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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语言预测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产生的多学科交叉的领域。 在追溯语言预测研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本文

论述它的研究现状，并展望今后的发展趋势。 同时，本文探讨混沌理论和大数据预测算法对语言预测研究的重要意义，
通过把握语言变化中的内在规律性，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对语言的走势进行前瞻式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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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引言
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人类对未知事物的

探索都有惊人的相似历程。 中国人通过《易经》
衍生出龟甲卜筮，重演现实中万物变化过程及其

规律；巴比伦人依靠占星术理解时间与空间、天体

运行与人类命运之间的联系；吉普赛人通过塔罗

牌揭示命运的轨迹。 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先验

的认知活动逐渐从朴素的、自发的状态走向科学。
预测是根据事物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进行评估

的过程，是关于未来如何发生的陈述，它通常并不

总是基于经验知识。 虽然预测和预言之间有很多

重叠，但是预言只是预期结果的陈述，预测则包含

一系列可能的结果，如姜子牙的《乾坤万年歌》、

袁天罡和李淳风的 《推背图》、刘伯温的 《烧饼

歌》、诸葛亮的《隆中对》和《马前课》、邵雍的《梅
花诗》等。 “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

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 （马克思 恩格斯

１９７２：１０３）预测按属性可分为定性预测和定量预

测。 定性预测指预测者根据事物的性质特点和规

律，依赖个人或集体的经验、直觉、判断，对未来的

发展状态和变化趋势作出推测和估计的方法。 主

要方法包括：特尔菲法、交叉概率法、趋势外推法、
类比法、形态学法等。 定量预测是依据历史数据

或因素变量，运用统计方法和数学模型，近似地揭

示预测对象及其影响因素之间规律性的数量变动

关系，以预测或推测未来的发展变化情况。 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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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可进一步分为时序预测法和因果分析法。 时

序预测法是根据系统对象过去的变化趋势，考虑

系统变量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及偶然因素的影响，
对系统的发展趋势进行定量预测，即承认事物发

展的延续性，把未来作为过去历史的延伸。 时序

预测法包括移动平均法、指数平滑法、季节变动预

测法和马尔可夫链预测法。 因果分析法根据事物

发展变化过程中原因和结果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

依存关系而进行预测，它包括一元回归法、多元回

归法和投入产出法。 本文回顾语言预测学研究的

发展历程及主要学术观点，论述当前的研究现状，
并探讨未来的发展态势。

２　 语言预测研究的过去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国内学者认为，语言学

作为一门领先的学科，不能仅仅满足于语言事实

的描写及语言现象的解释，还应该对语言的演变

做出预测，由此开始探讨语言预测问题并提出

“语言预测学”，即将语言置于全息的系统内进行

前瞻性的研究。 语言预测有内部和外部两个前

提：内部前提是语言对事物关系的反映；外部前提

包括事物之间的关系、社会氛围、交际的深度和宽

度。 语言预测的成功取决于语言活动的规律性、
重复性、一致性和连续性。

“基础科学研究也是一条向前不断流去的长

河，是有方向的，不是不可知的。” （钱学森 １９８９：
３ － ８）语言预测研究的目的就是寻求语言规律背

后的理据，探索语言演化的动因及趋势。 “影响

预测难易有四种变量，即冗余信息的多少、问题的

差别、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及语言场合的不同。
预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形式预测、语义预测

及非语言学性预测。” （吴建新 １９８７：１１８ － １２０）
王希杰通过对语言动态本质的研究，提出语言潜

显理论（王希杰 １９９４：６６ － ６７）。 类似的实例，我
们还可以在索绪尔关于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区分、
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区分、乔姆斯基关于语言

能力和语言运用的区分、维特根斯坦关于表层语

法和深层语法的区分中找到。 王希杰进一步指

出，语言预测学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语言的

发展演变有规律可循（同上 １９９６：１１９ － １２３）。 随

着语言预测研究的深入，语言潜显理论逐渐受到

重视。 “语言潜显理论的提出，有助于我们重新

科学地认识语言的本质，建立新的语言观；充实现

代语言学的理论系统，由它派生出来的潜语言运

动学、语言未来学、语言预测学以及动态性理论、
层次性理论等，正在逐渐显示出学术价值，成为现

代语言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助于

更新语言研究方法，增强语言学的解释力，提高语

言学的科学品味。”（夏中华 ２００２：１３ － １８） “语言

的潜在性是静态的波动，即与动态变化性相对立

的特定时间下的不稳定性，在某一时期内呈变化

趋势。”（马泰休斯 ２００５：６８）这一阶段的语言预测

研究主要是归纳现实中使用的语言单位的修辞方

式，进而对语言发展进行预测。 例如，新词的预测

主要着眼于语素和语素之间的排列组合，通过仿

造、简缩、合力 ３ 种方式进行预测；新义的预测主

要着眼于语素义之间的排列组合，即潜义是由于

显词中有一个多义语素（周洪波 １９９６：７２ － ７８）。
由于预测处于初始阶段，所以研究仅限于运用类

推原理、相关性原理和确定性原理，依据语言的显

性状态研究语言的潜性状态。 在根据前期语料进

行类推时，往往会忽视预测对象的规模和范围，不
能充分考虑随机因素对预测对象造成的影响，使
预测的连贯性降低或相互抵消。 尽管如此，预测

研究仍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和实用价值。 “对语

言未来发展方向的正确预测有助于语言总体规

划，可以作为制定语言政策的重要依据，有利于促

进语言的规范和协调。”（周国炎 ２０１０：４９）

３　 语言预测研究的现状
自 ２００５ 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连续发

布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２００５ － ２０２０）（以
下简称《状况报告》），对中国语言生活的状况进

行描写、分析、建议、预测。 《状况报告》包括年度

媒体用字用语调查、年度新词语调查、年度流行语

调查等各种报告和数据，它使语言工作者能从理

性层面把握实际的语言状况。 其中，在年度新词

语调查中，从词语长度、词语构成材料、结构方式、
词性分布、使用频次等多个维度对当年新词语发

展变化趋势进行实态描述；在历年新词语的跟踪

调查中，则从新词语的隐退率和复现率进行标准

比较分析。 在年度流行语调查中，主要根据流行

语的使用频度、散布度及流行周期做出统计分析。
这一阶段的语言预测逐渐从定性预测过渡到定量

预测，主要采用趋势外推法和回归分析法。 趋势

外推法建立在两个假设基础上，一是事物发展过

程没有跳跃式突变，即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渐进型

的；二是所研究的系统结构、功能等基本保持不

变，即假定根据过去资料建立的趋势外推模型能

适合未来，能代表未来的变化趋势。 索绪尔认为，
“历时语言学要既有随着时间进展的前瞻的展

望，又有往上追溯的回顾的展望，……前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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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异是一种简单的叙述，要以文献的考订为基础；
回顾的展望却需要一种重建的方法，以比较为依

据”。 他还指出，在基本性质方面，语言中量与量

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数学公式有规律地表达出来

（索绪尔 １９８０：２９６） 。 回归分析法根据自变量和

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预测，回归分析等价于函

数拟合，即构拟一条函数曲线使其拟合已知数据

且能很好地预测未知数据，保证整体预测值趋于

期望值，离差平方和最小。 例如，苏剑和葛加国

（２０１６：５３ － ６０）根据语言趋同理论假说构建模

型：ｌａｎｇ ＝ ｆ （ ｇｎｉ， ｌａｎｄ， ｇｅｏ， ｆｒｅ， ｇｅｎ， ε），其中

ｌａｎｇ 表示语言种类或者语言多样化指数，ｇｎｉ 表示

人均收入，ｌａｎｄ 表示国土面积，ｇｅｏ 表示某国的地

形，ｆｒｅ 表示经济自由度，ｇｅｎ 表示语言谱系，ε 表

示其他因素。 “任何一个预测问题，首先要解决

的是正确识别预测对象发展变化的模式，然后，在
预测对象发展变化模式保持一定的连贯性的前提

下，应用近大远小原则建立预测模型，估计预测参

数。 然后，对预测对象的未来做出概率性的预测。
此外，预测作为一个动态过程还需要反馈预测偏

差，并结合预测对象的其他一些新信息对预测模

型作出调整、修正。” （郝康 １９８７：１６）也有部分学

者采用马尔可夫链对语言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张
劲逸 刘燕晶 ２０１８：４７，吴傲庭等 ２０１８：６２ － ６３），
“随机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前后符号的相关

性，也就是说，从消息的历史，可以预测信息的将

来。 随着马尔可夫链重数的增大，我们就越能根

据前面的语言成分正确地预测下一个语言成分的

出现情况”（冯志伟 ２０１１：９２）。 马尔可夫链是具

有马尔可夫性质的离散时间随机过程，即过程在

时刻 ｔ０ 所处的状态已知条件下，在时刻 ｔ ＞ ｔ０ 所处

状态的条件分布与在时刻 ｔ０ 之前所处的状态无

关。 分布函数可表示为：设有随机过程｛Ｘｎ， ｎ∈
Ｔ｝，其状态空间为 Ｓ，对于任意的整数 ｎ∈Ｔ 和任

意的 ｉ０，ｉ１，． ． ． ，ｉｎ ＋ １∈Ｉ，条件概率满足：
Ｐ｛Ｘｎ ＋ １ ＝ ｉｎ ＋ １ ｜ Ｘ０ ＝ ｉ０，Ｘ１ ＝ ｉ１，． ． ． ，Ｘｎ ＝ ｉｎ｝
＝ Ｐ｛Ｘｎ ＋ １ ＝ ｉｎ ＋ １ ｜ Ｘｎ ＝ ｉｎ｝
则称｛Ｘｎ， ｎ∈Ｔ｝为马尔可夫链。
运用统计方法进行语言预测可能会把研究对

象描述成一个线性叠加的系统。 “现实生活很复

杂，许多语言因素纠缠在一起，控制这些因素并非

易事，而且统计方法的使用也有是否得当的问题，
如使用不当往往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但只要是和

数字打交道，就不可能离开统计方法，而且不使用

统计方法，也不见得就能解决使用统计方法所带

来的问题（如控制因素）。”（桂诗春 ２０１７：１４１）马

尔可夫链也仅适用于随机变量及无后效性的事

物。 “黑天鹅”在现实世界中比比皆是，“它具有

意外性，即它在通常的预期之外，也就是在过去没

有任何能够确定它发生的可能性的证据，因此它

会产生极端的影响。 虽然它具有意外性，但人的

本性促使我们在事后为它的发生编制理由，并且

或多或少地认为，它是可解释和可预测的” （塔勒

布 ２００８：６）。 也就是说，对任何一个变量的精确

测量，都会增大另一个变量的不确定度。 在进行

量化预测过程中，我们往往会赋予每一个语言影

响因素一定的权重，再根据已有的所有信息的权

重来判断哪种路径的概率最大。 系统包含的影响

因素越多，赋予的权重也就越准确，那么语言系统

演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此外，量化分析以观测

到的语言系统演变的历史关联性和走势为基础，
如果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因素引起关联性发

生变化，量化模式可能会在预测拐点处失效。 因

此，无论采用哪一种量化测量方法进行语言预测，
其各有不同的适用条件，如实际情况不能很好地

满足预测模式的应用条件，就需要对预测模式进

行验证。

４　 语言预测研究的展望
语言学作为一个多学科、多层次交叉的领域，

它与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等自然科学密不可分。 语

言学与物理学之间的关系和情节源于人们对如何

使用最恰当的语言来描述“物质世界”或“物理世

界”的关切（Ｓｔｅｃｉａｇ ２０１３：６８６ － ６９１）；乔姆斯基的

《句法结构》推动语言学迈出“语言科学”的历史性

一步，同时也促进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的融合。
４． １ 基于混沌理论的预测

混沌学是 ２０ 世纪重大科学发现之一，被誉为

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后的第三次物理革命。 混沌

一词源于希腊语 χαｏσ，指宇宙诞生之初的原始状

态或无尽深渊。 混沌思想自古有之，《周易·乾

凿度》有言，“混沌者，言万物相混而未相离”，即
精、气、神混融一体。 《道德经》中，老子的“道”天
然地包含混沌思想，“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

寥兮。 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先天

母”。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论语·雍也篇》
中，孔子认为，混沌即中庸之道。 《庄子·应帝

王》中也有，“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

之帝为混沌”。 赫柏林认为，混沌并非简单的无

序，而是类似于无周期性和无明显对称特征的一

种有序形态。 钱学森指出，混沌是宏观无序、微观

有序的现象。 Ｈａｋｅｎ 认为，混沌性为来源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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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程的无规运动。 Ｆｅｉｇｅｎｂａｕｍ 将混沌定义为确

定系统的内在随机运动。 Ｌｏｒｅｎｚ 将混沌描述为确

定性的非周期现象。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和 Ｊｕｓｔ 认为，“混沌

表示一种无序和不规则的状态” （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Ｊｕｓｔ
２００５：２６）。 “混沌学这一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

分。 从狭义上讲，它等同于确定性混沌的数学理

论及其应用，因此也等同于从有序到无序相变为

前提的非线性系统；从广义上讲，它可指从有序到

混沌或从混沌（或无序）到有序的不连续过程。”
（Ｍａｙｎｔｚ １９９１：２９８ － ３２３）该理论为我们观察和分

析世界提供一种全新的方法论，“未来混沌理论

将与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和其他无限维动力系统联

系在一起，在那里我们可以发现意想不到的景

象”（Ｓｉｎａｉ ２０１０：２ － ７）。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张公瑾将混沌理论和方法

引入语言学领域，用于解释语言演化的多样性和

复杂性。 语言系统作为一种复杂的、非线性的混

沌动态系统，是有序性和无序性、确定性和随机性

的统一。 首先，在语言发展演变过程中，貌似复杂

的、随机性的行为其实由语言系统内在确定性引

起，短期内的发展趋势有规律可循。 “语言的演

变受社会、人等外因影响。 为及时满足社会的需

要，语言要演变，并且有一定的规律。 语言又是个

巨系统，演变还有一定的内部规律。” （于根元等

１９９９：３２）其次，混沌系统对初始条件极其敏感，
初始状态的测量误差随时间呈指数增长，运行轨

迹不可能长期预测，但系统相邻轨道在短期内发

散较小，短期和局部可以预测。 再次，奇异吸引子

具有整体的稳定性。 吸引子的运动轨迹始终局限

于一个确定范围的相空间中，无论混沌系统内部

多么不稳定，它的轨迹都不会走出混沌吸引域。
因此系统只能在吸引中心态附近涨落，一切吸引

子之外的运动向它趋近，而一切到达吸引子内的

成分，只有在距离平衡态的某个临界阈才会发生

失稳（呈指数分离），才会导致其对初值的敏感

性，才开始进行非线性运动。 需要指出的是，相空

间中的临界阈是确定的，吸引子的统计特征或发

展趋向也是确定的。 最后，由于混沌系统在一定

程度上的周期性和有序性，系统运行过程中呈现

出综合相似性，即系统在不同层次上也具有跨尺

度的自相似性。 自相似性是跨越不同尺度的对称

性，是系统的某些结构或过程从不同的时间尺度

或空间尺度来看具有相同的统计特征，它意味着

递归，有限规则的无限复用；意味着嵌套，图案之

中套图案。 “语言的持续发展如同它固有的本性

一样自然。”（赫尔德 １９９８：３２）由于语言演变过程

中表现出混沌的特征，虽然很难从整体上对语言

进行全面预测，但语言系统在不同层次的演化过

程中表现出的特性包含系统的长期演化信息，因
此可以对语言各个子系统在某一时期的发展作短

期预测。 下面，我们以一阶近似拟合的局域法为

例进行讨论。 局域法是从相空间预测点的最邻近

点着手，将最邻近点在轨迹上的下一点作为预测

值输出，一阶近似拟合可采用 Ｙ（ ｔ ＋ １） ＝ ａ ＋ ｂＹ
（ｔ）公式来拟合第 ｎ 点周围的领域。 设第 ｎ 点的

领域包括 ｔ１，ｔ２，ｔ３，． ． ． ｔｐ，则上式可表述为：
Ｙ（ｔ１ ＋ １）

Ｙ（ｔ２ ＋ １）

　 　

…

Ｙ（ｔｐ ＋ １）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 ａ ＋ ｂ

Ｙ（ｔ１）

Ｙ（ｔ２）

　

…

Ｙ（ｔｐ）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其中，ａ，ｂ 可由最小二乘法求得，再通过 Ｙ（ｎ ＋
１） ＝ ａ ＋ ｂＹ（ｎ）得到相空间中轨迹的趋势。

４． ２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预测

大数据时代已然到来，人们拥有更多的渠道

和途 径 去 获 取 信 息 和 资 源。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ｒｅｎｄ
２０１９”表明，２０１８ 年全球互联网用户已达 ３８ 亿，
占全球总人口的 ５１％ ，高于 ２０１７ 年的 ４９％ （３６
亿）。 互联网用户增长稳定但正在减缓，２０１８ 年

和 ２０１７ 年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６％ 和 ７％ 。 ２０１８
年，中国互联网用户规模已达到 ８ 亿，位居排行榜

第一。 就大数据而言，中国的移动互联网用户既

是数据的“接收者”，也是“发送者”，信息消费、信
息交互等活动已成为人们日常工作与生活的重要

内容，中国的未来将会是互联网与大数据融合的

时代。 大数据预测就是计算机根据极近过去的原

始大数据总结一般规律，并延伸到样本外极近未

来的预测情况的过程。 总之，大数据可以用于与

时间维度有关的时间序列预测和基于结果影响因

素的事件预测，通过算法（如递归算法）和模型

（如状态空间模型）来预测未来。 在小数据时代，
由于计算机能力不足，大部分的相关分析仅限于

寻求线性关系；而大数据的核心是建立在相关关

系分析法基础上的预测。 “在越来越多的情况

下，使用所有可获取的数据变得更为可能，但为此

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数据量的大幅增加会造成

结果的不准确，与此同时，一些错误的数据也会混

进数据库。 然而，重点是我们能够努力避免这些

问题，这就是由‘小数据’到‘大数据’的重要转变

之一。”（舍恩伯格 库皮耶 ２０１２：２１）
语言进化内秉突变性和自然适应性、一致性

和多样性以及简约完美性和复杂冗余性（俞建梁

２０１９：１ － ６），同时兼具高度的跨学科性。 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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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语言学都是信息处理科学，随着大数据、云
计算、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语言预测

研究面临着从归纳抽象的“语言能力”向分析具

体的“语言使用”的变革。 如何从海量的语言数

据合集中提取一定的语言使用的规律，从而进行

一些对未来的准确推测和预知已然成为关注的问

题。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一方面，语言预测工作者

不再仅仅探究语言系统中某个特殊现象或个别事

实，而是从多方位、立体化的角度分析问题，同时

也使文本更具真实性和客观性。 语言数据不再是

随机样本数据，而是全样本数据；不再是内省的语

料，而是真实的、多样化的语料；不再是混杂、交织

的数据，而是聚块内敛的数据。 另一方面，依据不

同语言问题间的相关性，可以发现数据呈现出的

发展趋势和规律。 大数据预测以数据为基础，对
相关性问题的研究基于归纳逻辑，即从大量的特

殊到一般，大数据预测的这种迭代价值和衍生价

值使我们能够更大范围地观察语言事实的相关程

度和演变过程。 尽管如此，预测仍不可避免地受

到“黑天鹅事件” “薛定谔的猫”等影响。 这些小

概率事件在一次实验中不太可能出现，而在大量

的重复实验中则可能发生。 然而，在当今社会，没
有预测，就没有真正的决策和和生存的自由。 只

有重视未来，善于科学地预测未来，进而才能选

择、改变、创造，最终赢得未来（缪再生 １９８６：９ －
１４）。 采用大数据进行语言预测，在调用语言系

统历史数据进行变量间相关系数计算时，往往会

忽视语言演变外部因素的干扰，预测成功与否依

赖于过去和未来两种情境之间的相似性或同一

性。 大数据因其体量巨大、种类繁多、价值密度低

等特点，已经成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趋势。 “只要

预测的准确率超过毫无依据的猜测，那么即便预

测结果不是那么准确，预测也会创造真正的价值。
在预测未来的过程中，尽管迷雾存在，那也远胜于

在黑暗中盲目前行。”（西格尔 ２０１４：２９）

５　 结束语
“语言是人类认识世界并进行表述的方式和

过程。” （潘文国 ２０２０：１ － ７） “要全面研究语言，
就得考虑例外，即静态之中的动态因素：一方面，
存在着由古代承袭下来的但已不符合现代系统的

残余形式；另一方面，又有一些预示将来状态但尚

不符合现代系统的创新成分。”（Филин １９７３：１５）
混沌学使我们看到，语言作为一个复杂的、非线性

的、远离平衡态的、具有混沌的自适应动态系统，
它的演化呈现出多样性、涨落性和自相似性，是有

迹可循的；大数据使我们能最大限度地应用语言

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从探寻语言背后的相关因素、
因果联系转向探寻语言事实之间的关系。 语言演

变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既有确定性又有不确定

性，这就是为什么语言预测研究大多是定性研究

的缘故，然而随着技术及方法的完善，静态分析向

动态预测将日趋模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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