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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简介

周有光，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和文明研究学者。

1906 年 1 月生于江苏常州。1923—1927 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

和光华大学。1928—1933 年，任教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和浙江

教育学院; 1933—1935 年赴日本东京留学。1935—1945 年，任教光

华大学、任职江苏银行; 抗战期间在重庆任农本局专员; 1946—

1949 年任职新华银行，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 并赴欧洲考察。1950

年初回国，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

1955 年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 今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研究员和委员。参加制订 《汉语拼

音方案》、《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聋人手指字母方案》。80

年代屡次代表国家出席国际会议及各种学术活动。1982 年国际标准

化组织投票认定，汉语拼音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 ISO 7098) 。

80 年代以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第四、五、

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教组负责人。担任 《不列颠百科全

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提倡现代汉字学和比

较文字学。出版 《汉字改革概论》 ( 有日文译本和英文摘译) 、《世

界文字发展史》、《比较文字学初探》。主要学术著作合编为 《周有

光语文论集》四卷 ( 2002 年) ，语文专著 30 余种，发表论文 300 多

篇。1989 年离休。

周有光是我国最先使用汉语拼音将汉字输入电脑的学者。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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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从事文明学研究，迄今笔耕不辍。在互联网开设 “百岁学人周有

光博客”，影响很大。近作有《朝闻道集》 ( 2010) 、《文化学丛谈》

( 2011) 、《拾贝集》( 2011)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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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前言

陈明远

周有光先生是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一位知识

分子能够在这两大截然不同的学术领域都作出重要贡献，已是难

能可贵了。然而，在他 85 岁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以后，以 “活到

老、学到老、思考到老、写作到老”的精神，又投入新的领域，

开拓 “文明学”研究的新思路，探讨当今世界和中国的一系列重

大问题。本书便是 21 世纪以来周有光先生新思维成果的部分

呈现。

《百岁学人周有光谈话录》中提出的新观点，无论对学界还是普

通读者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首先他提出了从全球化的新视角看中国，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

什么是全球化的视野? 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几乎没有人

了解“全球化”的概念。周先生因此写了 《什么叫全球化?》和

《什么是现代化?》两文，被媒体纷纷转载。周先生指出: “全球化

是人类聚合运动的新阶段。”“全球化由工业化而发育，由信息化而

成形。”“冷战时代谈不上全球化。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才能一往

无前。”全球化的初步成果有: 交通高速化; 工农业自动化; 信息网

络化; 贸易世界化; 经济生产外包化; 文明国际化; 等等。“全球化

时代也就是信息化时代，两者是共生的。”

周先生提出: 要从全球化的新视角分析研究 “爱国主义”、“资

本主义和知本主义”、“两极化与多极化”、“全球一体化”、“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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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华夏四大发明对世界的贡献”、 “科学与宗教信仰的关

系”等问题; 从全球化的视角解读历史，重写历史。不但要重写

古代历史，而且要重写现代历史，重估文明发展 “五阶段论”的

科学性。

由此，周先生提出人类文明发展的三大规律: 经济 ( 物质文明)

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 政治 ( 体制文明) 方面，从

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 文化 ( 精神文明) 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

思维再到科学思维。并且提出全球一体化过程中聚合大于分化的新

观点，这也为我们更好地融入新的世界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论证。

从全球化的角度，周先生提出“双文化”的新概念。

这个“双文化”新概念的提出，与发生在 21 世纪我国文史界的

一场辩论有关。当初季羡林先生提出 “21 世纪是东西方文化的转折

点，世界文化的接力棒将传到东方文化手里”。“三十年河西，三十

年河东”。“到 21 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文化

的接力棒要传到中国来了，世界的文化高峰要从西方转移到东方

来。”这个论点在理论界和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人们对这个美好的

预言充满憧憬。

周有光先生不赞成把人类文明分为东方和西方的 “东西两分

法”。“东”和 “西”是相对而言的。把人类文明分为东方和西方的

“东西两分法”虽然流传很广，可是不符合客观事实。历史上存在

的所谓四种传统文明，亚洲有三种，东亚是中国文明，南亚是印

度文明，西亚是伊斯兰文明。第四种是西欧文明，西欧文明传到

美洲成为西方文明。应该把东亚文明、南亚文明和西亚文明合称

东方文明。东亚的中国文明是东方文明的一个部分，不能代表全

部东方文明。

周先生认为: 四种传统文明都是长期在不同地区逐步形成的。

文明圈从小到大，从多到少，逐步融合。四种传统文明的精华后来

进一步融合，成为一种全球化的国际文明，叫做现代文明。凡是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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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共同接受的属于现代文明，但事实上全世界没有共同接受的传

统文化，这是因地区及文化差异所形成。

国际现代文明是全球化的产物，它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

向。人类进入“双文化”时代，才有可能共同推进文明成果的共享

与发展。不同的文化新旧并存、彼此促进是大势所趋。而国际现代

文明则提升了地区传统文明; 地区传统文明丰富了国际现代文明。

环顾世界，到处可见均是双文化现象: 经济方面，科技产品 ( 物质

文明) 的硬件方面今天已经西化。但在精神文明，特别是语言文

字、风俗习惯等方面，许多地方还是保留着传统文化的特点。我

们现在处于文明的 “双文化”互动的时代 ———国际现代文化和本

国传统文化互容互补的时代。在每一个人身上，也同时容纳着两

种文化。

周先生指出: 国际现代文明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拒绝的。

周有光先生提倡 “科学思维”，同时分析了 “神学思维”的荒

谬与“玄学思维”的不足。

他指出: “神学思维”的特点是依靠天命，苦思冥想，上帝的意

志是不许违背的。“玄学思维”的特点是以预定的教条为出发点，重

视推理。“科学思维”的特点是重视实证，实证没有先决条件，可以

反复检验，不设置禁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的真

伪分别，要用实践、实验、实证来测定，反对 “强权即公理”的思

想。认识这一条原理，足以防止 “从科学回到空想”的倒退和思想

的僵化。

神学思维与玄学思维是长期存在于我国社会的僵化、老化的思

考方式，导致假话、大话、空话、套话连篇，是伪科学和假教授频

频出现的土壤。

周有光先生一直重视学术和思想探索的自由，他对自己的成果

也抱着达观的态度，他说“许多学问就是反复讨论出来的”，他要求

别人对他自己的思想也采取批评的态度，他说他 “各个学术论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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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能够成立，还要请读者们严格批评多多指正”。他一生非常痛恨学

术上的造假，当周有光先生晚年声誉更盛时，主动拒绝了许多荣誉

和宣传，自觉远离虚荣和浮华。这与目前社会上一些不学无术却习

惯于哗众取宠、浪得虚名的所谓 “教授” “大师”形成了鲜明的对

照。周先生一直认为: 提倡 “科学思维”并揭露伪科学假教授，是

我国学术界和教育界的重大任务，是我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健康

发展的必要条件。

这本书不仅给当代中国学者提出了许多亟需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是一部难得而通俗的文明史以及全球化世界观

的启蒙读物。

周先生认为，作为现代人首先要具备现代世界观。他向我们揭

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包含两个重要方面: “1. 自然世界观，就是

宇宙观: 人对天体构造的理解; 古代认为天体是神，神有人性，主

宰人类; 现代科学证明天体的客观存在形式和宇宙的物理运行规律。

2. 社会世界观: 人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核心问题是统治制度: 古代认

为君主和贵族统治人民的专制模式是永恒制度; 现代社会学证明了

人类社会的发展步骤和统治制度的逐步演进。”

《百岁学人周有光谈话录》是在对中国百年历史深思熟虑后的备

忘录。“实证第一，思辨第二，在实证的基础上进行思辨，在思辨的

引导下继续实证”，让当代及后代的人们不忘史鉴，在思想上获得新

的创见。

周先生认为“发掘真相、揭露真相、辩明真相要比说真话更加

重要!”

“文化如水，是流体，不是固体，它永远从高处流向低处; 如果

筑坝拦截，堤坝一坍，就会溃决。文化有生命，需要不断吸收营养，

否则要老化，以至死亡。文化有磁性，对外来文化，既有迎接力，

又有抗拒力。文化像人，有健全、有病态、还有畸形。”

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到周先生的期待和洞见。周先生非常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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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互联网上“草根”公众的作用。他写作的主要对象之一

就是普通大众。

读了《百岁学人周有光谈话录》，我们对创建 21 世纪的现代文

明史充满期待和信心。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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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录之一

学问学问，学必须有问，问中有

学。许多知识学问，就是反复讨论出

来的。

人类文明包括三部分: 政治、经

济，文化; 也可以分为 “物质文明”

( 主要指经济)、“精神文明” ( 主要指

文化) 和“体制文明” ( 主要指政治)

我们现在处于文明的 “双文化”

时代———国际现代文化和本国传统文化

互容互补的时代。

开场白

周有光老师，您自称是“百岁学人”，而婉言谢绝了其他一些头

衔如: 大师、导师、泰斗之类。我们这些谈话录的题目叫做 “百岁

学人周有光谈话录”可以吗?

谈话录这个形式很好。古希腊就有谈话录，一边谈话一边思考，

一边讨论一边散步，有辩论，产生了辩证法，产生了哲学。学问学

问，学必须有问，问中有学。许多知识学问，就是反复讨论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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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转向语言文字学

您在 50 岁以前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和银行业的负责工作，又在大

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在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并已取得了很大的

成绩。但到了年届半百以后，却改行成为语言文字学家，创立了

“现代汉字学”和“比较文字学”，又作为 《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

者之一，并主持将《汉语拼音方案》定为世界公认的国际标准。人

说隔行如隔山，但是您在经济学和语言文字学这两个区别很大的领

域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请问您是怎样获得如此成功的?

20 岁左右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攻读经济，当时就对

语言文字发生了兴趣。那个时期，大学的学科分工很粗，只分文理

两科，不像后来的大学专业分得这样细; 而且学生听课可以跨学科、

跨专业。还可以同时选修几个不同学科的课程。这有很大的好处，

就是培养“通才”，学生们掌握的知识面可以比较广博，眼界可以比

较开阔。缺点是深度不够，以后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再去深

造，做到博而精、一专多能。

由于我在青年时代对语言文字有兴趣，那时就选学了一些语言

学方面的课程。后来，30 年代兴起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我参加了

这个运动，做了些业余的语文研究工作，写了一些文章。那完全是

出于业余爱好。

至于 50 岁以后正式改行，到了北京，从事语言文字学工作，却

是出于偶然的机遇。

请问您在半个世纪以前是怎样从美国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北

京的?

40 年代我担任中国新华银行派驻美国的代表，到新中国成立后，

我从美国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以及上海财经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

因为业余爱好，我在 1954 年写了一部 《字母的故事》，主要参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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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的研究成果，普及 “字母学”知识，而当时国内还没有这样一

门学问。

1955 年国务院召开 “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因为我写过

《字母的故事》和一些有关语言文字的文章，就被邀请出席这个重要

的全国性会议。通知我这个会要开一个月。上海复旦大学也就让我

请假一个月来参加会议。

想不到开完会以后，国务院成立一个新的部委一级的机构———

文字改革委员会 ( 就是后来的国家语委) ，委员会主任是革命老前辈

吴玉章。吴老要我留在北京，让我担任文改会研究员，负责汉语拼

音研究室工作。当时吴老年纪大了，不管日常的实际工作，由胡愈

之负责具体事务。他们比我年纪大，我很钦佩他们。我对胡愈之说:

“搞文字改革我是外行啊。”他说: “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

外行; 你在这方面有著作、有文章，你怎么是外行呢?”复旦大学校

长陈望道也劝我改行。听了这些话我就不好意思再推脱了。当时为

了建设新中国，知识分子都很热情，一心一意为祖国效劳，这样我

就留在北京了。既来之，则安之，我在文改会边干边学，就这样转

行了。

“活到老、学到老、思考到老”

最近您开通了新浪网 “百岁学人周有光博客”，几个月内发表

60 篇博文，点击阅读率已经超过百万人次，还在继续不断地增加。

您的主张得到网友们的好评，在互联网上也引起一些讨论。您是世

界上年龄最老的博主，可以载入迪尼斯世界纪录的。请问您为什么

要开通“百岁学人周有光博客”呢?

我一直关注和从事汉字电脑化的工作，25 年前我就用拼音输入

法进行电脑打字，此后就习惯于使用电脑键盘写作，几乎每周都要

用电脑打一两篇文章。我非常喜欢新生事物，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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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生事物，就是网络———新媒体。

网络———新媒体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全球化时代的网络———新

媒体本质是透明化的，反对透明化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新时代市

场经济的一个原则，就是国民经济产值、人均国民收入、货币购买

力平价、生活费指数等等统计数字的透明化，就是市场发展趋向和

公众讨论情况互动的透明化。市场经济在社会文化方面的体现，就

是公众有知情权，就是网络———新媒体的透明化。70 年以前罗斯福

就讲四大自由，现在我们进入 21 世纪，就要与时俱进超越 “四大自

由”，第五大自由就是网络———新媒体的互动的自由，叫做 “网络自

由”。

网络———新媒体时代，如果不懂得电脑、不会从互联网上获取

新的信息资源，那么他就是新时代的文盲。现代的扫盲就是要普及

电脑，扫除电脑文盲。现在全国网民已经有五亿人了，这是一件最

可喜的好事情。

您已超过百岁，还是不断发表博客文章，又有新的著述 《朝闻

道集》出版。请问您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用电脑键盘打字写作的目的，一方面是介绍我自己的心得体

会，跟读者们交流思想，我发表的不过是群众希望知道的小文章。

另外一方面是自己防止衰老。我写文章成为了习惯，“活到老、学到

老、思考到老”。有些人觉得上了年纪就不要再用脑筋了，然而心理

学家们研究的结论是: 上了年纪更要经常不断地用脑子; 多用脑子

可以长寿，不易衰老。衰老是多方面的，眼睛不灵了，耳朵不灵了，

人要生病了，这些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但最可怕的是脑筋的

逻辑思维损坏了。人们应该不断开动脑筋思考，进行逻辑思维。“用

进废退”，越用脑子就越不容易衰老。

您认为现在学校教育最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个人的经验是: 学校最应该鼓励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过去

我国教育学苏联那一套，一面倒，只鼓励信仰，不鼓励思考，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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