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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新年贺词的用词与逻辑研究 
任溪子 1  杨硕林 2  王煜棋 2 

(日本经济大学；嘉兴南湖学院) 

摘要：众所周知，在每年新年之初，中国的国家领导人都会通过视频的方式，向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传递最美好的新年祝愿。

〇二零二一年新年来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了二 二一年新年贺词。由于“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所以今年的新年贺词也颇多精彩之处。笔者将会对新年贺词进行深入剖析，探索其遣词造句的潜在规律，挖

掘其严密有序的逻辑思维。 

关键词：新年贺词；遣词造句；逻辑分析 

 

一、对仗示理，排比增势 

对仗句：“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诠释了人间大爱，用众志成

城、坚韧不拔书写了抗疫史诗”“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艰

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咬定青山不放松，脚踏实地加油干”。

评析：这里的对仗可以显示两者兼有，内外兼修，因果相接、主客

相关等。同时对仗的巧妙运用，不仅使得句子朗朗上口，更增加了

语言的说服力。在发表新年贺词这样严肃而庄重的场合下，更加能

体现出领导人对于人民群众的殷切嘱托，以及对于祖国美好未来的

展望。 

排比句：“在共克时艰的日子里，有逆行出征的豪迈，有顽强

不屈的坚守，有患难与共的担当，有英勇无畏的牺牲，有守望相助

的感动。”评析：这里的“有”字领头的 5 个排比句可以显示繁多，

层出不穷。通过排比句的运用，逻辑鲜明，结构严谨，逐层递进地

揭露出中国人民不畏艰险、共克时艰的斗争精神，让一个个热血沸

腾的生动形象跃然纸上。 

排比句：“从白衣天使到人民子弟兵，从科研人员到社区工作

者，从志愿者到工程建设者，从古稀老人到 90 后、00 后青年一代，

无数人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构筑起守护生命的铜墙铁壁。”评析：这里以“从”字领头的 3 个

排比句，可以显示范围覆盖之广。寥寥数语，揭示出无数人民群众

自发踊跃地参与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去，共同打响了抗击新冠

病毒的第一枪。让世界人民都能够体会到中华民族的坚毅与顽强，

让世界人民都能明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职责与担当。 

排比句：“一个个义无反顾的身影，一次次心手相连的接力，

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生动展示了伟大抗疫精神。”评析：这里

以“一”领头的 3 个排比句，表示频率之高，范围之广。彰显了无

数中国人民面对危险时的守望相助，无论怎样的身份、无论怎样的

职业、无论怎样的年纪，都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这场突如其来的战

斗中去。排比句的运用，不仅使得新年贺词文采飞扬，更加激发了

观众的热血与豪情。 

准排比句：“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我为

伟大的祖国和人民而骄傲，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自豪！”评析：

两个以上的结构大体相同或相似，意思相关，语气一致的短语、句

子，排列成串，形成一个整体。这样的表现形式，只比排比少一句，

不算排比，但算什么呢？修辞学尚未给它们定名，我姑且称之“准

排比”。准排比有兼有排比对仗的作用，加强抒情说理的充分性，

提升文辞表达的精彩度。排比句与准排比句的巧妙衔接，更加彰显

出气势磅礴的民族精神。 

二、骈散相济，雅俗并茂 

如：“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每个人都了不起！向所

有不幸感染的病患者表示慰问！向所有平凡的英雄致敬！我为伟大

的祖国和人民而骄傲，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自豪！”评析：前 2

句是对仗，后 4 句是准排比。中间夹杂一散句，而且这句用词特别

“俗”，与前后的“雅”的风格不一致。跳出传统语言逻辑的束缚，

展现出更具魅力的语言风格。 

贺词播出后，大家印象最深的还就是这句“每个人都了不起”。

除了内容外，这孤立突出的形式也是重要原因。贺词中另外的散俗

句都与“我”相关，“这些年，我去了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有这样的散句，能使贺词显得更真实、谦虚、诚挚。在新

年贺词中，我们不仅能够听到气势恢宏的豪言壮语，感受到中华儿

女气吞山河的豪情壮志，更能通过真情实感的细节描写，拉近我们

彼此之间的距离。 

三、随物取喻，延伸连用 

贺词中有这么一句：“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

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

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评析：“红船”是客观存在的

事实，但在这里的是比喻，而且这比喻延伸为“巨轮”——新时代

的社会主义建设。由轮船粘连出与轮船相关的行为“承载”“越过

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这样用喻，景象、内涵都更为丰富，

让人印象更深。通过这样别出心裁的遣词造句，让人们的脑海中能

够涌现出一艘恢宏大气的巨轮，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高耸入云的船杆

上迎风飘扬，载着中华民族的无限期望，驶向光明的东方！ 

新年贺词中选取了许多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事物，极大增强

了人们的认同度，让人们感到真实与亲切。摒弃华丽辞藻的堆砌，

回归真挚情感的魅力。大道不孤，天下一家。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

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一声声“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犹如耳畔盘旋；用挚爱守护苍生，在整个抗疫过程中体现出的——

中国信心、中国方案、中国力量，震惊了整个世界，华夏儿女为伟

大的祖国点赞，为强大的民族精神和众志成城的凝聚力点赞。 

疫情加速了国际格局演变，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世界怎么



理论探讨 

 220 

了，我们怎么办”成为时代之问。作为一名即将步入社会的青年，

深感使命在肩、责任重大，要努力当好学生的引路人、筑梦人，坚

定理想信念，拼搏学习的干劲，将个人理想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

起来，燃烧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以自己的青春与知识报效祖国。征

途漫漫，唯有奋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机遇与

挑战并存，凤凰涅槃、焕发新生，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四、表现及时，注重现场 

如最后一段：“此时此刻，华灯初上，万家团圆。新年将至，

惟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惟愿和顺致祥、幸福美满！”评析：有

此“此时此刻”，可以起到这么三个作用：一是增强真实感，因为

及时传播，所以真实；二是增强亲近感，因为关注平凡生活，所以

亲近；三是增强说服力，因为展现平安，所以吉祥。 

这几天，媒体都在报道民众对于习近平新年贺词的积极反应、

热烈反响。大家对贺词中的“每个人都了不起”都特别有好感，觉

得温暖人心、备受鼓舞、催人奋进。在 2021 这个新年里，每个中

国人都有了互赞“了不起”的资本！刚过去的 2020 年，是极不平

凡的一年，每一个人中国人所遭遇到的灾难或灾难的威胁、压力极

不平凡，每一个人中国人为控制疫情所付出的自由等代价极不平

凡，每一个中国人在战胜困难奋勇前进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品质和能

力极不平凡，对照国外肆虐的疫情，每一个人在渡过难关后所享受

到的平安则不平凡，面对国外疫情，我们精神上再接再厉、措施上

严防死守的需求也极不平凡，正是有如此多的“极不平凡”叠加，

才赢得了主席“了不起”的赞扬。这个赞扬无论从时间上、程度上、

内容上、主题上、对象上、心理上讲，都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 

从口才角度上讲，习近平主席这个赞扬给我们有如下几点启

示：一、每个人都有受赞扬的渴望，有了赞扬就特别满足，深受鼓

舞，进而信心满满，豪情万丈；二、当遭遇困境、付出许多、表现

优秀、获得满满、仍需努力境况下，尤其需要受到赞扬，每个因素

都叠加这样的需求；三、身份越高、场合越重要，赞扬的程度越强，

效果越好，身份高者要有择机满足属下渴望赞扬的意识；四、普遍

赞扬时，需要强调“每个人”，这样群体中的个体才会更有受赞的

感受。 

用词与逻辑分析：一、“极不平凡”对应“了不起”，逻辑十分

严密：“不平凡”是中性词，既有好的不平凡，也有坏的不平凡，

所以，习近平在《新年贺词》开始说“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是十分准确的：坏的指困境，好的指成就。“了不起”，就是好的“不

平凡”，即“非凡”“卓越”。正是“极不平凡”的困境才成就了“极

不平凡（了不起）”的成绩。二、“极不平凡”对应“每个人”，逻

辑十分严密：“极不平凡”不光指所涉及事务的严重性或卓越性，

从国家来讲，“极不平凡”也对应所涉及人员的广度、普遍度，所

涉人越多，越不平凡。所以，“每个人”对应了“不平凡”，更是对

应了“极”字。三、“了不起”对应“每个人”，逻辑十分严密：“每

个人”，意味着全体成员，意味着一整个群体，“每”字，意味着个

人要服从集体、服从大局、秉持民族大义、胸怀祖国利益，这是个

人了不起的体现，个体的了不起，也说明着群体了不起的魅力，也

凝聚成群体了不起的性质。以上 3 条逻辑的严密性，增强了习近平

赞扬“每个人都了不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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