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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牛
醒
醒

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典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在政治、经济、文

化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影响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的

方方面面。语言文字能力是一个人能力和素质构成的基础，是人力资源

质量的索要体现。

建国伊始，语言文字且作从识字扫盲开始。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各项

事业百废待兴之时，国务院作出了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和

简化汉字的重大决策，既是当时形势发展的必然典求，也充分说明了话

宫文字工作对教育、文化、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基础作用和深远影响。改

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语含义字为经济社会服务的过程中，语言文字工作

本身也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基本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工作体系。

在我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迈进

的新的历史阶段，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发挥语言文字独特的文化作用

成为语宫文字工作的方向。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世界各国对文化传播越

来越重视，语宫作为文化载体的作用越来越凸现出来，向国外推广本罔

语言已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许多罔家甚至已经把通过推广语宫传

播文化列入了罔家战略，变成了一项重要的政府行为 O 语言文字正在成

为国家"软实力"重要标志。全球"汉语热"现象与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力增

强相得益彰，语言文字工作正在走进一个史广阔的天地。

在新中国成立 60 年之际，罔家语委开展了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 60

年系列宣传纪念活动，为了配合国家编写《新中因语言文字工作 60 年纪

事~ ，我们第一次审视我省语言文字工作发展的历史。

吉林省是一个解放较早的省。建国前后就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开始了

识字扫盲运动。建罔初期又掀起了推广普通话的新热潮。 20 世纪 50 年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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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以后，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和推行简化汉字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

起来。改革开放后，我省的语含义字工作进入了新时期。 l阳98例4 年，我省

第一次建i立汪了与罔家机构相对应的"吉林省文字改斗苹艺委员会

相对独立机构，但开始有了专职工作人员口 1ω986 年，随着我国语言文字

工作重心的特移"吉林省文字改革委员会"改组为"吉林省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 0 2004 年，省政府加强了对语言文字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完善了

以主管副省长为主任，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吉林省语宫文字工作委

员会"0 2005 年，成省颁布实施了《吉林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条例} ，使

我省语言文字工作进入依法管理的新阶段，呈现出科学、健康、可持续

发展的新局面 O

吉林省还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省，朝鲜族和蒙古族都有大受人口聚

居。少数民族语宫文字工作不仅关乎民族发展，也是关系到民族团结、

边疆稳定甚至国家安全的大事。我省在 1952 年就建立了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是全罔最大的朝鲜族聚集区，东北三省以至国家的朝鲜族语言文字

方针、政策、规范、标准，一般都由我省来组织制定。 这是我省语宫文

字工作特殊而又萤要的一个方面o

把战省的语言文字工作历程整理出来，以编年体形式集成《吉林省语

言文字工作 60 年纪事〉并出版，在我省还是第一次。编写此书的目的就

是力求对一段历史时期我省的语言文字工作做一个客观、真实的记录，

使读者对我省语古文字事业的发展过程有一个概要的了解，也为广大语

宫文字工作者、地方史志研究人员提供一些有价值的重大事件的线索和

史料。这本书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和纪念意义。

孙鹤相

2010 年 3 月 30 日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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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年 2 日}吉林省教育厅主办的《教育通讯》杂志创刊。办刊宗旨是:指导
模范校、模范教员运动的开展;交流、改进中小学教学工作的经验;椎动工农成人

文化识字教育和冬学工作。该杂志在出版了 16 期后停刊。

[11 年 9 日}中共宵林省委宜传部、省教育厅联合发出《古林省 1949 年开展冬
学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各县旺在去年组织午、夜校识字班已取得良好效果的慕

础上，今年要组织有区村干部领导、党团员带头、群众积极分子做骨干的各级冬学

委员会。今年要开展有 60 万人参加的冬学运动，在质量上要求识 500 字的 5 万人，

识 300 字的 15 万人，识 200 字的 40 万人。

[11 年 28 日 H教育通讯》冬学增刊报道:吉林省教育厅为了顺利开展冬学工
作，在东北人民政府文教部编写的《冬学课本》出版前，以华北《民校识字课本》为蓝

本，结合吉林省农业生产情况，编写了《冬学识字补充课本} ，以应急需。识字课本

计 30 ìi果。

[12 年 20 日]吉林省教育厅发出《中学生寒假冬学工作要点} ，要求吉林、长
春、延吉等地的中学组织冬学工作队、文工队，下乡参加冬学运动，教农民识字并

进行时事政治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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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5 日}吉林省教育厅发出《关于冬学的指示》。指示强调，冬学结束店，
不应该完全放弃学习，而应该生产、学习两不误，农忙时可复习巳学过的学词，农

闲时可适当学习一些新字词，不断巩固已取得的成绩。各级政府可根据具体情况，

认真组织动员，打通群众思想，要群众自觉选择创造组识形式与学习方法。把长期

的、各种组织形式相结合的农民学校组织起来，是一件重大的事，应部加研究，做

好这项工作。

[3 月 28 日]吉林省教育厅转发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中小学教育工作的
指示》。指示要求:…、组织教员学习，加强对学习的领导，中学以各科教研组为

单位，学习苏联教学经验，改进教法。二、加强对群众办学的领导，提倡人民办学，

对办学有成绩者予以奖励。五、城市中小学及有条件的农村中学，可酌情开设夜校

或速成识字班或实行小先生制，组织校外儿童学习，推行识字教育。四、厉行节约，

实行经济核算，适当紧缩开支，挤出必要经费开办破校或速成识字班。

[6 月 22 日}中央教育部批准延边大学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立图书
馆、金日成综合大学、:ïJl-壤师范大学、平壤农业大学、科学院、社会科学院等部门

交换朝汉文图书。

[6 月 30 日}宵林省文教厅发出通知指出:由于过去对中罔文法了解或重视不
够，以玫在写作和批改学生习作中，时常发现文法错误和文理不通现象。为此，要

求中小学全体周文教员，将日叔湘《读报札记》、叶圣陶《类乎"喝饭"的说法》和《人

民日报》短评《请大家注意文法》作为业务学习参考文件，并适当加强学生的文法教

学，以消灭学生写作的文理不通现象。

[7 月 10 日}吉林省文教厅、团省委、省学联联合发出《暑期学生工作通知》。
通知要求:一、城市及工矿区组织学生夏令背井帮助工人学习文化。工、农村学生

协助政府进行推广种植大麦的宣传，教农民识字。豆、各市学校团组织举办干训班，



1950 年

组织学生干部学习《青年四学校(大中学)支部工作纲要》等文件，总结工作经验，拟

定下学期工作计划;协助政府做好参加和平签名运动的宣传工作，使签名者从团员、

青年学生扩展到居民群众中去O

[11 月 4 日]吉林省文教厅发出《今年冬学工作指示》。指示提出:今年冬学
的方针是从巩固中发展，主要是恢复、巩固和提高现有成绩，不求数量，但求质量，刊

贵在坚持。冬学对象以应、村、电干部和积极分子为主，群众自愿参加;要根据学

习进度快假编班，识字要求基本上达到会认、会写、会讲、会用，防止操之过急。

问时要加强时事政治学习，积极进行反对荣帝国主义侵略、保家卫国、保卫世界和

平的教育G

[12 月 7 日]吉林省文教厅发出《今年冬学工作补充指示》。指示指出:今年
冬学对象除区、村、也干部和积极分子外，应当鼓励群众参加;教育内容仍以文化

学习为主，以识字教育为重点，在开展日常政治教育、生产思想教育和卫生教育的

问时，结合"抗美援朝，保家卫罔"运动，加强时事宜传教育。

[12 月 10 日]吉林省文教厅、省工会在吉林市联合召开全省工农教育会议。
会议总结了全省各地四个月来开展工农教育的情况，明确了全省贯彻落实全国工农

教育会议精神的具体方针:开展识字运动，逐步减少文宵。全省各市县文教科长、

各大厂矿义教委员会主席和各市县工会文教部长等 82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历时 4

天，至 13 日结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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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30 日]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出《关于继续开展冬学工作的指示》。指
示针对今冬开展冬学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指出:一、文化课与时事政治课应分别进

行，在时间分配上一般仍按照定计划，即每周识字课占七分之五，时事政治课占七

分之二。二二、时事政治教育在系统讲授部编《时事政治课本》的同时，应增加讲授报

纸、杂志所刊载的最新时事内容，时间比重可各占一半。二、文化课仍须以部编

《农民文化课本》为教材，正确讲解课文内容和宇词本身含义及其正确的使用法，反

对离开课文牵强附会地联系思想政治。

[3 月 20 日}吉林省文教厅转发《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转发之巾央人民政府教
育部关于冬学转为常年农民业余学校的指示}，要求各市、县、旗根据这一指示，

将冬学工作做出总结，务必于 4 月中旬报省，以便月底汇集报部。

[5 月]~文教工作》第二卷二至五期，针对小学中年级国语读法问题展开了讨
论。讨论认为，国语教学应重视朗读和默i卖，中年级朗读比重应占半数以上，同时

适当配合默读，不应究余取消默读，唯有使儿童养成默读的习惯和方法，才能提高

朗读能力并巩固旧忆。经过讨论，初步统一了广大教师对朗读教学的认识，纠正了

教学中的偏向。

[8 月 30 日}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出~1951 年下学期中小学教育工作补充指
示》。指示对少数民族教育提出:要有计划、有准备地使蒙古族学校逐步使用本民

族语言教学;加强朝鲜族学校汉语文学习 o

[9 月}延边大学师范系开始组织针对仅族学生的朝鲜语学习班，第一期招收
北京大学东方语系朝鲜语专业借用讲读生 10 人，学习期一年。

[11 月 24 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发白《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
指示提出:…、农民业余教育要以农村干部、积极分子和有组织的青壮年为主要对

象，要创造条件成立农民业余初等学校或识字学校，坚持常年学习。二、农民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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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等学校和识字学校课程以文化课为主，同时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生产技术教育和

卫生健康教育。三、学习要在保证数量的问时保证质量。四、大力培养师资。

[12 月 5 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教育及开展本年
冬学教育的指示》。指示要求:一、在 1950 年冬学及 1951 年常年学习的基础上，积

极开展本年冬举农民业余教育工作，以农村干部、积极分子以及有组织的青壮年男

女为主要对象。二、农民业余初等学校与识字学校的课程，以文化课为主，应加强

政治思想教育，并适当加强生产技术和卫生健康教育。三、学习上要保证数量发展，

同时保证质量提高。四、组织与培养群众教师是非常重要的，各市、县冬等学习开

始前，以县为单位，较普遍地进行集训，由县文教科直接领导。五、学习时间接东

北人民政府的统…要求安排，各m、县呵根据本地生产的具体情况，适当延长和缩

短，但必须保证做到全年最低 280 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六、农民业余初中等学校节

识字学校，元论分散与集中，所用之教材，均应统一使用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所规

定的最新教材。七、各市、县、旗人民政府应根据中央人民政府、东北人民政府和

吉林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指示精神，切实把今年冬季农民业余教育工作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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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吉林省文教厅学习苏联组膛，加强语言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为
参加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的语文教学改革会议作准备，在省实验初级中学(吉

林市， 1955 年暑期迁至长春市)举办了全省语文教学观摩谍，由员素贞老师讲《谁是

最可爱的人》一课。课后经过评议，进一步明确了语文课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

和方法。这次观摩课的教学总结成为吉林省报送东北旺i杏文教学改革会议的经验交

流材料。

[4 月 5 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区区委书记朱德海指出"朝鲜语向平嚷着卉。"

[4 月 24 日 1 <东北朝鲜人民报(朝文版n (1955 年 1 月 1 日更名为《延边日
报})开始取消朝鲜文中央用的汉字。

[5 月 28 日]吉林省文教厅、省工会在吉林市联合召开推行速成识字法会议。
会议传达了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和东北阪总工会召开的"推行速成识字法会议"的各

项报告，提出了吉林省推行速成识字法的计划要点。要点强调:首先要培训干部和

师资，然后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后，再全面推广。要点要求:年内要·扫除职工文盲

15000 名，其中产业工人干部、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中的文盲~首先扣除;明年 2

月底前要扣除青壮年农民文盲 35 万，其中村屯干部、党员团员、生产模范和积极分

子中的文盲要首先扫除。

[6 月 8 日}吉林省文教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在吉林市联合召开吉
林省推行速成识字法工作会议。会议主要任务是培训第一批推行速成识字法的师资

和骨干。金省各大厂矿、各市县党政工青姐的文教宜传干部计 238 人参加了会议，

另有吉林市文教工作干部 100 余人列席会议。会议历时 9 天，至 16 日结束。

[7 月 15 日]吉林省文教厅究成了全省蒙古族教宵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显
示:全省共有蒙古族小学生 1174 人，其中前郭旗有 1078 人，占全旗蒙古族人口的

7. 7% ，占企旗适龄儿嚣的 49% ;前郭旗有蒙古族教师 31 名，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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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占 60% ，其中只有 2%相当于蒙古语文初中文化，一般只会说不会写。由于居住

分散，又缺少师资，蒙汉学生都是合校合班用汉语进行教学。

[9 月 1 为推行迎成识字法，开股扫除文盲运动，吉林省成立了扫除文盲运动
的专门领导机构:吉林省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由 22 人组成，省委书记牵梦

龄为主任委员，省委宜传部副部长宋撒腿、文教厅厅长田质成为副主任委员，文教

厅副厅长庄彝尊为秘书长。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张立业任主任，严洪勋、玄兆义

任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委员会于 9 月 7 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听取了关于东北

区召开的推行遮成识字法工作干部会议的汇报，研究讨论了吉林省关于推行速成识

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实施计划和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

[9 月 9 日]吉林省扫除文窗工作委员会在吉林市召开吉林省推行速成识字法

开展扫除文盲远功大会。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东北区扫除文盲工作会议精神，总结

交流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经验，布置近期工作任务。全省各大厂

矿、各市县旗的党政工背妇等宜教部门的负责干部和社会教育工作人员计 319 人参

加了会议。会议历时 3 天 .Æll 日结束。

[10 月 17 日]吉林市为贯彻东北脏、吉林省的指示，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

扫盲运动，正式成立了"吉林市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由 38 人组成，市委

书记辛程为主任委员，市长韩容鲁、市委宜传部长夺奇、市郊委书记刘万金、市工

会主席李商龄为副主任委员，市政府文教科长陈iE之为秘书长。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负责日常工作。

【 10 月 24 日]宙林市扫除文宙工作委员会召开吉林市扫盲动员大会。大会昕
取了有关东北旺和吉林省扫盲工作会议的各项重要报告和决议，交流了一些典型的

扫盲工作经验，布置了吉林市一年内的扫商计划。会议历时 2 天，至 25 日结束。

[11 月 1 吉林省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目前全省速成识字扫盲工作的
指示》。指示指出:一、扫盲工作要坚持从点做起，由点到国，扎实推进，逐步扩

大的方针。二、加强速成识字教师的培训工作，大部分师资要能够胜任教师工作，

少部分可以从事辅导员工作。三、要展开杜会性的广泛、深入的宜传工作，动员一

切社会力量投入到群众性的扫盲运功中去。四、各级扫除文盲埠动委员会要集中领

导，坚决贯彻全省扫盲工作的方针和步骤，彻底完成任务。五、不同行业的扫盲工

作不能齐头并进，要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确定扫盲进度。

[11 月 14 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关于今冬农村妇宙工作的指示》。指示要点
是:一、推行速成识字法突击拍宵，从 12 月 1 日起，一气完成，毫不问断，坚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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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使回生。二、正在训练的…万名扫盲教师，必须使其究企胜任，这是完成扫

盲工作的巾心关键。三、以农民学校或冬学有基础的区、村、屯为重点，推行速成

识字法经验，有步骤地完成扫盲工作任务。四、经费除训练师资和专职教师工资按

省规定数垫支外，其他费用发动群众自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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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东北区教育工作会议决定，自 1953 年秋事开始，取消中小学朝鲜语教
材中央用的汉字，并改竖排为横排。

[2 月 5 日}吉林省文教厅决定，对为培养初中外语教师而设在吉林高中和长

春高中的俄文专修班进行调整，将两校的专修班学生并人吉林师范学校，并根据学

生实际文化程度调整班级。

[3 月}东北师雨大学中文系语文教研组编写的内部资料《语言学参考资料》出
版。

[11 月 27 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调整省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任命
宋振庭为主任委员，应彝尊、划影长为副主任委员，于立仁等 8 人为委员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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