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中中国国国社社社会会会道道道德德德变变变化化化模模模型型型与与与发发发展展展动动动因因因探探探究究究
——基基基于于于70年年年《《《人人人民民民日日日报报报》》》的的的计计计量量量与与与分分分析析析

王王王弘弘弘睿睿睿1，，，于于于东东东2,∗，，，刘刘刘鹏鹏鹏远远远2，，，曾曾曾立立立英英英1

1.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北京 100081
2.北京语言大学信息科学学院，北京 100083

whongrui18@163.com，yudong@blcu.edu.cn，liupengyuan@blcu.edu.cn，lizzengliying@qq.com

摘摘摘要要要

社会道德的历时变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观察语言使用与道德变迁的历时联
系，能够帮助描绘社会道德的变化趋势和发展规律、把握社会道德动态、推进道德建
设。目前缺少从词汇角度、利用计算手段对大规模历时语料进行系统、全面的社会
道德变迁研究。基于此，该文提出道德主题词历时计量模型，通过计量指标对週逹逴逶逭
進逰週逵共逷逰年的《人民日报》语料进行了历时计算与分析，观察了逷逰年社会道德主题词
的使用选择与变化。研究结果发现，道德词汇的历时使用与社会道德之间存在互动关
系，反映出逷逰年中国社会道德的历时变革与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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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抗日战争后的逷逰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道德观念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社会
道德的变革与发展成为具有研究价值的焦点问题。词汇作为最基本、最灵活的语言单位，记录
了中国社会道德的历时变化，蕴含着民族道德观念的独特特征和丰富内涵。道德主题词指能够
体现中国社会道德观念的代表性词汇，例如遜诚信逢遜爱国逢，是社会道德在文本中的集中表现。
通过计算道德主题词的历时使用变化情况，能够反映社会道德的变化趋势和发展规律，帮助分
析社会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和政策路线，对于把握社会道德观念动态、推进社会道德建设、服
务相关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与完善也有重要意义。
已有诸多研究证明，历时上词汇的使用选择与社会观念的变迁具有互动关系逨遍適遣遨遥遬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週週逻 遍適遨遡遬遣遥遡 遡遮遤 過遡遳遴遡遳遥逬 進逰週進逩，通过计算手段可以帮助在大规模文本中快速挖掘发生变化
的相关词汇，并观察其历时发展情况。但现有社会观念的词汇计量研究多为政治领域的词汇使
用研究逨遐遡遱遵遯遴逬 週逹逸逳逻 村田忠禧逬 進逰逰逳逻 金观涛遡遮遤 刘青峰逬 進逰逰逹逩，伦理学领域的道德历时研究
多为理论探讨和举例分析逨柴文华逬 進逰逰逶逻 陆远逬 進逰週逴逻 李建华逬 進逰進逰逩，缺少中国社会道德观念与
词汇历时使用的关系研究。由于当代中国社会道德观念的复杂性，语料的时间跨度长、数据量
大，利用计算手段、从量化角度考察大数据文本中道德主题词的动态性变化，可以为社会道德
的历时变迁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基于此，本文从用词特征探究中国社会道德历时变迁的内容与特点，提出能挖掘社会道德

变化的词汇计量模型，对週逹逴逶～進逰週逵年的《人民日报》语料进行了历时计算与分析，从词汇视
角呈现了中国社会道德逷逰年的历时变革与发展。本文的研究创新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週）提出道德主题词历时计量模型，通过计量指标挖掘道德主题词的历时使用变化和规
律。分析计量结果证明，道德词汇的历时使用与社会道德建设之间存在互动关系，道德主题词
能够展现中国社会道德的历时变革与发展情况。

（進）从宏观角度分析了逷逰年中国社会道德历时变迁的整体规律，包括道德极性、道德强
度和道德类型的变化趋势，分析蕴含其后的中国社会道德观念和道德建设路线的变革与发展趋
势。
（逳）从微观层面探索了逷逰年中国社会道德的核心主题、时期特色、发展内容和变化特点

等，观察了经济、政策、法律、社会事件等因素对道德主题词历时使用的影响作用。
本文为社会道德分析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为语言计量、数字人文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维

度和问题参考。

2 相相相关关关工工工作作作

2.1 社社社会会会道道道德德德变变变迁迁迁研研研究究究

道德是一直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是一个善恶矛盾运动的过程逨吴灿新逬 進逰逰逳逩。社会道德变
迁研究一直是伦理学的重要研究问题。
建国以来，中国社会道德变迁的研究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内容，一类是国家层面下道德建设

的方式、途径等的转变，主要是围绕经济、政治等与道德建设的关系来进行的，王一多逨王一
多逬 週逹逹逷逩通过讨论经济生活、道德和政治法律的关系，论证了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杜振吉逨杜
振吉遡遮遤 王晓彦逬 進逰逰逷逩通过观察道德变迁呈现的基本趋势，对道德建设提出了几点设想和建
议。第二类内容是民众层面下道德观念的转变，柳礼泉 逨柳礼泉遡遮遤 刘佳逬 進逰進逰逩从新中国历史
变迁视阈下，探究民众及社会道德观的演变。阎云翔逨阎云翔逬 進逰週逹逩认为道德观从过去强调责任
和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伦理，向一种强调权利和自我发展的个体主义伦理转变。但现有研究形
式多为理论探讨和案例分析，缺少基于语料数据的实证研究。

2.2 词词词汇汇汇历历历时时时计计计算算算研研研究究究

词汇使用变化被广泛运用于反映社会变迁和建构理念，通过对词汇稳定性的测量，可以发
现语言的使用规律，观察语言变化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发展的历时联系等。

政治话语的词汇选择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已有诸多论证，達遨適遥遲遲遹 遐遡遱遵遯遴逨遐遡遱遵遯遴逬
週逹逸逳逩统计发现，词的使用频率能够反映各工会秉持的政治理念。村田忠禧逨村田忠禧逬 進逰逰逳逩分
析表明，对关键词的计量分析可反映中共政治导向及方针政策的发展变化。金观涛逨金观涛遡遮遤
刘青峰逬 進逰逰逹逩通过分析报纸期刊中观念词汇的词频变化逬考察了中国现代政治术语的形成和演
变。道德文本计算方面，遊適遮遧 遙適 遘適遥遴等逨遘適遥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逰逩通过历时词汇研究了几个世纪以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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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和民主等概念的道德情操的历史转变，遁適遤遡 遒遡遭遥遺遡遮適遴等逨遒遡遭遥遺遡遮適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週逩探究了
对于实体的道德感知如何随事件而变化，以及文本分析是否有助于抽取出导致这种道德变化的
源头。

综上，目前社会道德变迁研究多为理论探讨和案例分析，且研究时段上多为讨论改革开放
后的道德变化，缺少时间跨度长、系统全面的道德变迁趋势呈现。历时词汇计算研究多针对政
治话语，道德词汇的历时计算仅有少量英文研究，且使用的是英语语言的道德体系，缺少汉语
道德词汇的历时计算和分析研究。

3 研研研究究究设设设计计计

3.1 研研研究究究框框框架架架

语言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现象，本文通过观察语料，从宏观规律发现和微观变化分析两个
维度入手，根据道德变化的不同特征，提出道德历时变化的逷个问题，具体如表週 所示。

分分分析析析维维维度度度 变变变化化化特特特征征征 探探探究究究问问问题题题

宏观规律发现
道德趋向 · 逷逰年道德特征（极性、强度、类型）的变化趋势如何
互动关系 · 道德词汇的历时使用与社会道德是否存在互动关系
发展动因 · 道德词汇历时使用变化背后的发展动因是什么

微观变化分析
稳定程度

· 逷逰年中国社会道德高频稳定的核心主题有哪些
· 不同年代的社会道德有怎样的时期特色

变化幅度
· 逷逰年中发生剧烈变化的是哪些道德主题

· 道德词汇的历时使用存在怎样的变化特点

達遡遢遬遥 週逺 研究框架及研究问题

这些问题覆盖了道德特征的趋势变化、道德内容的发展动因、稳定核心的道德主题以及变
革发展的道德主题，体现了道德词汇与社会道德建设的互动关系，能够系统描述社会的道德变
化和发展情况。

3.2 研研研究究究对对对象象象

本文选取《人民日报》语料作为中国社会道德历时变迁的研究对象，根据中文道德词典逨王
弘睿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週逩的分类体系和数据资源对语料进行了道德主题词的识别和分类，结合伦理学研
究成果进行核查，得到供历时分析的道德主题词库。

3.2.1 语语语料料料来来来源源源

报刊语料语言表述规范，内容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记录了社会事件的时间特征。《人民
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完整记录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
事件，能够反映中国社会道德主题词汇的使用变化情况，具有重要的历时研究价值。本文选
用週逹逴逶逭進逰週逵年的《人民日报》作为分析对象，经去除停用词、分词、词性标注等数据预处理工
作后，得到历时逷逰年的《人民日报》语料库逨孙琦鑫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逰逩。

3.2.2 道道道德德德主主主题题题词词词的的的识识识别别别与与与分分分类类类

中文道德词典展现了中国社会的道德观念，能够反映社会道德的重点问题。本文选取的研
究时段中，中国社会主流的道德观念始终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和社会主义道德观，词典词可以
基本覆盖此时段的道德主题词。词典中共收纳了週逵逬逳逷週个道德词汇，并将道德词归类为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逴类道德场景，每种道德场景下又划分了具体的道德行为类
型，共進逴种逨王弘睿遡遮遤 于东逬 進逰進進逩。

本文将这些道德词在《人民日报》历时语料库中进行道德主题词的识别和提取，保留在语
料库中出现总频次数大于逰的词，并匹配上中文道德词典的标签。每个词包含道德细粒度标签、
历时语料中出现年份、年份对应词频和逷逰年累计总频次数。然后，结合伦理学方面的道德历时
研究成果，对提取的道德主题词进行了核查和补充，最终得到逳逬逸逴逴个道德主题词。道德主题词
库的具体数量及构成情况如表進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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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道道德德德场场场景景景 道道道德德德行行行为为为类类类型型型

（（（总总总词词词数数数））） （（（正正正向向向道道道德德德词词词数数数-负负负向向向道道道德德德词词词数数数）））

社会公德 文明礼貌逯乐于助人逯爱护公物逯保护环境逯遵纪守法

（週逶逹週） 逨週週逵逭逴逴逴逩逯 逨進逵逹逭週逹逩逯逨週逭週逰逩逯逨進逰逭週逴逩逯逨週逰逰逭逷逰逶逩
职业道德 爱岗敬业逯诚信经营逯办事公正逯热情服务逯奉献社会

（逵逳逸） 逨週進逹逭逴逶逩逯逨進逭逸逵逩逯逨逵逷逭週逰逳逩逯逨週逭逹逩逯逨逷逶逭逳逰逩
家庭美德 尊老逯爱幼逯男女平等逯夫妻和睦逯勤俭持家

（週週逷） 逨進進逭逶逩逯逨週逵逭逶逩逯逨逴逭進逩逯逨逷逭逳逳逩逯逨週逴逭逸逩
个人品德 爱国逯奉献逯勤劳逯善良逯宽厚逯正直逯自强逯自律

（週逴逹逸） 逨週逰逸逭週逹逩逯逨週逰逹逭進逩逯逨進週逭進進逩逯逨週逰週逭週逰逶逩逯逨逴逷逭逸逳逩逯逨週逵逷逭逳週進逩逯逨進逰週逭進逹逩逯逨進逰逭週逶週逩

達遡遢遬遥 進逺 道德主题词库数量及构成

3.2.3 时时时期期期划划划分分分

社会道德历时发展具有阶段性，为更好地反映道德主题词的使用变化情况，本文参考饶高
琦、李宇明 逨饶高琦遡遮遤 李宇明逬 進逰週逷逩提出的分期体系，将逷逰年划分为两层四段，并以此进行
指标的计算和分析，具体划分结果如图週所示。

遆適遧遵遲遥 週逺 逷逰年时段划分方式

3.3 道道道德德德历历历时时时计计计量量量模模模型型型

本文构建道德历时计量模型的建模目标是挖掘道德主题词的历时使用变化情况，从而反应
社会道德变迁的内容与规律。对于道德主题词w在时间点t时的道德特征m的变迁过程如式（週）
所示。

P 逨m|w, t逩 逽
∑

d∈Dw,t Pw逨m|d逩
Dw,t

逨t ∈ t ∼ t逫△t逩 逨週逩

这里Dw,t是时间点遴包含道德主题词w至少一次的文档集。
宏观层面的道德变化趋势计量指标又包括道德极性趋势、道德强度趋势和道德类型趋势，

微观角度的计量指标包括道德稳定性、道德活跃度和道德核心指数。
道德极性趋势反应随时间t变化，道德极性MP的历时倾向性，计算如式逨進逩所示。

MPt 逽
逴× PMf ,t

PMf ,t逫NMf ,t
逫 週 逨進逩

其中，PMf ,t为t年正向道德的总词频数，NMf ,t为t年负向道德的总词频数。MPt结果值
为逵时，表明该年表征正向道德的程度最深；值为逳时，说明该年道德表征偏中性，值为週时，说
明该年道德表征偏负向。
道德强度趋势反应随时间t变化，道德强度MI的历时波动情况，计算如式逨逳逩所示。

MIt 逽

∑N
w=1逨Fw ×MIw逩∑N

w=1 Fw

逨逳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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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w表示词w在历时语料中出现的频次数，MIw表示词w的道德强度。

道德类型趋势反应随时间t变化，道德类型MR的丰富程度变化，计算如式逨逴逩所示。

MRt 逽 |meanf,t+△t逯stdevf,t+△t −meanf,t逯stdevf,t| 逨逴逩

其中，meanf,t表示t年词频的平均值，stdevf,t表示t年词频的标准差。

衡量道德稳定性，需要考虑道德词w历时使用的平均频次及波动变化，稳定性系数S的计算
公式如式逨逵逩所示：

Sw 逽
逖wf√

1
T

∑T
t=1逨wf − 逖wf 逩2

逨逵逩

其中， 逖wf代表的是词w历时使用的平均频次。稳定性参数Sw越小，说明词w历时使用稳定
性越低。

衡量道德活跃度，需要考虑词w的词频数和分布文档数。活跃度系数L的计算公式如
式逨逶逩所示：

Lw 逽
Fw

F
· log |D|

週 逫 |Dw|
逨逶逩

其中，Fw和Dw分别表示词w在历时语料中出现的频次数和语料中包含词w的文档
数。F和D分别表示语料中全部词的总频次数和文档总数。道德活跃度L越高，代表该词汇
在逷逰年中高频活跃。

道德核心指数词MC既需要考虑词汇历时使用的稳定性，又要考虑词汇使用的高频活跃程
度，计算公式如式（逷）所示。

MCw 逽 |Sw · Lw| 逨逷逩

这些指标的计算结果能够帮助从大规模文本中挖掘出有使用变化的词汇，并展现出其历时
的分布情况，从而辅助历时分析。

4 宏宏宏观观观趋趋趋势势势分分分析析析

宏观计量指标反映了中国社会道德变迁的整体趋势和方向调整。本章讨论了逷逰年道德特征
的变化趋势，包括道德极性、道德强度和道德类型三个方面。而后探究了道德词汇历时使用变
化背后的发展动因，验证了道德词汇历时使用与社会道德建设的互动关系。

4.1 道道道德德德特特特征征征变变变化化化趋趋趋势势势

本节从道德极性、道德强度和道德类型三个道德特征维度分析了中国社会道德历时变迁的
整体规律和发展趋势。

4.1.1 道道道德德德极极极性性性变变变化化化趋趋趋势势势

根据道德极性MP的计量公式，逷逰年中国社会道德极性变化趋势如图進所示。可以看
出，逷逰年道德极性值均大于逳，说明人民日报语料文体风格整体呈正向道德色彩。建国初期
报道正负向内容相对均衡，道德色彩偏向性不大，週逹逹逰年后极性值大于逴，开始明显偏向正向道
德色彩，最高点为举办北京奥运会的進逰逰逸年，体现道德极性与时间点的交互关系。

4.1.2 道道道德德德强强强度度度变变变化化化趋趋趋势势势

根据道德强度MI的计量公式，按逵年的时间间隔计算逷逰年中国社会道德强度变化趋势如
图逳所示。道德主题词库中道德词的平均强度为週逮逳逵逵，可以看出，自週逹逶逶年以来，人民日报语
料的道德强度一直低于平均道德强度，且人民日报语料的道德强度整体呈下降趋势，说明高强
度的道德词使用有所减少，道德环境向着宽容开放的趋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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遆適遧遵遲遥 進逺 逷逰年道德极性趋势图 遆適遧遵遲遥 逳逺 逷逰年道德强度趋势图

4.1.3 道道道德德德类类类型型型变变变化化化趋趋趋势势势

根据道德类型MR计量公式，逷逰年中国社会道德类型变化趋势如图逴所示。可以看出，道德
类型随着时间的变化呈上升趋势，说明随着平等、开放的现代生活方式的逐步确立，普适性、
多元性的道德价值观应运而生。道德类型最为一元集中的时期分布在週逹逶逷逭週逹逷進年间，而后开
始上升，体现出社会道德规范从典范性向群众性的转变，从强调无私无畏、完全奉献，走向和
谐、多元的、平民化的底线道德和基本伦理。道德类型最为多元的为週逹逷逹逭週逹逸逳和週逹逸逹逭週逹逹週年
间，主要由于这一时期新旧体制交汇，市场经济在肯定个体价值的同时，冲击了革命战争时期
以共产主义理想为主线的道德观念，旧有的道德标准受到质疑，又尚未建立新的道德标准，社
会缺乏道德共识和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進逰逰逸年后道德类型开始有所下降，体现出随着社会经
济的稳定发展和道德建设的完善，社会道德共识程度的提升。

遆適遧遵遲遥 逴逺 逷逰年道德类型趋势图 遆適遧遵遲遥 逵逺 逷逰年道德场景变化图

另一方面，不同道德场景的变化程度也有所不同，如图逵所示，个人品德类道德词增加最为
剧烈，家庭品德和职业道德增加较为平缓。这种道德场景的波动变化体现出道德建设主题的内
容选择和方向调整。中国传统的礼让、互助等美德逬 在当今社会仍然是重要的道德原则。而进
取型、创新型人格为个体品德的发展注入了自信、勇敢、勤劳、顽强等道德要求，西方强调的
契约精神、平等观念和权利意识等逐渐也得到重视，既提倡道德义务也尊重道德权利，体现出
道德关系向着遜平等逢和遜相互逢的方向转变。

4.2 社社社会会会道道道德德德发发发展展展动动动因因因

本节讨论了经济、政策、法律、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对道德词历时使用的影响作用，并通过
相关性分析验证道德词历时使用与社会道德建设的互动关系。

4.2.1 经经经济济济因因因素素素

一个社会基本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逬 归根到底是建立在现实的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上逬 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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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济生活所决定的。经济对道德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道德词使用变化的时期分布，经济体
制发生变化的时期，道德词也会随之有明显使用变化。逷逰年中，第三时段发生变革的道德词量
最多，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始，其中发展主题占比最高，新生道德词也开
始增加，体现出这一时期由于经济体制的变化，大量道德主题词由低频进入高频的使用变化，
如遜廉洁自律逢遜脱贫致富逢等等。

另一方面，经济因素也会间接对道德词的使用产生影响。例如遜抗震救灾逢一词，与其历时
使用直接相关的是地震灾害发生的年份。但将《中国环境统计年鉴逭全国自然灾害情况（進逰逰逰逭
進逰週逵年）》中地震灾害的数据与遜抗震救灾逢一词在语料中的对应年份词频使用斯皮尔曼相关系
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如表逳 所示，与该词历时使用变化最高度相关的是地震造成的直接经
济损失，体现出经济因素对道德词的间接影响作用。

统计数据 人员伤亡 直接经济损失 灾害次数

道遰遥遡遲遭遡遮相关系数 逰逮逶週逴 逰逮逸逴逵 逰逮逵逴進
抗震救灾

遰值 逰逮逰週週
逪

<逮逰逰週
逪逪逪

逰逮逰逳
逪

達遡遢遬遥 逳逺 遜抗震救灾逢历时相关性分析

4.2.2 政政政策策策、、、法法法律律律因因因素素素

考察发现，道德主题词进入高频使用的时间点往往与政策的颁布或法律的制定有关，呈
现突变性剧烈变化。例如，遜精神文明逢一词频序虽有过波动，但最终能够进入高频使用，是
在週逹逸週年逶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归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十个要点之一。自此，遜精神文明逢才成
为高频道德主题词。

通过对《中国统计年鉴（週逹逸週逭進逰週逵年）》相关统计数据与道德词的历时使用进行斯皮尔曼
相关性分析发现，政策和法规对道德的影响呈现两种不同趋向，一类是高度正相关、趋向高频
稳定使用的道德词，一类是呈现负相关，趋向退出高频的道德词。如表逴所示，遜创新逢一词的历
时使用与科技活动人数、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呈现高度正相关，而遜保护区逢的历时使用与自然
保护区的个数呈现高度负相关，这一点在体现道德历时变化动因的同时，也反应出道德内容变
化的趋向性，在自然保护区达到一定数量后，遜保护区逢一词会逐渐退出高频使用。这种影响也
体现出道德词历时使用与道德建设的互动关系。

正相关、
趋向高频

创新 科技活动人数 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
道遰遥遡遲遭遡遮相关系数 逰逮逷逹逴 逪逪逪 逰逮逷逹逵 逪逪逪

遰值 <逮逰逰週 <逮逰逰週
节能 能源加工转换效率 能源消费量

道遰遥遡遲遭遡遮相关系数 逰逮逶逴 逪逪逪 逭逰逮逴進逸 逪逪
遰值 <逮逰逰週 逰逮逰逰逹

负相关、
趋向波动

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个数 自然保护区面积
道遰遥遡遲遭遡遮相关系数 逭逰逮逸逳逶 逪逪逪 逭逰逮週逹逳

遰值 <逮逰逰週 逰逮逴逹
农村贫困人口 脱贫致富 扶贫

道遰遥遡遲遭遡遮相关系数 逭逰逮逵逸逳 逪逪逪 逭逰逮逶逴逴 逪逪逪
遰值 <逮逰逰週 <逮逰逰週

達遡遢遬遥 逴逺 政策因素相关性分析

4.2.3 社社社会会会、、、文文文化化化因因因素素素

一些词由于全球化的背景和相关社会新闻事件的发生而进入高频使用。例如，遜反恐逢一词
在進逰逰週年产生了使用的波动，進逰逰週年逹月週週日，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了恐怖主义袭
击，造成逳逰逰逰多人丧生。美国随即宣布反恐战争在全球的开始。这一事件之后，遜反恐逢成为高
频使用的道德主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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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想对道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时期主题，如遜大无畏逢等词，只在特殊时期高频使用，
在文化运动结束后逐渐退出使用，且没有回归高频的趋势，可见文化思想对道德的影响作用主
要停留在文化思想盛行时期。

还有一些词的使用变化是由于词汇历时使用的竞争关系，如随着时间的发展，遜法规逢一词
在词汇竞争中胜出，逐渐替代遜法令逢一词。

综上，从宏观趋势来看，逷逰年间中国社会的道德传播及建设整体朝正向、良性方向发展，
社会道德标准更加具有包容性，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发展内容和变革趋势受到经济、政
策、法律和社会事件等因素的影响，体现出道德词汇历时使用与社会道德建设的互动关系。

5 微微微观观观变变变化化化分分分析析析

本章根据前述分析框架中的微观分析维度，分析了逷逰年中国社会的道德核心主题、时期特
色、变革内容和变化特点。

5.1 社社社会会会道道道德德德核核核心心心主主主题题题

本文根据时期划分，分别计算两时段的道德核心指数MC，如图逶～图逷所示，遹轴为
词w在週逹逴逶逭週逹逷逷时段的道德核心指数，選轴为该词在週逹逷逸逭進逰週逵时段的道德核心指数，气泡大
小为总词频数。可以看出，词的遹值低，選值高，说明其在后一时段开始高频使用，属于发展变
革主题，如遜改革逢遜犯罪逢遜污染逢等。词的遹值高，選值低，说明其在前一段高频使用，第二时段
使用频率大幅下降，属于调整消亡主题，如遜抓革命逢遜反动逢等。選值和遹值均较高的词为稳定使
用的核心主题，如遜努力逢遜破坏逢等。

遆適遧遵遲遥 逶逺 正向道德核心指数图 遆適遧遵遲遥 逷逺 负向道德核心指数图

高频稳定使用的道德主题词遜和平逢遜团结逢遜帮助逢遜友好逢等反映了中国社会道德的整体面貌
和重点内容，体现出国家与社会对倡导和平、维护团结、促进友好等方面道德主题的重视与坚
持，也体现出强调不断深化改革、努力奋斗的时代特性。

高频稳定道德主题词在不同时段的共现搭配词有所不同。如表逵所示，遜努力逢一词在时段一
中的高频共现词是遜学习逢，在时段三、四中则变为遜经济逢。遜改革逢一词在时段一中的高频共现
词是遜技术逢，在时段三变为遜经济逢，时段四则变为遜制度逢。体现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原有
道德主题不断增加着新的含义、新的内容和新的要求。

道德主题词
週逹逴逶～週逹逶逴 週逹逶逵～週逹逷逷 週逹逷逸～週逹逹逷 週逹逹逸～進逰週逵

共现词 共现次数 共现词 共现次数 共现词 共现次数 共现词 共现次数

努力 学习 進逳逵逴 改造 週逴逳進 经济 逴逰逴逰 经济 逴逰週逹
改革 技术 逳逸逶逰 规章制度 逷週逹 经济 週逷逸逴逷 制度 週逳逸逰逵
团结 力量 逷逵逸逷 两国人民 逴進逳逷 国家 逳逶進逹 党 週逸逷逴

達遡遢遬遥 逵逺 四时段高频稳定道德主题词的共现词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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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社社社会会会道道道德德德时时时期期期特特特色色色

本文选取的研究时段的主流观念始终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和社会主义道德观，道德主题具
有稳定性和延续性。但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着鲜明的时间阶段性，社会历史发展的各阶段有
其时代独特的内容与特征，因此社会道德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浓郁的时代色彩。由于经济结构
的调整变化，这一阶段又可再分为多个时段，每个时段有自己独特的道德核心内容。

根据每个时段道德主题词的内容构成，可以透视出该阶段社会道德的时期特征。社会道德
在本质上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决定了社会道德的基本形态。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进程，逷逰年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时代：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因此也
就可以划分出两个时代对应的道德形态。去除两时段均高频稳定的道德主题词后，根据道德活
跃度L得到两时段的道德主题词云如图逹所示逮

遆適遧遵遲遥 逸逺 道德时期特色词云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前，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主题重点主要体现在爱国、奉献等方
面，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道德则转为强调创新、法制、环保、社会公平和精神
文明建设等方面。前一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内地全面解放、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一系
列社会改造运动，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道德主题词集中体现在遜爱国逢这一核心点上。其
中，遜保卫逢一词出现词频最高，其他与保家卫国相关的词汇也出现较多，如遜志愿军逢遜英勇逢遜正
义逢遜爱国主义逢等。后一时期，对遜创新逢的强调，反映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国
人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和效率意识等均有较大进步，市场经济
也对人们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遜精神文明逢遜治理逢遜依法逢遜法规逢等词的高频使用，则体
现出该时期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重
视。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对利益的过度追求导致道
德标准的迷失。与环境污染、贪污腐败、贫富差距变大等社会现象相对应的，遜环保逢遜廉政逢遜扶
贫逢等方面道德主题开始得到重视。

从上述道德主题词的高频使用及时间分布情况可以看出，道德核心指数和道德活跃度能够
较全面地展现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核心主题和重点内容，帮助把握各时期的道德特色。

5.3 社社社会会会道道道德德德变变变革革革内内内容容容

根据稳定性系数S和道德主题词使用的变化方向，可分为进入高频使用的道德主题词，
即新生、发展主题和退出高频使用的道德主题词，即调整、消亡主题。如图逹所示，时间轴
上方展示了四个时段中分别增加的变革型道德主题词和其进入高频使用的变化时间节点，例
如，週逹逹逴年，遜爱心逢遜敬业逢遜反腐倡廉逢等词成为高频使用的道德主题词。时间轴下方为退出高
频使用的道德主题词及变化时间。

道德主题词这种强烈的历时变化，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变革在具体词汇使用上的表现，
体现了中国社会道德内容的历时选择和发展。根据道德内容划分，新生和发展的道德主题主要
集中于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完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弱势群体
的关注和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等方面。

另外，一些道德主题词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尤其是由传统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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遆適遧遵遲遥 逹逺 社会道德变革内容

济后，不再是国家和社会面对的主要矛盾，因此也不再是道德传播的重点内容，逐渐退出高频
使用，成为调整甚至消亡的道德主题。例如遜工人运动逢一词在週逹逸逷年后退出高频使用，体现出
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使传统的运动形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5.4 社社社会会会道道道德德德变变变化化化特特特点点点

道德的不变性是相对的，变化性则是绝对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道德一直在发展
变化。根据道德主题词的使用变化过程，可分为突变型使用变化、渐变型使用变化和曲折型使
用变化。如遜环境保护逢一词进入高频使用前频序较稳定，没有明显波动。进入高频使用的变化
过程短、变化情况剧烈，呈现出突变性；遜精神文明逢一词在进入高频使用前有多次使用频序的
波动，呈现出渐变性的变化特点。

部分道德主题词仅在特定历史时期短暂高频使用，而后由于不再符合社会发展进程，退出
了高频使用。如遜抓革命逢一词仅在第二时段被高频使用，随着文革时期的结束，退出了高频使
用。这一点反映出社会道德历时发展的曲折性特点。

从道德词汇历时使用的稳定程度和变化程度进行分析发现，道德主题词的历时使用变化与
社会道德的变革节点和发展方向高度相关，道德稳定性、活跃度和道德核心指数能够反映社会
道德的变化特点和发展内容，帮助描绘社会道德的变迁过程。

6 总总总结结结与与与讨讨讨论论论

道德主题词的历时使用变化是社会道德变迁在词汇层面上的投射。本文选取
了週逹逴逶～進逰週逵共逷逰年的《人民日报》语料，根据中文道德词典的标签体系和数据资源对语料
中的道德主题词进行了识别和分类，得到供历时分析的道德主题词库。提出道德词汇历时计量
模型，宏观层面的道德变化趋势计量指标包括道德极性趋势、道德强度趋势和道德类型趋势，
微观角度的计量指标包括道德稳定性、道德活跃度和道德核心指数，根据计量结果观察了道德
主题词使用与社会道德发展的历时联系，对逷逰年中国社会道德的整体趋势、核心主题、时代特
色、发展内容、变化特点进行了探索与分析，并观察了经济、政策、法律、社会事件等因素对
道德主题词历时使用的影响作用。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週）道德主题词能够反映社会道德的变革与发展。逷逰年间，中国社会道德的传播及建设整
体朝良性方向发展，涉及道德行为从个体使用和组合结构上均逐渐摆脱一元集中性，呈现多元
化趋势。这与中国社会政治民主化、社会主义法制的逐步完善密不可分。社会道德的多元趋势
也反映出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加复杂多样的道德事件，对中国社会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要
求。（進）道德主题词的历时使用能够体现出社会道德的核心主题和时代色彩。逷逰年中有一直高
频使用的道德主题词，如遜团结逢遜和平逢等，体现出中国社会道德的传承性。随着社会的发展，
不同时期的道德重点内容又有所不同，改革开放之前更强调遜爱国逢与遜奉献逢，之后则更注重遜法
制逢和遜创新逢，体现出社会道德阶段性的时期特征。（逳）道德主题词也展现出社会道德的历时
发展变化。有些词经历从无到有，进入了高频使用，比如遜扶贫逢，有些词随着社会的发展使用
越来越少，比如遜工人运动逢。发展内容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对社会
公平正义的维护和努力等内容，呈现出突变性、渐变性和曲折性的变化特点。（逴）道德主题
词的使用变化受经济、政策、法律、社会事件等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因素往往起决定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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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政策、法规、社会事件对道德变化的时间点有明显影响作用，文化思想对道德的影响作用
主要停留在文化思想盛行时期。
道德主题词是社会道德建设和传播趋向的反映，是刻画社会整体道德传播方向、判断社会

道德文明建设变化趋势的重要工具。本文从计量角度对道德主题词在各维度的呈现进行了观
察，是对社会道德历时变迁进行可视化分析的一次有益尝试。当然逬 目前道德主题词库还不能
完全覆盖所有历时的道德事件逬 未来计划进一步完善历时道德主题词库的数据资源逬 利用各时期
的真实语料补充中国社会道德变迁的词条逬 从而获得更为精确的中国社会道德历时发展面貌。

参参参考考考文文文献献献

遊遥遡遮逭遂遡遰遴適遳遴遥 遍適遣遨遥遬逬 遙遵遡遮 運遵適 道遨遥遮逬 遁遶適遶遡 遐遲遥遳遳遥遲 遁適遤遥遮逬 遁遤遲適遡遮 遖遥遲遥遳逬 遍遡遴遴遨遥遷 運 遇遲遡遹逬
遇遯遯遧遬遥 遂遯遯遫遳 達遥遡遭逬 遊遯遳遥遰遨 遐 遐適遣遫遥遴遴逬 遄遡遬遥 遈遯適遢遥遲遧逬 遄遡遮 遃遬遡遮遣遹逬 遐遥遴遥遲 過遯遲遶適遧逬 遥遴 遡遬逮 進逰週週逮
遑遵遡遮遴適遴遡遴適遶遥 遡遮遡遬遹遳適遳 遯遦 遣遵遬遴遵遲遥 遵遳適遮遧 遭適遬遬適遯遮遳 遯遦 遤適遧適遴適遺遥遤 遢遯遯遫遳逮 science逬 週逺週逷逶遻週逸進逮

遒遡遤遡 遍適遨遡遬遣遥遡 遡遮遤 遖適遶適 過遡遳遴遡遳遥逮 進逰週進逮 遗遯遲遤 遥遰遯遣遨 遤適遳遡遭遢適遧遵遡遴適遯遮逺 遆適遮遤適遮遧 遨遯遷 遷遯遲遤遳 遣遨遡遮遧遥 遯遶遥遲
遴適遭遥逮 遉遮 Proceedings of the 50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Volume 2: Short Papers)逬 遰遡遧遥遳 進逵逹遻進逶逳逮

達遨適遥遲遲遹 遐遡遱遵遯遴逮 週逹逸逳逮 遇遲遯遵遰遥 遤遥 遳遡適遮遴逭遣遬遯遵遤逺 遬遡 遰遡遲遯遬遥 遳遹遮遤適遣遡遬遥 遰遡遲適遳逺 遐遵遦逬 週逹逸進逮 Autogestions逬
週逴逺週進進遻週進逳逮

遁適遤遡 遒遡遭遥遺遡遮適逬 遚適遮適遮遧 遚遨遵逬 遆遲遡遮遫 遒遵遤遺適遣遺逬 遡遮遤 遙遡遮遧 遘遵逮 進逰進週逮 遁遮 遵遮遳遵遰遥遲遶適遳遥遤 遦遲遡遭遥遷遯遲遫 遦遯遲 遴遲遡遣適遮遧
遴遥選遴遵遡遬 遳遯遵遲遣遥遳 遯遦 遭遯遲遡遬 遣遨遡遮遧遥逮 arXiv preprint arXiv:2109.00608逮

遊適遮遧 遙適 遘適遥逬 遒遥遮遡遴遯 遆遥遲遲遥適遲遡 遐適遮遴遯 遊遲逬 遇遲遡遥遭遥 遈適遲遳遴逬 遡遮遤 遙遡遮遧 遘遵逮 進逰進逰逮 達遥選遴逭遢遡遳遥遤 適遮遦遥遲遥遮遣遥 遯遦 遭遯遲遡遬
遳遥遮遴適遭遥遮遴 遣遨遡遮遧遥逮 arXiv preprint arXiv:2001.07209逮

吴灿新逮 進逰逰逳逮 简论道德的发展变化逮 伦理学研究逬 週逺進週遻進逴逮

孙琦鑫逬 饶高琦逬 遡遮遤 荀恩东逮 進逰進逰逮 基于长时间跨度语料的词义演变计算研究逮 中文信息学报逬 逳逴逨逸逩逺週逰遻
進進逮

李建华逮 進逰進逰逮 从适应性看道德的变化逮 江海学刊逬 逴逺逴逸遻逵進逮

村田忠禧逮 進逰逰逳逮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党代会政治报告的词语变化来看中共十六大的特点逮 中共党史研究逬
週逨逸逰逭逸逵逩逮

杜振吉遡遮遤 王晓彦逮 進逰逰逷逮 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生活的变革及其基本趋势逮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逬 逳逺週逵週遻週逵逶逮

柳礼泉遡遮遤 刘佳逮 進逰進逰逮 新中国逷逰 年榜样文化建构的演进图式及其启示逮 伦理学研究逬 逴逺週逶遻進週逮

柴文华逮 進逰逰逶逮 论中国现代道德变迁的一般特征逮 求是学刊逬 逹逨週週逷逭週進逳逩逮

王一多逮 週逹逹逷逮 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兼论经济生活逬 道德和政治法律的关系逮 哲学研究逬 週逺逷遻週進逮

王弘睿遡遮遤 于东逮 進逰進進逮 面向机器道德判断任务的细粒度中文道德语义知识库构建逮 中文信息学报逬
逳逶逨逷逩逺逵逹遻逶逸逮

王弘睿逬 刘畅逬 遡遮遤 于东逮 進逰進週逮 面向人工智能伦理计算的中文道德词典构建方法研究逮 中文信息学报逬
逳逵逨週逰逩逺逳逹遻逴逷逮

金观涛遡遮遤 刘青峰逮 進逰逰逹逮 观念史研究: 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逮 法律出版社逮

阎云翔逮 進逰週逹逮 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变革的轨迹逮 思想战线逬 週逺逹逳遻週逰逵逮

陆远逮 進逰週逴逮 国家导向下的道德进步运动及其中国实践逮 南京社会科学逬 逹逺逵逰遻逵逶逮

饶高琦遡遮遤 李宇明逮 進逰週逷逮 基于词汇聚类方法的现代汉语分期与分期体系构建逮 中文信息学报逬 逳週逨逶逩逺週逸遻
進逴逮

CC
L 
20
23

第二十二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289页-第299页，哈尔滨，中国，2023年8月3日至5日。
(c) 2023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2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