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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小史

远古时代，不同的人类共同体就产生了各自的原始语
言。后来，语言随着社会的瓦解而分化，又随着社会的统一
而融合。在氏族不断迁移和分散的情况下，语言分化过程占
优势，阶级和国家出现后，分化过程和融合过程交叉进行。
这样就形成了现在的多种语言。

在社会大动荡大分化时，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会随之分
化为独立的语言，而新的国家政治力量又把这种分化结果固
定下来。例如：在罗马帝国解体后，古拉丁语也随之衰亡
了，而从６世纪到９世纪，在民间拉丁语的基础上，逐步形
成了意大利语、法语、罗马尼亚等等罗曼系语言。

语言的统一过程，除了不同方言集中为民族共同语之
外，还有异族语言的交融。例如，在１１世纪，不列颠岛被
法国的诺曼族征服，很长时间内英国贵族讲法语。在中古英
语时期，英语和法语都在交融。结果是英语取得胜利，１３６２
年，英王规定英语为英国统一的语言。但在现代英语中留下
很多法语的借词，这就是交融的痕迹。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形成，也是语言交融和统一的过程。
汉族在历史上曾多次受少数民族的统治。近１　０００年来，北
京先后成为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的首都，其中有四
个朝代是由少数民族 （契丹、女真、蒙古、满）统治的。但
是由于汉族人口众多，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在语言交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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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汉语终于成为胜利者。而且，由于政权长期统一的作用，
吴语、闽语、粤语等等方言都没有分化为独立的语言。

汉语是智慧的语言
汉语，在国外也有人称之为华语。美国语言学家盖利·

吉宁斯在他的 《世界语言》（英文版）一书中提到汉语时说：
西方语言学家们经过长期多次交流看法之后，认为 “汉语是
智慧的语言”。

这是令人满意和自豪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 “智慧”更
为宝贵的东西呢？

在讴歌汉语优势或优越性方面最值得一提的人物是鲁道
夫·弗莱奇博士。他在一本谈英文写作技巧的书中，十分详
尽地讲了汉语的优越性。他说：约莫５０年前，全部语言学
家几乎都认为中国语是人类的 “婴儿语”———可是大家都错
了：原来中国语 （指汉语）是世界上最成熟的语言。几千年
来，中国人不停地简化着自己的语言，才得以出现现在的
样子。

他还特别强调说：幸亏语言学家们做过研究，我们现已
查明，原来几千年前的中国语也有格位词尾、动词词形变化
和烦人的语法；也和许多别的语言一样又噜苏，又不规则，
又麻烦。但是，经过一代代中国人的 “琢磨”，它却成了圆
润而流畅的意念表达 “机器”了。这岂止是一种语言，简直
可以说是一部精心设计的最新式，因而也是最巧妙的机器。
没有任何一种拼音化的语言能象它这样：提前把语言的预制
件生产出来……

从弗莱奇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汉语的简洁
性、准确性、严密性、先进性以及它的科学性给予了充分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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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从根本上否定了１９世纪末或２０世纪初强加给 “中国
语”的荒谬论点。他的论断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说明了我们
中华民族 （以汉语为代表）的语言文字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
河中，不是落伍者、不是掉队者、没有因循守旧；它是在历
经沧桑，不断地自我完善的过程中，把那些语法复杂、词法
复杂的陈旧语言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他反复强调，正是中国
人的 “几千年的努力”才把 “西文语法书里的种种麻烦抛个
精光”，最后 “只留下几千个单字和若干条效率极高的排字
规则”。

对这些话当然不能迷信，但也不能充耳不闻，如果是自
己说自己好，那叫王婆卖爪，自卖自夸；而别人说我们好，
又不是出于某种偏见或有意吹捧，那末，我们就不能不认真
思索一下了。

“汉语”和 “中文”的区别
“汉语”和 “中文”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

“汉语，”是汉族语言的简称。我国是多民族国家除汉语以
外，尚有满、蒙、藏、朝鲜、维吾尔等兄弟民族语言，通常
说的汉语，不包括其他民族的语言，但包括使用汉语地区的
方言。由于汉族人数众多，使用汉语的地区广阔，汉族文化
历史久远，汉语自然成为我国的主要语种，也是历代的官方
语言。

“中文”是中国语文的简称，它与 “汉语”的区别严格
来说，汉语是指口讲、耳听的语言，“中文”还包括阅读和
书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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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名称的来历
清末废科举、兴 “新学”时，有一门功课叫 “国文”，

教的是文言文。“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兴起，小学 “国
文”改称 “国语”，侧重白话文，提倡教学接近群众实行语
言；中学仍称 “国文”，侧重文言，但加入一定白话文。

１９４９年６月大陆大部解放，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在研究全
国范围使用的教材时，确定中小学都应以学白话文为主，中
学逐渐加点文言文，作文则一律写白话文，并要求学生在口
头上和书面上能掌握接近生活实际、切合日常应用的语言。

同时，采纳了叶圣陶的建议，不再用 “国文”和 “国语”两
个名称，一律称为 “语文”。

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
汉字用拉丁字母注音，已有３７０多年的历史。明朝万历

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后
来，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又用２５个字母给汉字注音。目的都
是为了方便西方人学习和掌握汉语汉文。以后，又陆续出现
过多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汉语拼音方案，其中最有影响的
是 “威妥玛式”，它是鸦片战争后曾任驻华公使等职的英国
人威妥玛所拟。１８９２年，近代拼音文字提倡者卢戆章，仿
照拉丁字母笔形自造了一种 “切音新字”。１９２６年，国语统
一筹备会制定了 “国语罗马字”。１　９３１年，教育家吴玉章
等人又制定了 “拉丁化新文字”，为以后的 “汉语拼音方案”

的逐步完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１９５８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倡导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颁布了 《汉语拼音方案》。１９７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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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上，通过了按照 《汉语拼音
方案》来拼写中国地名的决议。从此我国自定的 《汉语拼音
方案》登上国际舞台。

汉语声调的词义象征性
在汉语中，声调变化具有区别词义的作用。
古汉语分平、上、去、人四声，诗人们把四声分为平仄

两大类，平声轻盈悠扬，仄声 （上去、去声、入声）凝重短
促，平仄交错才能韵律和谐。《说文解字》云：“凡草曰零，
本曰落。” 《庄子·逍遥游》成玄英疏云： “散为尘，腻为
垢。”又云： “熔金曰铸，范上曰陶。”在这种连文异义中，
不难发现，含 “轻”意者为平声，含 “重”意者为仄声。
“草”比 “木”轻，所以 “零”为平声， “落”为仄声 （人
声）；“尘”比 “垢”轻，所以 “尘”为平声，“垢”为仄声
（上声）；“土”比 “金”轻，所以 “陶”为平声，“铸”为仄
声 （去声）。由此可见，汉语的声调对词义具有象征性。

汉语声调对词义的象征性，熔铸了一个古老民族对宇宙
发生的原始直觉。古人认为，“天地混沌如鸡子”（《三五历
纪》），后来，“元气初分”（《说文解字·地》），“清轻者上为
天，重浊者下为地”（《列子·天瑞》）。汉语声调的分配法很
可能受这种原始直党的影响，而不是人们粗暴地把 “轻”、
“清”、“天”乱点为平声，把 “重”（去声）、“浊”（入声）、
“地”（去声）乱点为仄声，而是这些音自己决定了它们的命
运，因为它们对其所代表的意义有一种象征关系。推而广
之，飘、扬、漂、浮、飞、翱、翔、翩、悠、升等词为平
声，降、坠、堕、破、碎、废、溃 （以上去声）、绝、裂、
折 （以上入声）等词为仄声，也体现了音义的象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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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梁惠王上》云： “天油然作云，沛然而雨。”言兴
“云”则曰 “油 （平声）然”，言降 “雨”则曰 “沛 （去声）
然”，其中声调对语义的描摹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常说
“欣 （平声）然接受”、“安 （平声）然无恙”，又说 “断 （去
声）然拒绝”。“怅 （去声）然若失”，“怆 （去声）然涕下”，
而不说断然接受，怅然无恙，这虽是词义的不同，但也是声
调的不同象征性。

汉语有很多多音字随着词义的加重，字音由平声变为去
声，这也可以体现出声调对词义的象征性。例如 “闷”
（ｍēｎ）的词义比 “闷”（ｍèｎ）轻，“横”（ｈéｎｇ）的词义比
“横” （ｈèｎｇ）轻，而词义轻者为平声，词义重者为去声。
又如 “难” （ｎáｎ）指困难，而 “难” （ｎàｎ）则指苦难、灾
难，是加倍的困难了；“纹”（ｗéｎ）可以指花纹、皱纹，但
当指陶瓷器具上的裂痕时，就要读成 ｗèｎ了，读音由平声
变成了去声；同样，说话的 “说”读作ｓｈｕō，但当 “说”
的目的性加强，而变成劝说别人，使别人听从自己的意见
时，就要读作ｓｈｕì了；奔跑的 “奔”读作ｂēｎ，但当 “奔”
的目的性加强时，就要读作ｂèｎ了；哄堂大笑、哄动、乱哄
哄的 “哄”读作ｈōｎｇ．其偏重于对情状的客观描写，但是，
如果说 “起哄”的时候，就要读作ｈòｎｇ了，因为在这里含
故意吵闹的意思。目的性被强调了。如此等等。

国外有些语言学家认为汉语是典型的不可论证性的语
言，这是错误的。从书写符号来看，任何一个汉字都具有可
理解性，都可以分析论证。而汉语声调对词义的象证性表
明，汉语的音义之间也存在着可理解性和可论证性，而不是
完全任意的，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于我们迅速掌握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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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甚至对我们的语言启蒙教学，是非常重要的。

官话·国语·普通话
官话、国语、普通话这三个名词是在中国不同的历中时

期、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华民族共同语的不同称谓。然
而，这三种称谓在英文中都对应同一个单词———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经查词典，Ｍａｎｄａｒｉｎ的汉语释义是：

（中国）官话，指；日中国宫廷和官僚阶层所讲的北方
话；（中国）国语。（《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版）

（旧用法）清朝高级官吏；（标准）中国国语 （受过教育
的中国人使用）。 （《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牛津大学出
版社，１９７０年版）加拿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英文词典
（Ｇａｇｅ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１９８３）中，Ｍａｎｄａｒｉｎ的英文解
释译成汉语为：

１．（历史上）中国宫廷内、政府官员和其他受过教育的
人使用的语言。

２．现代中国人使用的、以北京话为标准的语言。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一词之所以有以上释义，与它的来历有关。
据说该词是英国人乔治·马嘎尔尼 （Ｇｅｏｒｇｅ　Ｍａｃａｒｔｎｅｙ）创
造的。马嘎尔尼是英国派往清政府的第一个使节。他于１
７９３年 （乾隆五十八年）曾两次谒见乾隆皇帝。他发现清朝
朝廷官员以及一些知识分子所用的语言不同于各地方老百姓
说的方言，而这种官场用语，地方上称之为 “官话”。于是
他把英文中ｍａｎｄａｔｅ（命令，委任）一词加上ｒｉｎ （“人”的
谐音）构成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表示这是朝廷委任的官员们所使用
的语言。他于１７９４年回英国，此词也就随之进入英文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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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不论此传说是否属实，总之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一词的释义就是
指中国旧时的官话、现时的普通话 （或国语）。

“官话”一词早在马嘎尔尼来华之前就已产生了。明代
何良俊所著 《四友斋丛说》卷十五中有文：“雅宜不喜作乡
语，每发口必官话。”可见明清时代 “官活”已是上层社会
的时髦用语了。然而 “官话”的根基不过是汉语中通行较广
的北方话。

辛亥革命以后， “官话”一词废弃，改称 “国语”。在
《现代汉语词典》中， “官话”和 “国语”有一个共同的义
项，即 “汉语普通话的旧称”。

新中国成立以后 “国语”一词不用，改称 “普通话”，
而在台湾和海外华人中仍然保留 “国语”之称。不论使用哪
种称谓，海峡两岸在推广中华民族的 “共同语”上，可谓异
曲同工。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批学子出国留
学，普通话随之席卷海外，“普通话”一词也自然为广大海
外华人和港澳同胞所认同。可以说现在海外华人及港澳台同
胞都知道 “普通话”所指的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即他们所
谓的 “国语”，而不是别的什么语。既然如此，继续沿用
“普通话”这一名词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笔者听到一种说法：“普通话”一词将逐渐改用 “通用
语”（（咬文嚼字》１９９６年第２辑），并认为这样做 “在国际
上也能接轨”等等。也许 “通用语”一词比 “普通话”在概
念上更贴切，但是，在 “普通话”一词已被广泛认同的情况
下，将其改称 “通用语”，势必让海内外同胞再经历一个过
渡时期 （或 “接轨”阶段）。况且，即使改称 “通用语”，它
的内涵仍然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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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现代汉语词
典》修订本，“普通话”条）在英语世界里，它依然是对应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如此看来，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继续沿用 “普通话”

称谓不会影响到 “与国际接轨”。笔者认为，问题不在于使
用哪个称谓，关键是如何大力推广普通话，在 “推广”上下
工夫，如语委主任许嘉璐先生所言，尽快 “使十二亿人都懂
得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道理”。这样才能适应改革开
放的新形势，从而 “有助于提高汉语在国际上的地位”。

我国古今的通用语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
的语言，就是同一民族也有许多语言分支。那么，我国古代
是怎样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呢？据 《辞海·雅言）
载：“雅言，古时指 ‘共同语’，同 ‘方言’对称。”这就是
说，雅言是我国古代的通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据
说，孔夫子在山东讲学，他的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他就
是靠雅言来讲学的。

我国古代的雅言又是以什么语言为基础呢？据有关资料
的记载，我国最早的雅言是以周朝地方语言为基础。约在公
元前１０２７年，周武王打败商纣，周朝建立。在这以后的

８００年周朝历史上，周朝理所当然地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
中心。周朝的国都丰镐 （今陕西省西安西北）地区的语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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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全国的雅言。由此可见，我国古代最早的通用语是以陕
西地方语言，特别是西安一带的语言为雅言的标准音及基础
方言。以后，各朝随着国都的迁移，雅言的基础方言也随之
修正。

汉代有一种叫 “通语”的共同语，直到宋代还在使用。
苏轼贬居海南时，即同友人设馆教书，以通语执教。唐宋以
后，把官场中通用的话叫 “官话”。

元代以后，京城都在北京，北京语言很快就成为全国通
用的 “雅言”了。

在清代，读书的人都要说官话，官员办公时不说官话，
就要被免除职务。后把北方话诸方言系统称为 “官话”。“普
通话”之名由清末学者朱文熊首先提出，他在１９０６年所著
《江苏新字母》中，把汉语分三类，其一即为 “普通话”，解
释为 “各省通用之话”。民国初定名为 “国语”，被当时教育
部规定为法定教学语言。“官话”、“普通话”、“国语”的发
展，规范日渐明确，影响日益扩大，为今天普通话的推广提
供了历史的基础。

解放后新中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今
天的普通话的科学含义是：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是以北京语
言为标准音，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
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由于国家的重视，民族
的空前统一以及 《汉语拼音方案》的实行，普通话得到迅速
的推广与发展。

“普通话”名称的由来
“普通话”子这个名称，是清朝末年 “切音字运动”的

积极分子朱文熊提出来的。他在１９０６年写了一本叫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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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字母》的书，把汉语分成三类，其中之一就是 “普通话”。
他还注明：普通话是 “各省通用之话”。当时人们又称 “普
通话”为 “蓝青官话”。元、明、清以来，北京一直是全国
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各地赴京应考。做官、经商的人
很多，天长日久，他们也学会了普通话，但他们的北京话，
却又多少杂有地方口音，人们就用 “蓝青”比喻它 （“蓝青”
比喻不纯粹）。开始，这种话只能在官场使用，所以称 “官
话”。后来，会说官话的人越来越多，称官话不合适了，民
国初年又有了一个新名，叫 “国语”。“国语”的名称出世不
久，就有人反对。１９３１年，瞿秋白曾反对 “国语”一词，
并且对 “普通话”做了比较科学的解释。全国解放以后，人
民政府非常关心汉字改革工作，不仅使 “普通话”成了有严
格定义的学术名词 （即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
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
族共同语”），而且把推广 “普通话”作为文字改革的一项
任务。

普通话：传统与现代化
方言———交际的樊篱语言在传播和交际的过程中。却常

常遇到一层层樊篱和关卡，难以畅通，这关卡和樊篱就包括
方言。不仅不同方言难以沟通，即使是同一方言区内，甚至
一省、一县之内，人们的口语交际也会发生困难。

方言任何语种都有，汉语的方言则格外繁多。
比如湖北方言，闺女叫 “坛子”，弟弟叫 “老老”，姐姐

叫”哥哥”，而爱人则从 “姑娘”一直叫到 “妈妈”；广州人
说政治，别人会听成 “经济”，客家人说欢迎，会被外人所
作 “怀疑”……如果将操各种方言的人聚在一起，如此这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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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言语”一番，那真是 “一塌糊涂”了。而像福建省，其
方言的纷繁、复杂更是令人咋舌。全国七大方言系，福建就
占两个：闽方言和客家方言；闽方言又分为五个次方言；客
家方言又分作闽西客话和闽北客话。方言调查表明，该省有
十七、八种互不相通的地方话，有的县就兼有几种方言。如
大田县就有５种主要方言，有的地方一山、一河之隔，口语
交际就发生困难。解放初期，在福建工作的北方干部下乡都
要带上 “翻译”，有的甚至要带两三个 “翻译”才能工作。

至于因方言不通闹出的笑话、误会，可以编成厚厚一部
“古今笑集”。有人在上海，就曾因问路闹出了听到 “廿
（“撵”）三路”，便去急追三路车的笑话。１９８９年３月１５日
《广州日报》登了一则因语言误会酿成人命案的消息：山东
农民邬基有兄弟俩到武汉探亲，路遇两个武汉青年对他俩
说：“来武汉啥？”两兄弟忙哀求说：“俺们都是好人。别杀
了我们！”有人见他俩这般模样，又凑过来说：“干啥？”两
兄弟又听作了 “该杀！”于是气急败坏地各自抄起根粗树枝，
见人就打，结果打死一人，打伤一人。这桩几近天方夜谭式
的闹剧若不是登在报上，谁能信。当然，信不信由你，而方
言的误事，确是无疑的。

因方言障碍误大事也屡见不鲜。１９０７年５月２２日孙中
山领导的同盟会潮州起义，原拟２月１９日举行，并决定聚
集饶平、揭阳、浮山等处的会党合攻潮州，后因浮山一路将
“４时齐兵”误听为 “１０时齐兵”，未能按时集合，起义未
成。几天后，浮山一路召集人薛全福等人被清吏捕杀。“４”
“１０”不分因之误了大事！

雅言·官话·普通话·用共同语进行交际，我国向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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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春秋战国时期的 “雅言”，就是一种共同语。大教育家
孔子号称弟子三千，他的学生来自 “五湖四侮”，方言的隔
阂可想而知。孔子用什么语言进行教学呢？“雅言”。《论语》
上说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西汉末
年扬雄的名著 《方言》，记录了２０００年前汉朝方言纷呈的状
况，但当时也有一种 “通语”，作为人们交际和传递信息的
共同工具。不过，“雅言”也好，“通语”也好，都是在知识
分子中间流行，与大众无缘。这种限于某一阶层人使用的语
言，从语言的局限性方面说，依然是 “方言”，远非 “国
语”，亦非 “民族共同语”。

共同语的产生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为前提的。在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
下，山川阻隔、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们很难脱离本土的
环境里，方言的隔阂尚未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严重问题。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人们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往来
日益频繁，方言便成为人们交际的严重障碍。人们越来越需
要有一种全民族、全国通行的共同语，即规范化的语言，推
广全国，以利交际。

据元代的文献记载，元朝已是 “四海同音，上自晋绅讲
论治道……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可见当时 “中
原音”已成为政府理政、处理民事等的工作语言，即所谓
“官话”。但如果 “官话””只在大小官员之中 “话”，百姓一
窍不通，仍难 “话”开。还需在民众中推广。据考证，当时
元朝政府已有学校要教 “天下通语”———中原音的规定，即
使蒙族儿童在学校也必须讲中原音，否则就要打板子，说一
回蒙语打一板，说两回打两板，依此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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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朝，“官话”的推广已有官定的语音标准———政
府敕令编纂的 《洪武正韵》（此韵书以北京看作语音规范），
并规定人们作文、说话必须合乎 《洪武正韵》。 《杯麓堂诗
话》中记有这样一个故事：“某人写了几首描写宫廷生活的
诗，被告发。太祖朱元璋闻之龙颜大怒，但拿过诗来一看，
立刻又转怒为喜，因为其诗用韵全合 《洪武正韵》的规定。
于是看在其拥护朝廷推广 “标准语”的份上，宽赦了他。此
事是否确有其事，已无从考究。但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朝野
之间对推广 “官话”已有了相当广泛的共识。

清朝的推广 “官话”就更严格了。当时已有 “举人生员
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的规定。好家伙，“不准送
试”，那么升级呀、提干呀、调薪呀皆成泡影。看来，清王
朝推广 “官话”，颇得要领。

从汉语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股潮流：一是上面
提到的明清以来，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 “官话”影响日益扩
大，并最终确立了在口语中的主导地位；一是宋元以来，以
北方话为基础的 “白话”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并通过一批文
学巨匠如罗贯中、关汉卿、曹雪芹等的创作，逐步确立了北
方话在书面语言中的地位。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成功后，“统一国音”逐步走上了科学
的轨道。１９１３年召开的 “读音统一会”议定了汉字的国语
定音，制订了汉语 “注音字母”。但 “读音统一会”、搞了十
几年，成效甚微，主要原因是 “统一会”对汉语读音标准是
采取投票表决的方式确定的。那时，一个省有一个投票权，
某个汉字读什么音，以得票多寡来定。结果整个读音方案南
腔北调，五音杂陈，成了一种 “蓝青官话”。蓝青者，亦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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