语言规范ꎬ也不符合英语的语言规范ꎬ违反了语言

的生态原则ꎮ 此类现象通常出现在年轻人群中ꎬ
具有极强的模仿性与传播性ꎮ 他们觉得新鲜、好
玩ꎬ且容易效仿ꎬ只要想到了新的“谐音”ꎬ就会找

到一个相应的词ꎬ并发到各个微信群及社交平台ꎬ
通过网络迅速传播ꎮ 如果任其发展ꎬ将会严重影

响汉语和英语的正确发音ꎬ甚至影响到汉语系统

的纯洁性ꎮ
(二)语法重复

有些混用中出现了汉英语法重复使用的情

况ꎬ比如“我正在吃饭 ｉｎｇ” “比赛正在进行 ｉｎｇ”
“我已经吃好 ｅｄ”等ꎮ 在这些句子中ꎬ既有汉语表

进行时的“正在”及完成态“已经”ꎬ又有英语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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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时的“￣ｉｎｇ”和表完成的“￣ｅｄ”ꎬ两种语法重复使

用ꎬ既不符合汉语的语法ꎬ也不符合英语的语法ꎮ
然而这种表述在网络用语中却经常出现ꎬ比如“正
在做蛋炒饭 ｉｎｇ” “这个颜色今年正在流行 ｉｎｇ”
“新曲正在准备中 ｉｎｇ”ꎬ等等ꎮ 这种句式杂糅的汉

英语码混用纯粹是为了追求奇特、好玩ꎬ既无新

意ꎬ读来也拗口ꎬ且违反两种语言的语法ꎬ应坚决

抵制ꎬ避免进一步扩散ꎮ
(三)简单词混用

有些混用中明明汉语已经有相应的词ꎬ却偏

要使用并不比汉语简单的英语词ꎮ 比如用“ｔｏｍｏｒ￣
ｒｏｗ 我想 ｓｅｅ ｓｅｅ 你”表达“明天我想看看你”的意

思ꎬ用“你 ｋｎｏｗ 不 ｋｎｏｗ 啊”表达“你知不知道啊”
的意思ꎬ通常都是用较为简单的英语词汇替换对

应的较为简单的汉语词汇ꎮ 此类情况ꎬ一般都是

使用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显示自己有较好的英语

基础及与众不同的风格ꎮ

三、构建和谐汉英语码混用生态环境的对策

汉英语码混用中的非生态现象ꎬ不仅不能传

递任何新信息ꎬ而且还会影响汉语的生态ꎮ 针对

这些语言的非生态现象ꎬ我们应采取必要的措施ꎬ
加以引导和规范ꎬ以防止其进一步蔓延ꎮ

(一)加强网络语言监测

上面三种非生态的现象多出现于网络语境

中ꎬ具有极强的模仿性与传播性ꎮ 当网民觉得这

些汉英语码混用新奇有趣时就会效仿ꎬ并造出更

多新的、非生态的表达方式ꎬ这种新的表达形式又

会通过网络再次传播出去ꎬ恶性循环ꎮ 根据第 ４３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ꎬ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我国网民规模已达 ８. ２９ 亿ꎬ互联网

普及率为 ５９. ６％ ꎮ 随着网络的普及ꎬ网络语言会

逐渐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ꎬ以上三种非生态

的汉英语码混用在日常的口语中偶尔也能听到ꎮ
如今ꎬ在大数据的背景下ꎬ语言监测技术日臻完

善ꎮ 语言监测提供的一系列数据ꎬ如常用字词数

据、字母词使用数据、网络词语使用数据、外文人

名地名使用数据、火星文使用数据等ꎬ为国家语委

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支

撑ꎮ[１１] 通过语言监测ꎬ我们能及时掌握语言的使

用情况ꎮ 随着监测手段的多样化ꎬ我们应当加强

网络语言的检测ꎬ通过监测掌握在汉英语码混用

中出现的非生态现象ꎬ并加以规范ꎬ及时阻止ꎬ不
让其扩散ꎮ

(二)出台相应政策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ꎬ广电总局通知禁止电视节目使

用外语和缩略词ꎮ 同年 １１ 月ꎬ新闻出版总署下发

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版物文字使用的通知»ꎬ提
到“在汉语出版物中ꎬ禁止出现随意夹带使用英文

单词或字母缩写等外国语言文字”ꎮ 这是针对电

视节目及汉语出版物的政策ꎮ 但针对网络语境及

日常生活中汉英语码混用的相关政策则较少ꎮ 如

今ꎬ国际化、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ꎬ人与人的交往

越来越频繁ꎬ网络也使人们的联系越来越紧密ꎮ
受语言内外生态环境的影响ꎬ生活中有不少表达

的确离不开字母词或英语词ꎮ «现代汉语词典»
从第六版开始就收录了常用的西文缩略词ꎬ共计

两百多个ꎬ充分说明英语语码已进入我们的日常

生活和工作中ꎬ并被人们所接受ꎮ 随着汉英语码

混用越来越普遍ꎬ网络语境中不规范的汉英语码

混用也逐渐增多ꎬ如何进行规范则是我们需要思

考的问题ꎮ 国家应根据实际情况ꎬ结合语言监测

的结果ꎬ出台相应的语言政策ꎬ以规范汉英语码的

使用ꎬ使其向着语言生态的方向发展ꎮ
(三)加强青少年的语言规范教育

青少年处于语言学习的阶段ꎬ在学习汉语和

英语这两种语言的过程中ꎬ很容易将二者的词汇、
语法、语音混淆ꎮ 同时ꎬ他们接受新事物速度快ꎬ
有较强的猎奇心理ꎮ 为了求新、求异ꎬ他们往往会

故意使用一些非生态、不规范的汉英语码ꎬ以求特

立独行ꎬ达到风趣幽默的效果ꎮ 因此ꎬ要加强对青

少年的语言教育ꎬ有针对性地引导他们区分汉语、
英语在各个方面的差别ꎬ使用正确、规范的汉语表

达和英语表达ꎬ尽量避免出现非生态的汉英语码

混用ꎮ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对比法ꎬ如将英语

的时态与汉语进行比较ꎬ通过此方式加以区分ꎮ
(四)提高对汉语的认可度

目前ꎬ英语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全球通用语ꎬ认
可度非常高ꎬ尤其是中国人ꎬ对英语可以说达到了

崇拜的地步ꎮ 有人甚至认为英语是高级的语言ꎬ
在使用汉语时混入英语可以彰显自己的身份地

位ꎬ也往往会被人看作是有文化的体现ꎮ 他们认

为不管使用多么简单的英语词汇都能实现这一效

果ꎬ所以ꎬ就算词汇再简单ꎬ且在汉语中本来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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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词ꎬ他们也非得在汉语句子中插入英语词

进行表达ꎮ 归根结底ꎬ还在于对汉语的不自信ꎮ
针对这一问题ꎬ我们应当逐步提高国人对汉语的

认可度ꎬ通过网络、媒体的传播以及教育的方式ꎬ
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和语言自信ꎮ 只有对汉语真

正自信了ꎬ才能将“英语优于汉语”的观念彻底消

除ꎬ滥用英语语码的行为才能得到有效遏制ꎮ

汉英语码混用现象与语言的内外生态环境关

系密切ꎬ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ꎬ是社会发展的必

然产物ꎬ也是适应社会生态的产物ꎬ比如“ＡＴＭ
机”“ＣＴ”“Ｘ 光”等等ꎬ这些词语已经融入到我们

的日常生活中ꎮ 但是在汉英语码混用这种语言现

象中同样也存在着非生态的、不和谐的情况ꎬ它们

的存在会对生态汉语系统造成不良的影响ꎬ不利

于生态汉语系统的和谐发展ꎮ 因此ꎬ我们应当避

免不必要的、过多的汉英语码混用的现象出现ꎮ
汉英语码混用的情况十分复杂ꎮ 随着英语的

普及以及互联网的发展ꎬ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在使

用汉语时将汉语的语码和英语的语码混合使用ꎬ
看到有趣的汉英语码混用现象也会模仿ꎬ之后通

过互联网继续传播ꎮ 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ꎬ语言

现象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ꎬ传播的途径也越来越

多ꎬ且这种现象随着国际化的推进会越来越普遍ꎮ
因此ꎬ需要使用更多的方式去监测ꎬ采取必要措

施ꎬ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ꎬ以确保汉英语码混用朝

着正确、健康、生态的方向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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