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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iteSpace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可视化计量分析

刘志芳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摘 要:以1980-2019年间CSSCI期刊数据库检索到的有关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1080篇文章为数据来

源,运用科学计量学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5.6.R2对其进行可视化计量分析.可视化统计结果显示,现代汉语形

容词研究从时间上来看可以分为缓慢增长阶段、迅速增长阶段和逐渐回落阶段.研究作者分布较为分散,研究团队和

核心作者群均尚未形成.研究机构大多为高校,其中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的发文量最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

研究所的合作率最高.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包括形容词的类型、语义和句法功能等.在高被引文献

中,多为指示性引用的施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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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pace即“引文空间”,着眼于分析科学研究中蕴含的潜在知识,是在科学计量学、数据可视化背景下

逐渐发展起来的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1].在科学领域里,文献信息的引证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是信息

计量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作为一种方法,引文分析又具有广泛的应用.因此,文献信息引证规律和

引文分析方法在信息计量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作用[2].相较于其他学科对

CiteSpace的广泛使用,截至2019年12月31日CNKI数据库中以CiteSpace为篇名的中国语言文字学科中

的相关论文只有72篇,其中占比最多的是以翻译为主题的论文,其次是与二语教学和认知语言学相关的论

文.刘国兵,常芳玲使用CiteSpace软件,较为系统地对1998-2017年CNKI数据库检索到的1916篇有关

语料库翻译学的文献进行分析,得出其外部特征和内部特征[3].这为定量分析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发展趋

势和规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前人大多从语法角度对现代汉语形容词进行研究,从词汇语义角度对形容词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

都不及对名词和动词小类的研究.只有明确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发展趋势和规律,才能为下一步的研究打

下基础.20世纪80年代,汉语学界对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研究逐步加强,方法也渐趋多样.因此,本文以1980-
2019年间汉语学界对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研究为数据来源,利用CiteSpace软件的可视化功能,定量分析现代

汉语形容词研究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以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为语料来源,在高级检索中选择篇名为“形容词”,时间设置为1980年

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接下来选择“中文”、“学术期刊”和“中国语言文字”学科,共得到文献1696
篇.然后进行人工干预,删除其中的新闻、书评、说明等非研究类论文.广义的现代汉语包括普通话和方言,狭
义的现代汉语就是普通话,这里主要研究狭义的现代汉语,因此还需要删除方言类论文.最终得到1080篇研

究现代汉语形容词的有效数据.选取的数据以Refworks格式导出文献,数据内容主要包括作者、作者单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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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篇名、关键词、摘要、文献来源、期刊年份、卷号、页码、类型等信息.
1.2 研究方法

先前对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综述性研究多为定性分析,本文主要运用科学计量学普遍采用的新工具

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对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进行定量分析.科学计量学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

献信息统计分析法、数学模型分析法、计算机辅助信息计量分析法、引文分析法等.所谓引文分析就是利用各

种数学及统计学的方法和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逻辑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各种分析对象的引证

与被引证现象进行分析,以便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文献计量分析方法[2].
CiteSpace作为一种引文分析法,其研究步骤主要包括:①选取统计对象;②统计引文数据;③引文可视

化分析;④得出结论.其中引文统计是引文分析的前提.将从CNKI期刊数据库中选取的1080篇有关现代汉

语形容词研究的论文作为统计对象,以Refworks格式导出这些文献,命名为download*.txt,把它们都放在

以input命名的文件夹内.然后使用CiteSpace软件将这些数据转换为可识别的信息,保存在以output命名

的文件夹内,完成数据转换这个步骤.接下来利用CiteSpace软件的功能实现数据的可视化,最后分析可视化

图像中的规律性结论.具体方法为:在JAVA环境下运行最新版本的CiteSpace5.6.R2软件,将原存于output
文件夹中的文档复制粘贴到data文件夹内,在CiteSpace中对这些数据进行操作,时间起止点为1980-2019
年,年份切片为1年,阈值为50,对研究作者、发文机构、关键词等生成可视化图谱,从而分析现代汉语形容

词研究的发展趋势和规律.

2 可视化结果分析

2.1 发文量的年代分布统计

CNKI期刊数据库中有关现代汉语形

容词研究的最早的一篇期刊论文是1952
年季高发表在《语文学习》上的《用叠字组

成的形容词》.从1952年到1965年,基本

上都是每年一篇,最多不超过四篇.1966
到1977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相

关论文.1978年的一篇论文是关于方言区

形容词研究的,1979年有两篇研究现代汉

语形容词的论文,1980年上升到了7篇,
此后逐年上升,即便有回落,也远高于前

期论文的数量.因此,选取从1980年到2019年将近40年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具体发文量的年代分布情况

如图1.
如图1所示,我国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相关论文从1980年到2019年呈现出先持续增长后逐渐回落

的趋势,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2000年,缓慢增长阶段.这一个阶段对现代汉语形容

词的研究从1980年的7篇到1990年的17篇,再到2000年的26篇,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但是上升趋势

比较缓慢;第二阶段,2001-2010年,迅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从2001年的37篇到2010年的105篇,
虽然只有10年时间,发文量却增加了将近两倍,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趋势;第三阶段,2011-2019年,逐
渐回落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从2011年的100篇到2019年的44篇,虽然发文数量不断减少,但总发文数为

697篇,相较于上一个阶段628篇的发文总数,呈现出逐渐回落的趋势.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相关研究从1980年到2010年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尤其是2000

年之后,发文增长幅度显著升高.2010年后虽然发文趋势逐渐回落,但是发文总量较之2000-2010年有所增

加.这一方面和现代汉语研究领域对形容词的研究逐渐重视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受到国内外研究理论不

断深入和细化的影响,汉语学界在研究形容词问题时方法更加多样、手段更加灵活,研究更加多元化,发文量

随之增长.

03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年



2.2 研究作者分布统计

科学研究离不开科研工作者,研究者在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出于研究兴趣和对科学真理的不

懈追求,不断进行学术产出;另一方面,也受到现有科研评价体系的影响,科研论文的撰写与发表已经成为每

一位科研工作者学术生涯的必经之路.通过分析语言学界研究现代汉语形容词的核心作者,有利于宏观地把

握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情况.在CiteSpace软件中选择author为关键词,提取1980—2019年发文量前50的作

者生成最终的网络.网络节点数量为639,连线数量为91,最终生成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核心作者合作可

视化图谱(图2).
如图2所示,研究现代汉语

形容词相关问题的核心作者相

对来说较为分散,发表文章数前

10名的作者分别是张国宪、段
益民、李劲荣、伍莹、华玉明、孙
鹏飞、陆俭明、张谊生、刘振平和

吴颖,文章总数的前三位分别是

14篇、12篇和11篇,与普通作

者之间的差距较小,因此在可视

化图谱中表现不明显.通过调整

Colormap中的NodeLabelAl-
pha和LowerBoundLabelAl-
pha按钮,最终形成相对来说较

为直观的可视化图谱.图谱中张

国宪、段益民、伍莹、孙鹏飞、李
劲荣等作者相较于其他作者来

说,颜色较深、较为突出.
通过分析现代汉语形容词相关研究作者的分布数据,发现1080篇文章共有作者884人,人均1.22篇论

文,研究者总数与发文量成正比.发文数量较多的核心作者相对较少,发文绝对数与发文作者数成反比.其中

发文数量7篇及其以上的作者人数均为1人,发文数量1篇的人数为778人。由此可见,发表1篇论文的作

者占据了研究现代汉语形容词作者总数的88%,高产量作者不足1%.我国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论文作者队

伍是否已经形成,需要接受洛特卡定律的检验.洛特卡定律是信息计量学三大基本定律之一,作为描述文献

作者分布的一个计量学的经验定律,指的是在某一时期内、某一主题领域内,文献作者的分布状况.该定律主

要揭示了科学生产率,以及作者与论文之间的数量关系[2].
洛特卡定律又称“平方反比律”,揭示了作者频率与文献数量之间的关系.用公式表示就是:f(x)=C/

x2,式中C 是某主题领域的特征常数.写n 篇论文的作者数量大约是写一篇论文作者数量的1/n2.所有写一

篇论文的作者数大约占作者总人数的60%[4].研究现代汉语形容词相关问题的作者中发表一篇论文的人数

占总人数的88%,高于洛特卡定律的60%,发表两篇及以上论文的人数均不到10%,部分高产作家甚至不

到1%.由此可见,我国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作者队伍尚未形成,发表单篇论文的作者人数过多,没有形成

稳固的金字塔结构.纵观近40年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我们发现,对形容词的研究不管是从语法角度还是词

汇语义角度,都远远不及应该与之鼎足而立的动词和名词.一方面是因为形容词的主要特性是程度性,程度

性相对来说较为抽象,对形容词的研究总是离不开与之共现的名词性成分.另一方面,汉语学界的研究或多

或少都会受到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动词和名词一直以来都是国外的研究热点,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着

汉语形容词的研究.基于这样的研究现状,应该从汉语实际出发,加强对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研究,壮大研究作

者队伍.
2.3 发文机构统计

在CiteSpace5.6.R2软件中选择Institution,将Thresholds中的各调节键调整为0,得到N=744,E=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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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视化图谱.图谱中的N 表示的是1080篇文章出自744个研究机构,E代表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
选择Export中的GenerateaNarrative,生成表1.

表1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发文机构论文数量排名

Tab.1 RankingofthenumberofpaperspublishedbymodernChineseadjectiveresearchinstitutions

引用次数 发文机构 聚类

15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4

12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4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7

10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1

9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4

引用次数 发文机构 聚类

7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2

7 浙江工商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1

7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3

6 武汉大学文学院 5

6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5

  由表1可知,发表论文被引频次数量排名前10的研究机构分别是上海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国社

会科学院、湖南科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宁波大学、武汉大学和东北师范大

学,这10所研究机构大多是高等学校,只有一所是科研机构.其中以文学院为主,其次是对外汉语学院和外

国语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发表论文被引频次排名第一,主要是因为高产作家李劲荣和排名前10
的吴颖均来自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通过对比排名前10位的研究作者所在的研究机构和发文数排名

前10的研究机构,发现二者只有40%的对等率,即有四位排名前10的高产作家所在研究机构同时也是发

文量排名前10的研究机构.由此可见,研究机构的发文量一方面得益于机构中的核心作家,另一方面更多地

受到该机构研究者整体水平的影响.
在分析被引频次的基础上,再来看群类聚.群类聚显示了某研究机构与其他研究机构的合作关系,展示

了研究机构的学术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被引频次位居第三,可是类聚群最多,说明社科院

与其他研究机构的合作关系较为密切.通过对比表1中发文量排名前10的研究机构的群类聚数,发现中国

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群类聚数排名第一,排名较靠后的是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和浙江工商大学国

际教育学院.由此可见,高产出率不一定有高合作率,而高合作率一定意味着高产出率.
以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伍莹老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张国宪教授有关现代汉语形容词的

研究论文为例,分析合作率与影响力之间的关系.CNKI期刊数据库显示伍莹从2012年至2014年共发表有

关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相关论文10篇,其中CSSCI类期刊2篇,非核心期刊8篇,均为独著.而张国宪教

授所有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类论文均发表在CSSCI类期刊上.我们不能说发表在CSSCI类期刊上的论文质量

就一定高于非核心期刊,但是两类期刊的影响力肯定有差异.由此可见,高合作率与高影响力成正比,低合作

率与低影响力成正比.目前亟须加强与高影响力研究机构的合作,从而促进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不断

发展.
2.4 研究热点分析

《现代汉语词典》对“关键词”的释义是“能体现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的中心概念的词语”.如果几篇文章

出现了相同的关键词,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可以形成围绕某一关键词的系列论文,该关键词也就

成为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分析研究热点有利于宏观把控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分析发展规律和趋

势.在CiteSpace5.6.R2软件中选择Keyword,得到N=764,E=1306的可视化图谱(图3).
图3的节点数是764,说明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关键词有764个.节点或节点旁的字号越大,说明这个

关键词涉及的研究领域的研究热度越高.通过调节ControlPanel中KeywordLabels里的Threshold按钮,
数值越小,图谱中出现的关键词越多,数值越大,图谱中出现的关键词越少.排名前10位的关键词分别是形

容词(377)、性质形容词(33)、语义(33)、语义特征(31)、状态形容词(30)、句法功能(29)、现代汉语(28)、重叠

(25)、程度副词(24)和abb式形容词(22).括号中的数字是被引频次,排名前10位的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度不

同,关系较近的关键词之间易形成研究热点.根据关键词被引频次的排名和关键词之间的系联关系,把现代

汉语形容词的研究热点分为以下三类.
2.4.1 形容词的分类研究

形容词的分类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热点问题.邵炳军在探讨形容词分类问题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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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 代 汉 语 形 容

词的分类应遵循语

法意义和形式相结

合、可 变 性 和 稳 定

性相 结 合、规 律 性

和相 对 性 相 结 合、
分类标准的统一性

和唯 一 性 相 结 合、
分类标准的普遍性

和系统性相结合等

五项原则[5].分类问

题是形容词研究的

基础 问 题,不 管 是

从语法角度还是从

词汇语义角度研究

现代 汉 语 形 容 词,
首先需要明确的都

是形 容 词 的 类 别.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

入,形 容 词 的 分 类

也更加具体化和细化.罗琼鹏指出性质形容词内部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次范畴.依据形容词所引导量级结构的

不同,可以把形容词分为相对形容词和绝对形容词[6].对形容词的分类标准已经从早期偏重语法功能和形式

向现在将语法功能和语义相结合转变.另外,从词汇语义角度研究形容词,可以把形容词分为空间维度类形

容词、感觉类形容词、情绪状态类形容词等,这些都将成为未来形容词研究的新的增长点.
2.4.2 形容词的语义研究

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任何一级语言单位都是形式和意义的统一体,形式和意义就像一枚硬币的

两面,缺一不可.最初在研究形容词时,学者们大多从语法角度进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语义在语言研究

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李雨晨等运用主观化理论分析了现代汉语形容词的语义异指问题[7].在分析形容词语

义问题的过程中,离不开以语义为基础的语言学理论,认知语言学就是在与形式语言学的分庭抗礼中逐步发

展和完善的.从语义角度对形容词分类、探讨形容词的语义问题,以及运用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对形容词研

究中的问题加以解释已经成为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热点问题.张家骅,张月红从词汇语义角度分析心理感

受形容词的词义转喻派生模式.由于关注焦点不同,心理感受形容词可在初始状态义的基础上通过转喻方式

派生呈现义、致使义变体.三种不同的词义变体在语义配价结构、配位结构、句法行为和搭配关系上有所区

别[8].在将形容词分为不同语义小类的基础上,运用形式和语义相结合的方法对特定形容词小类进行分析描

写,并运用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对其进行阐释,已经成为形容词语义研究的重点.
2.4.3 形容词的句法功能研究

形容词作为汉语词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受到语法研究者的重视.形容词在句中既可以充当

谓语,也可以充当定语,而对于形容词主要充当谓语还是定语,学界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沈家煊先生在搜集

整理的三万字左右的口语语料的基础上,利用标记理论分析得出以下观点.性质形容词作定语是无标记的,
状态形容词几乎都是从性质形容词派生而来的,因此,汉语形容词典型的句法功能是充当定语[9].按照文中

观点,形容词的主要句法功能是充当定语,那为什么形容词要和动词合称为谓词? 按照文中观点,非谓形容

词不是典型的形容词,而形容词的主要句法功能又不是充当谓语,那么二者的区别何在? 这些存在争议的问

题将会引导语法学界继续深入研究形容词的句法功能问题,这个热点问题也必将随着语言学理论的不断发

展而得到深入的研究.除了定性地分析形容词的句法功能,齐沪扬,韩天姿等运用词类隶属度量表,对具有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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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性的各类形容词进行量化分析,探究隶属度对于形容词的句法功能、词汇与语法等级的排列以及形容词习

得的影响[10].在研究形容词句法功能相关问题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利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跨

学科的角度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综上所述,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研究热点包括分类、语义、功能研究等方面,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研

究热点涉及了形式和意义、认知语言学、词汇语义学、功能语言学等不同的语言学前沿问题,这也正是现代汉

语形容词研究不断发展的原因所在.
2.5 高被引论文分析

Moed认为高被引论文是指被引频次相对较高、被引用周期相对较长的学术论文[11].高被引论文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学术发展的前沿,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因为从CNKI期刊数据库导出的文献信息中没

有参考文献,所以CiteSpace软件无法针对现有数据做高被引文献分析.但是高被引论文分析有助于系统地

分析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研究现状和趋势,因此主要借助CNKI期刊数据库的功能分析高被引论文.主要选取

1980-2019年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排名前10的论文作为高被引论文进行分析.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1980-2019年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高被引论文(排名前10)

Tab.2 1980-2019highlycitedthesisonthestudyofadjectivesinmodernChinese(top10)

序号 作者 题名 期刊来源 发表时间 被引次数

1 沈家煊 形容词句法功能的标记模式 中国语文 1997 531

2 张国宪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典型特征 中国语文 2000 481

3 朱景松 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 语文研究 2003 307

4 马真,陆俭明 形容词作结果补语情况考察(一) 汉语学习 1997 299

5 陆俭明 说量度形容词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9 278

6 张国宪 现代汉语的动态形容词 中国语文 1995 270

7 李宇明 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 中国语文 1996 265

8 马真,陆俭明 形容词作结果补语情况考察(二) 汉语学习 1997 199

9 张国宪 性质形容词重论 世界汉语教学 2006 183

10 张国宪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体及形态化历程 中国语文 1998 177

  从表2可知,近40年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排名前10的高被引论文从发表时间看,大多集中在2000年

前后,距离现在已经有20年时间,论文发表时间与被引次数之间无必然联系.从期刊来源看,10篇论文均发

表在CSSCI来源的核心期刊上,其中发表论文最多的是《中国语文》,《中国语文》是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一

级顶尖刊物.能够发表在顶尖级刊物上的论文,其论文质量和影响力必定高于其他论文,因此论文质量与被

引次数之间成正比例关系.从论文主题看,大多数论文都是考察现代汉语形容词句法功能的,可见形容词句

法功能作为研究热点之一,其研究热度持续升温,影响力较为深远.从论文作者看,10篇高被引论文出自6位

研究者之手,其中张国宪是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也是近40年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发表论文数排名第一的

作者(发表论文总数14篇).相对来说,影响力较大的作者,论文被引次数偏高.
除了从发表时间、期刊来源、论文主题、作者等显性层面考察分析高被引论文之外,还可以从隐性层面的

施引文献来分析高被引论文.对高被引文献施引规律的探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探析高被引论文的理论基础

和知识构成[12].施引文献是目的文献被引用的相关文献.以表2被引次数排名第一的《形容词句法功能的标

记模式》为例加以说明.这篇论文的被引次数是531次,所有引用过这篇论文的相关文献都是施引文献.其中

包括期刊论文144篇,博士论文84篇,硕士论文299篇,中国会议1篇,国际会议3篇.
刘雪立根据引用文献的目的,将参考文献的引用类型划分为继承性引用、指示性引用和批判性引用[13].

其中继承性引用指的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引用了他人文献中的具体方法、观点或结论;指示性引用指的是研究

过程中的背景知识或相关研究资料;批判性引用指的是对他人观点的批判性继承或否定,具有评价性.在前

人研究基础上,对《形容词句法功能的标记模式》的施引文献进行分类描写说明.MARICIC等对多学科200
余篇论文的引文进行分析,包括引文位置(介绍、方法、结论和讨论)和引文水平,结果发现一般引文主要出现

在介绍部分,重要引文主要出现在方法、结论和讨论部分[14].可见引文类型与引文位置有一定的联系,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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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引文位置、引文内容和引文上下文,深入分析被引次数最多的《形容词句法功能的标记模式》的531
篇施引文献的引文类型.

继承性引用较完整地引用了他人具体的研究方法、观点等,一般出现在文章的论述部分.比如王远杰在

《英汉定中结构的韵律组配共性》一文的第四部分即“本文解释”的第三小节“不同分类属性的分类性强弱”中
引用了沈家煊先生的观点“在性状属性内部,性质更具稳定性,状态更具临时性,因此性质属性的自身分类性

更强”[15].指示性引用较概括地引用他人的观点作为背景知识,一般出现在文章的引言部分.比如石玉,熊仲

儒在《基于语料库的汉英比较构式中程度词的有界性对比研究》一文的研究背景部分引用了沈家煊先生利用

标记理论研究形容词问题的方法,文中只用一句话对被引文献进行了概括[16].批判性引用是对他人观点批

判地继承,可以分为两小类,一类是对他人观点的完全否定;一类是前人观点有疏漏,需要与之商榷,是对现

有研究的推进和拓展.批判性引用既可以出现在引言部分,也可以出现在论述部分,以出现在论述部分居多.
比如李占炳,范倩倩在《“雪白一件衣服”格式探析》一文的第四部分即解释部分指出沈家煊先生的观点无法

解释部分语言现象[17].通过对531篇施引文献的考察,发现其中继承性引用类论文196篇,占施引文献总数

的37%;指示性引用类论文281篇,占施引文献总数的53%;批判性引用类论文54篇,占施引文献总数的

10%.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发现施引文献在引用高被引论文时,大部分是作为背景知识介绍的,在介绍的过程

中有详有略,详细的就是继承性引用,概括的就是指示性引用.也有个别施引文献在论述的过程中对高被引

文献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地继承,即批判性引用.由此可见,这篇高被引论文在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中具有较

大的影响力,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参考的依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该论文的部分观

点无法解释个别新兴语言现象,这也为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提供了契机.

3 结论与启示

我们通过使用CiteSpace5.6.R2可视化分析软件,对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中1980—2019年现代汉

语形容词研究的相关论文进行量化统计.结合可视化图谱,发现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研究从时间上可以分为缓

慢增长阶段、迅速增长阶段和逐渐回落阶段.研究作者分布较为分散,研究团队和核心作者群均尚未形成.研
究机构大多为高校,通过对比发文量排名前十的研究作者和研究机构,发现产出率、合作率和影响力之间存

在一定的关系.高产出率不一定有高合作率,而高合作率一定意味着高产出率,高合作率与高影响力成正比.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形容词的类型、语义和句法功能等.

总的来说,40年来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相较于三大词类中的动词和

名词,形容词的研究还有待加强,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核心作者不够、研究机构合作率偏低、研究热点偏少、
高被引文献中缺乏批判性引用的施引文献等.我们相信随着语言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深化,现代汉语形容词

的研究将会受到更多人的关注,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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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pace-Basedvisualmetrologicalanalysisofadjectiveresearch
inmodernChinese

LiuZhifang

(CollegeofLiberalArts,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Abstract:Basedon1080articlesretrievedfromCSSCIjournaldatabaseinthepast40yearsfrom1980to2019,thispa-
peranalyzesthemwithCiteSpace5.6.R2.TheresultsshowthatthestudyofadjectivesinmodernChinesecanbedividedinto
threestages:thestageofslowgrowth,thestageofrapidgrowth,thestageofgradualdecline.Thedistributionofauthorsisrela-
tivelyscattered,theresearchteamandcoreresearchgroupshavenotyetformed.Mostoftheresearchinstitutionsareuniversi-
ties,amongwhichtheschoolofChineseasaforeignlanguageofShanghaiNormalUniversitypublishedthelargestnumberof

papers,andInstituteofLanguageResearch,the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hasthehighestcooperationrate.Thehot
topicsinthestudyofadjectivesinmodernChinesemainlyincludethetypes,semanticandsyntacticfunctionsofadjectives.Most
ofthehighcitedarticlesareindicative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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