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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年度盛宴 
 

——2016汉字文化圈年度汉字评选纵览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现代汉语研究所所长  刁晏斌 
 

 
    每到年终岁尾，人们总要总结一年的得失成败等，而在汉字文化圈及相关区域，也有一项这
样的活动，用新加坡《联合早报》年底汉字评选活动的名称来概括，就是“字述一年”，即由民

众选出一个汉字来概括某一国家或地区一年里的社会焦点及民众的深切感受等。现在，这一活动

超越了国家或地区的范围和文字本身的场域，演变成一场跨境汉字使用者的年度文化盛宴。 
    一般认为，年度汉字评选源自 1995 年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组织的“年度世态汉字”评选
活动。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我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也都陆续举
办了这样的评选活动。 
    今年已经评出的结果是，日本的年度汉字是“金”，马来西亚是“贪”，新加坡是“忧”，台
湾是“苦”，而海峡两岸年度汉字则是“变”。 
    在诸多年度汉字评选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评选活动，这就是自 2008 年起由海峡两岸媒体
共同组织，两岸民众共同参与的“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该活动被誉为“海峡两岸参与民众

最多、影响最广泛的文化交流活动之一”。今年两岸民众总投票数再创新高，达 735.49万票，“变”
字以 39.53万票，从 40个入围字中脱颖而出，最终当选两岸年度汉字。 
    作为汉字文化圈的一个重要国家，韩国虽然没有与上述各个国家或地区相同的年度汉字评选
活动，但也有一项相关、独特的评选，这就是评选四字成语的年度词。该国《教授新闻》周刊从

2001 年起，由全国各大学不同领域教授组成委员会，提出 22 个能反映韩国社会现状的代表性成
语，再从中选定 5个，以问卷形式交由全国教授投票决定排名。2016年评选的成语为“君舟民水”，
语出《荀子·王制》，原文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2015年居首位的
是“昏庸无道”，2014 年则是“指鹿为马”，此外像“倒行逆施”“举世皆浊”“民贵君轻”“藏头
露尾”等也曾当选。 
    语言文字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在当今互联网时代，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
而年度汉字等评选活动及由此所反映出的社会脉动，正是汉字文化属性的突出表现。 
    “一字一语素”的特点，使得汉字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实现“一图一义”这一奇异表达效果的
文字。在一年一度的汉字评选活动中，中华儿女为汉字是地球村独一无二仍在使用的人类古老文

字而倍感自豪。 
    不同年份的年度汉字连缀起来，写就了一部社会生活史。比如，从 2008年起，“台湾代表字
大选”评选出的年度汉字分别是“乱”“盼”“淡”“赞”“忧”“假”“黑”“换”和“苦”，这一汉

字的链条构成了近年来台湾社会的简明发展史及民众心路历程史。 
    对于政府部门、新闻媒体，以及社会、文化研究者等而言，年度汉字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民
风、察世情的窗口，由此可以准确把握社会的脉搏，特别是抓住社会生活的薄弱环节，进而消解

社会和民众的不安与不满情绪，以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及和谐稳定。因此，这样的活动具有巨大

的社会政治意义和价值。 
    对于汉语言文字研究者而言，这一跨境的年度盛事也给我们以巨大的启示和鼓舞：汉字不仅
仅属于中国，更不仅仅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她是中华文明和文化的一部分；她不仅在海峡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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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和港澳地区根深蒂固，青春永驻，而且早已走出国门，在更广阔的领域和范围传播思想、表情

达意、描绘现实、记录历史，服务于更多的社会和民众。 
    年度汉字评选活动给了世界东方汉字文化圈十几亿人一个惊喜，他们欣悦地发现，从上古走
来的汉字给新世纪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社情舆情的令人惊艳的视点。无数人在获悉本地域年度

汉字后慨叹不已，不禁对社会生态浮想联翩，对其未来走势细细思量。年度评字已成相关地区暮

岁时节社会生活的一抹亮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