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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日语语言学术界的相关规范问题已经由来已

久，分析这一问题，在学术方面具有很高价值。对于日语语

言术语制定出规范问题，在日语界之中也出现很多建议，并

且也做出适当的尝试和举措。但是这方面作出的学术性研究

还是十分缺乏，从理论实践操作这一方面而言，很多瓶颈性

的问题依然存在，并没有被真正解决。这就会导致日语学术

界之间的交流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阻碍。所以，论文主要针对

日语语言学术语规范问题展开分析，并给予相关解决方案。

目前，中国对于语言的研究已经不是原本的各自为战

和单打独斗。尤其是当社会进入到网络信息时代之后，很多

全新理念以及新学派和新工具问世，随之而来的就是术语的

变化，使得人们目不暇接。和上一代日语学者之间有很大不

同，目前中国日语学者尤其是那些年轻学者的眼睛已经不再

只关注着同行的最终研究成果，而是需要扩大眼界，更为积

极了解并且掌握汉语学术界甚至是国外语言学界的新研究

方向以及研究动态，并且汲取养分。此外，日语语言界的相

关分析和研究比较发达，其中研究成果已经受到中国国内各

界相关学术语言界的关注，而且中国日语界有很大责任以及

义务将日语研究新方向和新成果介绍给语言学界的广大同

行 [1]。根据相关调查了解，中国语言学大家沈家煊先生针对

日语语言学术就给予很多关注，尤其是针对汉语和日语进行

对比研究对于中国的日语界抱有很大期待。从日语语言学术

在中国的长远发展而视，如从前一般画地为牢并没有新出

路，尤其是在日语学术界，两张皮现象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

根本上的解决。中国日语界的术语并不是十分规范，或者是

带有很多日语界的特色，导致中国语言界所使用的通用术语

并没有达到一致，进而会影响交流以及对话更为顺畅地展

开，最后就会使得中国日语界的主要研究成果很难进入到语

言学术界发展的主流行列，甚至比较难以获得最基础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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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这一十分尴尬的境地。术语相通术语学术界交流的基础。

术语就像是一种通货，每个国家的通货都不尽相同，但是决

定交易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通货背后的黄金储备，也就是相

应概念的内涵进行外延。所以，术语规范的关键之处就在于

针对术语概念展开梳理以及确认 [2]。制定属于主要目的就是

“制名以指实”（《荀子·正名》）。名就是指约定俗成的

一种共同认知之下的概念，主要决定于实，对其展开翻译的

时候，或者是在制定术语之时，针对概念进行界定需要做到

尤为重视。如果出现概念性错误，那么术语沟通就会出现很

多问题，反之则十分有助于相关学术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毋庸置疑，现代语言学相关理论主要来自于西方国家。

日本原因学术界自主所产生而且对于世界影响比较大的语

言学术理论比较少。此外，主要以日本语言研究会针对核心

语言时体展开研究，南部二男句子四层次说、日本社会语言

学研究等等都是为日本学术界对于社会语言学术研究所作

出的贡献 [3]。但是在早期，日语学者在议介和引入西方语言

学术理论处于比较早的发展阶段，不像现在一般都使用外来

词的基本形式，主要通过汉字词，所以将 diachronic被翻译

为（通时），但是在中日汉字之间相通度比较高，就使得日

语学术界容易照搬之前的所拥有的术语特色，和时代进一步

发展的大环境之间也具有紧密关联。上一代中国日语学术界

的学者在中国打下坚实基础，但是并没有机会系统化学习普

通语言，所以不能够苛求他们超越时代经典。但是这种错误

也很常见于年轻学者的身上。究其根本原因，或者是因为日

语语言属于规范意识不强，进而使得自己对于属于规范并不

是十分敏感。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加强自己的学习能力，

而且寻找相关工具书并且完善学术属于的规范性也十分重要。

日语语言学者在吸收以及借鉴西方文化的时候不可避

免地就会出现削足适履的现象，对于西方语言文化理论会

进行或多或少的改造，进而可以与日语语言之间进行适用。

所以，导致出现一种现象就是和原汁原味的西方语言学术

理论之间出现一定距离。但是学者们却依然认为，整合就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语言学术理论本身。但是这不只是术

语层面所出现的问题，也会涉及到怎样解决消化西方语言

学理论和实现本土文化基本目标不能够避免要展开系统化

整合等相关问题。所以，日语语言学者需要逐渐养成从多

角度和多方位看待问题，提升客观看待事物的基础分析能

力以及辨别能力，尤其是进行跨语言的对比等等。学者需

要展开客观视角，运用更为多样化的角度和手段作出学术

积累。这也是因为学术发展到现在为止，学者们会发现问

题所在的基本原因。

术语只有放在自身学科甚至到整个科学的系统之中

才可以得到地位的确认。属于自身具有系统性也可以反映

出属于概念的系统性。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问世之前，

phonology主要指“历史语音学”，后来又指“音位学”。

系统不同，主要是指概念之间是不同。传统语言学，语言单

位主要包括 word（词或者是词语）以及 phrase（词组或者语

组）[4]。在日语之中，“位相语”这一词汇，在日本传统国

语学之中属于一种常见术语，像限定在传统日语学的基本框

架之内，可以照搬。但是从社会语言学这一角度展开考察的

话，就需要转变为“社会变体”等，像翟东娜主编《日语语

言学》就是通过这种形式处理的。

心理学角度相关研究告诉日语学术学者，当在学术界

之内出现新鲜事物，那么就需要从适应到习惯，这是一个基

本过程。人生而静，具有一定惰性也是人之常情，但应“感

于物而动”。规范术语，需要做到舍弃，但是也要做出谨慎

选择，而且选择也许出于更为重要的位置，切记不要舍弃不

该舍弃的 [4]。同时，启蒙和规范二者都很重要，像术语允许

在开始进行一对一的研究和争议，通过若干年的研究之后，

学术界认为很难在推进的时候，就需要通过其他形式展开教

育和学习，进而在知识推进过程之中，利用期刊论文的基本

形式，对日语语言术语规范进行吸收反馈、加深学者认知、

集中共识并且汇总建议，促进“感于物而动”的到来，不能

够出现一蹴而就以及一劳永逸的想法。

总体而言，日语语言学术规范相关性研究对于学术界

无疑是一种推进，也是日语学术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步骤，日

语语言学术具有规范性才可以使其自身发展更具规则，变得

有章可循。此外，日语语言学术语的规范和自身不断发展之

间具有互补之处，这样可以为日语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

出具有科学性的理论基础以及实践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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