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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去年 3 月 15 日给赵贤德博士《汉语研究与教学探索》作序，这部大

作刚刚出版，新著四十多万字的《常州籍四大语言学家与中国语文现代化》

又将付梓，真令人佩服！

上述赵贤德博士这部书里已经用 47 页篇幅介绍了常州四大学人，现

在又写成专书，看一看书的内容，就会觉得很有必要。该书在大背景下介

绍一地语文现代化一个方面的四位学人，都在语文现代化史上留下深深的

印记，这部书给他们树立了高耸入云的丰碑林。我们应该感谢赵贤德博士。

2012 年纪念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 120 周年，120 年间语文现代化的最

大成就是 1958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颁布的汉语拼音

方案。我们发现对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做出最大贡献的主要是常州人！自

然，汉语拼音方案总结吸收了利玛窦以来，刘孟扬、赵元任、瞿秋白方案

为代表的各家方案的长处，主要综合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起草汉语

拼音方案，主要集大成者是周有光先生。

我上世纪五十年代上初中时就读过周有光先生的《字母的故事》，据

说这本书促使毛泽东主席收回设计民族形式拼音字母的成命，改为主张采

用拉丁字母；六十年代又读了周先生的《文字改革概论》；我从 2001 年起

指导语言规划研究方向的博士生，2002.11 ～ 2011.6 主持完成国家语言文

字应用“十五”科研项目汉语拼音教学与应用研究（YB105 － 36），该课

题主要成果是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汉语拼写方案，整合主要吸取国罗

和北拉的拼式，以区分声调为重点，局部反映古音和方音，与北京语音和

汉字声旁相对应。我 2006 年起至今担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2007、

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5 年 1 月周有光先生诞辰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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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满怀敬意到北京东城后拐棒周先生寓所代表学会看望我们德高望重的名

誉会长周有光先生。不揣固陋，谨录给周先生拜寿时献上的拙作词二首如

下：

 

菩萨蛮·贺周有光先生 104 岁华诞 
2009-01-12

又逢三九春风沐，连珠妙语如泉瀑。

睿智启神州，德公随赛侯。

拼音功盖世，犹自无停滞。

创有享千秋，亿民同祷求。

诉衷情·贺周有光先生茶寿 

2013-01-12

导师拍板问周公，字母五洲同。

拼音方案功大，网络鼓东风。

中外贯，古今通，赞仙翁。

欣逢茶寿，创吉尼斯，祝颂无穷。

2015 年 1 月 7 日我把国家语委项目主要成果《整合创新，促进中国语

文现代化——汉语拼写方案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学性》，发表该文的《中

国语文》2014 年第六期面呈周有光先生，并请周先生题写了书名“汉语拼

音和语文现代化”。

周有光先生（1906 ～）1954 年应邀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

音方案委员会委员。1955 年 10 月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后被留中国文字

改革委员会工作，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第一研究室主任。1958 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和

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1961 年出版。

1969 年开始用各种语言版的《毛主席语录》研究比较文字学。1978 年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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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1979 年 4 月周有光先生参加国际标准化组

织（华沙）文献技术会议，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

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投票认定汉语

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 7098）。1980 年任《简明不列颠百

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委员（中方共三位委员）。

1984 年任中美联合编审和顾问委员会中方委员（共三人），出版《简明大

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译本和《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任《中国大

百科全书》总编委委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开创了现代汉字学、

比较文字学。周先生著有《周有光文集》15 卷，《汉字改革概论》收入文

集第一卷，《中国拼音文字研究》收入文集第二卷，《世界文字发展史》

收入文集第四卷，《比较文字学初探》收入文集第七卷，都是精湛的代表

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周先生整合前人成果，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为

中国语文现代化建立了不朽功勋：汉语拼音方案的声调符号四声里的阳平、

上声、去声三个声调借自吴稚晖草拟的汉字笔画式注音字母，声母、韵母

则主要借自瞿秋白起草的拉丁化新文字和赵元任起草的国语罗马字。

直接为语文现代化的最重要成果汉语拼音方案做出贡献的 4 位常州籍

语言学家都值得大书特书。

吴敬恒，字稚晖（1865 ～ 1953）是国语运动的重要人物。1913 年任

国语读音统一会会长，主持制定汉字笔画式的注音字母。1917 年编定《国

音字典》，1918 年出版。自 1919 年起，主持国语统一筹备会（后改为国

语推行委会），提出推行注音符号的任务和办法，注音字母在内地一直用

到 1958 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时，在台湾则自 1945 年光复使用到现在；修

订国音，审定了新国音的《国音常用字汇》；在各国立师范学校增设国语

专修科，亲任上海国语师范学校校长，并在国语师资班兼课，培养推行国

语的人才。国音统一工作奠定了民国时期“语同音”的基础。

吴稚晖之外的三位——出自青果巷。前面已经说过周有光先生，下面

说赵元任先生和瞿秋白同志。

赵元任先生家祖居就是青果巷，赵先生培养了王力先生，王力先生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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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了我的导师朱德熙先生，赵元任先生是我的曾师祖。赵先生培养了以王

力、吴宗济为杰出代表的一大批著名语言学家，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语

言学之父。赵先生是全面的语言学完人，有多方面的非凡成就，著作等身，

编为《赵元任全集》厚厚的 20 卷。

赵元任先生于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出版标志中国语文现代化事业

开始的 1892 年生于天津紫竹林。赵先生博古通今，国学根基深厚，与他出

自书香门第关系密切。其六世祖赵翼（1727 ～ 1814）作为著名诗人名列乾

隆三大家，留下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绝唱，作为历

史学者著有《二十二史札记》，名列中国史学家十杰。其母教孩子吟诗 ,

赵先生 5 岁学小学、《大学》，6 岁学《论语》《孟子》《中庸》，10 岁

学《诗经》《书经》《唐诗三百首》，11 岁读《左传》，13 岁读《古文辞

类纂》。赵先生文理兼通，知识结构非常好，15 岁在南京读高中时课余读

了马建忠《马氏文通》，16 岁便立志做完人，18 岁（1910 年）留美在康

乃尔大学修数学、物理、音乐。他 23 岁在美国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出版

《科学》月刊。26 岁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7 岁在康乃尔大学物理系

任教，赵先生 28 岁回国在清华学校讲物理、数学和心理学，同年冬英国哲

学家罗素来华讲学，赵任翻译。赵先生29岁到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

33 岁回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

方言等，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列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赵先生是享誉世界的语言学大师，中外兼通，精通英语、德语、拉丁

语、法语等多种外语，能说汉语多种方言。赵先生 32 ～ 34 岁在巴黎大学

进修，听马伯乐、房德里耶斯等名家的课，这期间还访问了英国的琼斯、

瑞典的高本汉。赵先生 1928 年 36 岁专门从事民间音乐采风，他创作了大

量音乐作品，有《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赵元任全集 •第 11 卷》，其中

《新诗歌集》（包括《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海韵》等）是近代

中国第一本歌曲集。赵先生37岁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主任。

赵先生是著名音乐家，曾在清华讲授中国乐谱乐调，38 岁发明了被广泛采

用的五度标调法。赵先生 42 岁发表了经典论文《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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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岁赴美先后任教于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48 岁与罗常培、李方桂合译高本汉著《中国音韵学研究》出版，推

动了中国音韵学的现代化。赵先生 53 岁作为中国人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

长；54 岁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被选

为副主席；68 岁当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会长。赵先生对语音学、方言学、语

法学、语言理论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调查研究了汉语多种方言，

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现代吴语的研究》等里程碑式著作；67岁发表《语

言问题》讲演；76岁出版代表 20世纪所达到水平的汉语语法经典之作《中

国话的文法》。

赵元任先生是中国语文现代化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杰出实践家，这是

很多人重视不够的方面，例如《近代天津十二大学人》中《一代宗师赵元

任》一文有关语文现代化的内容仅占全文不到 3.5% 的篇幅。赵先生致力民

族复兴，对国语运动贡献突出：1919 年参加国语统一筹备会，1921 年录制

了有入声、分尖团的老国音的《国语留声机片》，1922 年出版《国语留声

片课本》；赵先生 1929 年为国语统一筹备会常务委员，1935 年根据《国

音常用字汇》录制了以北京语音为基础的新国音的《新国语留声机片》并

出版了《新国语留声片课本》。赵先生为提高文字效率改革文字而执着地

不懈努力，是国语罗马字的主要制定者：1922～ 1923设计了国语罗马字，

发表《国语罗马字的研究》，提出了拟定国语罗马字应该注意的原则和比

较完善的方案，为国语罗马字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赵先生 1923 年被指定为

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委员。赵先生1925～1926年与黎锦熙、林语堂、

刘复、钱玄同、汪怡等组成数人会，经 22 次讨论修改，达到“斟酌尽善，

毫发无憾”（钱玄同语），议定为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8 年由大学院

蔡元培院长公布。这是中国政府颁布的第一个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

国罗没有进入基础教育，说它过于复杂，恐怕理由不是很充分。美国有教

学实验证明教学效果相当好。语文现代化是赵先生毕生追求，晚年研究成

功以国语罗马字为基础的通古今、通四方的《通字方案》，1973 年赵元任

回国，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谈论了文字改革和赵先生的《通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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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刘西尧、竺可桢、黎锦熙等在座。赵先生 1981 年再次回国，并被

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教授，12年磨一剑，逝世后198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瞿秋白（1899～ 1935）诞生于常州城西青果巷瞿氏宗祠八桂堂天香楼。

他曾说：“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1929 在列宁称为“东方

伟大的革命”的文字拉丁化运动中，莫斯科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问

题研究所”研究中国文字的拉丁化问题。参加者有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

萧三和苏联汉学家郭质生、莱赫捷、史萍青等。瞿秋白 1929 年 2 月在郭质

生协助下拟订了中文拉丁化方案，10月在莫斯科出版了《中国拉丁化字母》，

1930 年 4 月，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的汉学家龙果

夫和瞿秋白、郭质生三人组成专门小组修订这个方案。瞿秋白回国后，列

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文拉丁化委员会”继续修订。委员会

主席 D. 阿列克谢耶夫、秘书长龙果夫、萧三及一些苏联汉学家，以瞿秋白

方案为基础拟成“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简称“北拉”），1931 年

5 月得到全苏新字母中央委员会批准，9 月 26 日海参崴“中国文字拉丁化

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以后传入国内，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现代中

国知识界的卓越前驱蔡元培先生领衔 688 位名人签名《我们对于推行新文

字的意见》，说明“北拉”得到了跨党派的支持，在抗日根据地甚至一度

取得了和汉字同等的法律地位，实现了“一语双文”。许多目不识丁的农

民通过学习这套拼音文字脱了盲，不但能读拼音报，还能写信。这更坚定

了语言学家们对新文字的信心。但由于战乱和“北拉”不标调等缺点限制

了新文字的实验和推广。

语文现代化四位巨匠出自常州，绝非偶然。这里人杰地灵，文化积

淀极其深厚，古有一大批进士，今有一大批院士。众多如雷贯耳的常州

名人如：公元前 527 年不愿即吴王位被封于延陵的季札，编第一部总集

《文选》的昭明太子萧统（501 ～ 531），画家恽寿平（1633 ～ 1690），

著有《春秋正词》的创常州学派的今文经学家庄存与（1719 ～ 1788），

著有《说文解字注》的段玉裁（1735 ～ 1815），著有《春秋左传诂》等

的洪亮吉（1746 ～ 1809），著有《两当轩集》的诗人黄景仁（字仲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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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9 ～ 1783），著有《尚书今古文注疏》等的孙星衍（1753 ～ 1818），

著有《大云山房文稿》创阳湖文派的文学家恽敬 (1757 ～ 1817)，1880 年

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1897 年建成中国第一家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的盛宣怀，因呼吁抗日被捕入狱的七君子中的史良和 1946 年

在昆明遇害的李公朴（1900 年生），著有《堆垒素数论》《多复变函数论

中的典型域的调和分析》《优选学》的数学家华罗庚（1910～ 1985）……。

人民英烈李公朴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常州三杰——伟大的马克思

主义者瞿秋白、领导广州起义的击碎旧世界的惊雷张太雷（1898～ 1927）、

中国青年的楷模恽代英（1895 ～ 1931）4 位列入了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做

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常州青果巷原名千果巷，小巷中名垂千古的巨子辈出，故有江南名士

第一巷之称。青果巷西段有明朝文武双全的进士、抗倭名将、著有《荆川

文集》的散文家唐顺之（号荆川，1507 ～ 1560）贞和堂故居，还有清末谴

责小说《官场现形记》（1906）作者李宝嘉（字伯元，1867 ～ 1906）沿东

下塘边故居……。

2014 年 6 月初我参加世界语言大会之前顺访常州，感谢赵贤德博士领

我到青果巷朝圣。在琢初桥西青果巷 16 弄 15 号赵元任故居，1981 年在这

里接待过赵元任先生的赵与康先生（赵元任先生之侄），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我们参观了瞿秋白纪念馆；周有光先生旧居正在维修，无法进入，只得伫

立遗憾。

赵贤德博士《常州籍四大语言学家与中国语文现代化》研究中国政府

颁布的第一套法定的汉字笔画式注音方案注音字母、中国政府颁布的第一

套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方案国语罗马字、中国第一次实行的一语双文拉丁

字母式拼音方案拉丁化新文字、中国第一个由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批准的拼

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研究它们的创制者，对于帮助我们学习创制者们的

著作和理念，具有现实意义。语言文字是文化生产力的要素，是国家的软

实力。为实现中华复兴，我们要学习四个方案的创制者对国家民族的高度

责任心和开拓创新精神，捍卫语文改革的成果，抓住机遇，夯实实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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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发展战略的基础，明确汉语文发展的方向，促使汉语发展成为规范、

丰富、发展的语言；促使汉字发展成为规范、易学、便用的文字。确保普

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地位，充分发挥汉语拼音的拼写功能

和注音功能，在实践过程中继续求得汉语拼音方案的进一步完善，实现汉

语文本多样化或“一语双文”，可以提高汉语文的信息处理水平，扩大汉

语文在虚拟空间的话语权；有助于探讨有效的汉语文国际传播战略，寻找

到有效的传播方式，用人家容易接受的方式传播中国的语言文化，使汉语

文早日走出汉字孤岛，大大减少汉语文学习的必要时间，极大地提高汉语

文的境外生存能力，理想地加速汉语文的国际推广，切实地提升汉语文的

国际地位。

中国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组成部分。语言文字梦是中国梦

的组成部分。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国际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崛起

的标志，如果我们的语言文字不能跟英语平起平坐，甚至使用度连前三四

位都达不到，那就远不能说中国真正的崛起。因此，我们实在是任重道远。

吕叔湘先生说“现代化就是高效率”，高效率就是高速度和高精密度。语

文现代化研究应该围绕如何提升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的速度和精密度来进

行。使用拼音可以减少学习必要时间，区分同音词可以提高精密度。科研

没有禁区，应该调查了解外国人学习和使用汉语言文字的困难是什么？怎

样缩短学习必要时间？这需要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创新研究。

赵贤德博士这部专书无疑是引人入胜的，材料丰富翔实，结构编排合

理，内容囊括全面，描述点评到位。我絮叨这么多，这说明这个选题非常好，

至少早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写这篇序可以表示我对语文现代化先贤的敬意，

也算是向赵贤德博士抛出的引玉之砖。希望年轻读者关注语文现代化，这

部书可以帮助人们提高认识，使我们更加热爱普通话，热爱规范汉字，热

爱汉语拼音，有助于中国语言文字梦早日实现，我们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最迟在本世纪末真正成为国际通用语言文字。

马庆株 2015-03-15 于忧乐斋

南开大学教授（博导）时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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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回眸百年来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艰
苦历程

导言  语文现代化与中国语文现代化

什么是现代化？历史学家罗荣渠教授指出：“我们是从一个新的视角

来研究现代化，即宏观历史学的角度，这就是把现代化视为一个世界性的

历史范畴，研究他的发展总进程。我们的观点是：在 18 世纪后期工业革命

创造的现代生产力的伟大推动下，人类社会进入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

工业社会大转变的新历史进程。”a苏培成先生认为：实现现代化是个复杂

的系统工程，由浅入深地包括三个层次的变革：1. 物质生产的现代化，核

心是工业化、信息化；2. 社会制度的现代化，各国都在努力寻求适应自己

发展的社会模式；3. 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它涉及到价值观念、民族传统、

风俗信仰等。伴随着整个现代化的进程，还有一件不应该被忽略的大事情

就是语文现代化。b

一般来说，社会发展和语文发展是密切相关，紧密联系的。社会发展

迅速，语言生活也急剧变化；社会发展缓慢，语文生活也停滞不前。语文

发展是教育发展的前提，教育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语文生活的发展既

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古今中外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

语文生活规律。

什么是“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就是现代化时期，伴随着现代化

进程而进行的语文改革，主要是指语文生活的改革。现代化是世界发展的

总趋势，语文现代化是现代语文发展的总趋势。

那么，什么是“中国语文现代化”？中国语文现代化就是中国在现代

a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75。

b苏培成：《语言文字应用探索》，商务印书馆，200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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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时期的语文建设，核心是现代化时期的语文改革。中国语文现代化兴起

于 19 世纪末，延续于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的语文改革改变了

中国语文的面貌，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发展，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 。a

周有光先生说：“中国语文现代化，就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要跟随着

时代的变化而发展。”“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到今天，都处于现代化改革

的过程之中，现代化改革，其中一个方面是语言文字的改变。”“文字改

革或者说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不能没有，人不能不说话，

人不能不识字啊！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普通话要制

订一个标准，要做教育工作。我们的文字特别困难，我们要使它变得方便

一点，太困难的地方要改掉一点。当然，基本上要依照原来的，不能改动

太多，逐步的改动是可能的。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

方面，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b“‘文字改革’或者‘语言计划’

这些说法有时容易发生误解。我从60年代起就改说‘语文现代化’。有人说，

‘语文怎么现代化？’其实，‘语文现代化’这个说法在国际上早已通行。”c 

从清末开始，“语文现代化”这个术语还没有提出，但是语言学家们

已经在事实上开始了语文现代化的探索，虽无其“名”，但有其“实”。

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说法。在新中国建立前，有切音字运动、白话文运动、

国语罗马字运动、简化字运动、拉丁化运动等。新中国建立之后统一叫做

文字改革。文字改革包含着语言改革，推广普通话就是文字改革的三大任

务之一。到了后来，语文生活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文字改革的名称已经

不能与时俱进了。有的学者借鉴国外的“语文现代化”的提法，提出了“中

国语文现代化”。近几十年来，这个叫法逐渐流行开来。中国学术界还成

立了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这样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几十年来，中国语文现

a苏培成：《当代中国的语文改革和语文规范》，商务印书馆，2010:593。

b周有光：《周有光百岁口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56-157。

c周有光：《我和中国语文现代化》，《周有光语文论集》第一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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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学会经常开展学术活动，影响很大。

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开始了现代化的探索，与社会发展这一总趋势相

适应兴起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运动。一百多年前，中国语文生活的现状是：

方言盛行，国家没有统一的语言，人们彼此之间沟通极其困难，虽有“官话”，

但是似乎与百姓并不相干；文言盛行，学生使用国文教材主要是文言文，

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四书五经，文言文抑制了年轻人的思想，青年人不能有

所创造创新；教育极不普及，只有极少数少年儿童才有条件接受教育，广

大群众蒙昧无知，处于愚昧和受奴役的状态；汉字繁难，汉字读音复杂，

汉字没有一套科学的注音方法和注音工具，汉字写法各异，繁体字异体字

非常复杂，造成文盲众多。至于语音、语法、语义、语汇等涉及语言理论

的语言学本体研究、语言的科学研究和语言的国际传播更是几乎没有涉及。

所以这样落后的语文生活严重妨碍了教育的普及和科学的普及，严重影响

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综观一百多年来中国语文现代化一系列的要求，周有光先生将其归纳

为“四化”，就是：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文字的简便化和注音

的字母化。近年来，周有光先生根据语文生活的实际发展，又归纳了“两化”，

即术语的国际化和中文的信息化。到了今天，中国语文生活的特点是普通

话加现代白话文；经过整理和规范化了的繁难程度有所下降的汉字；有了

辅助汉字的汉语拼音，汉语拼音不仅成为普及教育和日常语文生活的一部

分，而且已经走向国际，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津梁；有了逐渐与国际接轨

的日常语文生活和科技语文生活的术语；中文信息处理已经逐步同国际接

轨，拼音转换汉字的输入法在中国青少年信息生活中须臾不能离开。因此，

中国语文的现代化支持了中国的现代化，反过来，中国的现代化也进一步

反哺了中国的语文现代化。

一百多年中国语文现代化的事业，吸引了一大批有很高学术成就的专

家学者为之献身。如蔡元培、吴稚晖、朱文熊、唐文治、张一麐、鲁迅、

章太炎、胡愈之、陈独秀、胡适、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刘半农、瞿

秋白、倪海曙、叶籁士、王力、高名凯、吕叔湘、魏建功、陈望道、陆志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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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等。其中常州籍语言学家吴稚晖、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等在语

文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起了领头雁和风向标的作用。吴稚晖领导“读

音统一会”运动，制订注音字母，编制国音字书，推行老国音，推广注音

符号，力主普及教育，践行白话文；赵元任积极参与国语运动，推广新国

音，制订和推行国语罗马字，汉语方言田野调查，语音语法的深入探讨，

语言科学的早期探索，英语经典作品的翻译实践，汉语国际教育的海外传

布；瞿秋白领导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对普通话的界定及大众语运动的提倡，

语言理论的探索，汉语的革新运动；周有光主持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汉

语拼音正词法的制订，现代汉字学科创立，中文信息处理的理论与实践，

汉语术语规范化的探索，字母学的研究以及对繁简字的主张等，常州籍语

言学家们在中国语文现代化进程中都作出了彪炳史册可歌可泣的贡献。他

们对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领先、首创、示范、推广的作用将永载史册。

在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时代的局限、认识的深浅和程度的

差异以及所处立场不同，有些观点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比如，早期不

同的语言学家对汉语的态度，对民族共同语的态度，对方言的态度，对汉

字的态度，对汉语声调的态度，对拼音文字的态度，对拼音化的态度等。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指向，那就是语言文字要为适应现代化的发展

不断作出调整，要为社会服务，为普及教育服务，为中国百姓服务，为国

际交流服务，为科学技术服务，为富国强民服务；他们都认识到语言文字

是一种工具，汉字又繁又难，拼音文字比汉字好学好用。

本书主要是围绕常州籍四大语言学家吴稚晖、赵元任、瞿秋白和周有

光对中国语文现代化所做的工作进行一些排比和梳理，有时对其进行了一

些评论，还花了不少篇幅对他们的语言文字本体研究的成果进行了介绍和

述评，语言文字本体研究不完全属于语文现代化的范畴，但是其宗旨就是

让世人明白：在上个世纪一百年的时间，无论是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时期，

还是闭关锁国抑或改革开放的时代，我国的语言文字建设工作和语言文字

政策的制订都有常州人忙碌的身影。尤其是常州人主导的四套经典拼音方

案，从吴稚晖主持的注音字母，到赵元任主创的国语罗马字，到瞿秋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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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的拉丁化新文字，直至周有光主创的汉语拼音方案，可谓是一脉相承，

与时俱进，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正是这些语言学家的“为天地立心，为

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担当和高瞻远瞩，才有

我们今天方便快捷的现代语文生活。

作为新时代的常州人，我们有理由为常州走出去的这些改变了我们语

文生活的杰出人才而骄傲和自豪！我们有理由为他们在中国语文现代化发

展史上所作的贡献大书特书一笔！

第一节   洋务运动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萌芽期

中国语文经历数千年的发展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虽然历史极为悠久，

文献极为丰富，但是“语”和“文”却严重脱节，“文”的内容完全以古

典为主。所以面对现代化的西方世界，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明显感觉

到汉语老态龙钟了，“真成了退化的语言”a。主要表现在：（1）语文教

育老化，经史子集是教育的主要内容；（2）书面表达老化，文言文束缚了

人们的思想；（3）应试文体老化，八股文章摧残人性；（4）口语表达老化，

语音的不规范反映了社会的落后和无序；（5）语言观念老化，三缄其口钳

制人们的思想；（6）汉字形式老化，字音字形纷繁复杂有碍交流。b 

然而，清朝末年，尤其是洋务运动 c 时期，中国人又不得不被迫和西

方世界打交道。打交道的第一关就是语言障碍，语言文字是我们进入国际

社会的唯一方式。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 d明白这个道理，他说：“出使

a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一卷二号，民国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19 年 1 月。

b何九盈：论中国语文现代化中的语文转向，《语文三论》，2007：6。

c洋务运动，又称自救运动、自强运动。该运动是 19 世纪 60 ～ 90 年代洋务派所进行的一

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

它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

代企业，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

辟道路。

d郭嵩焘（1818 ～ 1891）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1875 年进入总

理衙门，旋出任驻英公使，1878 年兼任驻法使臣，次年迫于压力称病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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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知语言文字为第一要务”a。于是，洋务运动时期，一些先进的知识分

子被迫开始了语文现代化的艰苦探索，洋务运动是中国语文进入现代化的

萌芽期。

一、创办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京师同文馆，培训外语人才

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震惊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认

识到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重要性。洋务运动的新派人物冯桂芬 b、郭嵩焘、容

闳、王韬、曾纪泽等人都认识到学习“夷语”“夷文”的现实意义，他们

都有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都能够放眼向洋看世界。其中郭嵩焘早在 1859

年以翰林编修入值南书房时，就有应“熟悉外国语言文字”的建言。“此

论实开设立同文馆的先声”。c“北京同文馆成立，其议端于郭嵩焘”。d 

清廷要臣恭亲王奕等于1861年上奏：“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

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

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e李鸿章也认为要办洋务，培养译员

是第一步。他指出，“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其尤

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

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

传述，亦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中国能通洋语者，仅持通事。凡关于军营

交涉事务，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话，而其人逐为洋务之大害”。f1862 年，

a郭嵩焘日记，册三。转引自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长沙：

岳麓书社，2000：246。

b冯桂芬（1809 ～ 1874）晚清思想家、散文家，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曾师从林则徐。

冯桂芬为改良主义之先驱人物，最早表达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

c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长沙：岳麓书社 ,2000:45。

d 张静：《郭嵩焘思想文化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226。

e朱有瓛（huán）：《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214。

f朱有瓛（huán）：《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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