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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吗—工一
刖 吾

语言文字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信息的载体．是任何

文明社会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

语言文字工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关系到社会各行各业。做好语言文字工作，对于国家的统一．

民族的团结，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科技、教育和文化的发

展．以及国际的交往，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醢着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

党和国家十分关心和重视语言文字工作。由于各方面的

努力，现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的形势很好。我们应该在党自，

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抓住机遇，调查研究．真抓实千．坚持不

懈地做好语言文字工作，为国家、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为了进一步做好当前的语言文字工作．我们特地编写了

这本书。这本书．以我国社会历史发展为线索．以问题为中心．

简要地叙述了汉语言文字工作的概况．侧重介绍了新时期语

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任务和语言文字规范化知炽．最后，

还加了一些必要的附录，希冀能够对学校师生、广大读者有所

裨益。如果．这个目的达到．我们也就满足了。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语言文字形成的时

间也很早。就拿文字来说．按范文澜的说法，远在唐尧、虞舜以

前的黄帝旗就发日玎象形吏字，而且塔它来作f、篮的符号丁。艾

字发叫以后，语言文字工作便逐渐多丁起束：反映语占文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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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史册资料浩如烟海，内容十分丰富．但是，由于我们手边

的资料不多．水平有限，因此，所推出来的这本书．仅仅是给我

国的语言文字工作画一个简单的轮廓而已．我们期待着有更

多的比较科学详尽的语言文字工作志书出现。

编写这本书时．参考使用了许多专家、教授的资料．有的

已经说明了出处。书稿形成以后．又请四川师范大学张振德教

授、王均裕副教授和西南师范大学翟时雨教授加以审阅．审阅

后，他们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翟时雨教授还对部分章节的文

字作了修改。四JIl省政协副主席韩邦彦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

名。在此，我们一一探表由衷的感谢j

本书的错误，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3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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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语言文字和语言文字工作

第一节语言的起源

语言是从劳动中产生的。早在一千万年前．人类的祖先

——类人猿生活在森林里的时候．靠着采集或渔猎食物过日

子。后来．地球上的气候发生变化．森林里的食物，主要是野生

果实严重缺乏，一部分类人猿被迫从森林里迁移到平原上生

活。到了平原上，类人猿为了生存，防止敌害，常常要结队追捕

野兽，跑很远很远的路。有时还必须用后肢站立，抬头望远．债

察敌情，用前肢辅助活动，猎取食物。就这样生活若干万年，这

部分类人猿的前肢就变成了手．后肢就变成了脚．肺、口腔、声

带、喉、舌等发音器官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就从生理上给语言

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大约在两三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这部分类人猿开始

用石头、木棒制造工具。有了石制或木制的工具，并且用工具

进行劳动．所获得的食物就更多．这对类人猿的生存和进化．

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制造工具意义十分重大．它是类人

猿进化到人的重要标志。这时候．我们载可以把类人猿称为原

始人丁。

原始人的生活比类人猿的生活逐渐丰富和广阔起来，他

们从事集体的生产劳动．进行集体的生活。集体的生产和生活

需要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而邑“到了筱此间有什么东西非说

不可的地步丁”。加之．手脚分工后发音器官的改善．后求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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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熟食的增多，营养的丰富，使大赫更加发达．这一切，给

语言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有了需要和可麓，语言就会产生。因

此．我们说语言起源干劳动．人类从形成的时候起，由于劳动．

就产生了语言。有了语言．类人猿才真正变成了人。恩格斯在

‘劳动在从箍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说：“语言是从劳动

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解释”．

这也是唯一正确的结论。

第二节语言的性质

语言有语音、词汇、语法三个要素。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语法是

词的变化规则和用词造句的规则。人们通过语音可以感知语

言成分，理解语言成分。语言成分中的词汇是语言中所有的词

构成的．语言的词汇中的主要东西是基本词汇。例如现代汉

语中的‘‘人”、“手”、‘‘天”、“地”、。国家”、。和平”等等，都是基本

词汇．词汇反映语言的状况：词汇越丰富、越纷繁，语言就越丰

富、越发达。语言的语法构造及其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

语言特点的本质．

语言的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一方面语言依存于社会。语言

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死亡而死亡。只有人类

社会才有语言．才有真正完善的语言．动物界是没有完善的语

言的。虽然．动物可能发出声音表示感情．但是，它们没有基本

词汇和语法构造，因此，动物发出的声音不叫语言。这就是说．

语言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人类社妥存劳动中产生了语言，

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社会生活等都会促进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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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因此，斯大林说：“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

生和发展的。语言随着社会韵死亡而死亡．社会以外是没有

语言的．”

另一方面．社会不能没有语言。无论郡～种社会，哪一个

人，都需要交流思想，传递信息．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要依靠语

言。就象需要阳光和水一样，一个社会、一个人无时于刻无不

需要语言．离开了语畜，人们就不可能同自然界体斗争，就不

可能建设社会，创造财富．就不可能过各式各样的生活．由此

可见，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没有社会一切成员共同的语

亩．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就会崩溃，就无法作为社会而存在下

去。因此。斯大林在<给同志们的回答，中说：“有声语言在人类

历史上是帮助人们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结合成社会、发展自己

的思维、组织社会生产、与自然力量作胜利斗争并达到我们今

天所有的进步的力量之一。”

二、语童是全民的交际工具。首先．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

际工具．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工具和

生产工具一样，它对社会任何人都表现出一视同仁的态度，为

社会服务。但是，语言工具又与生产工具有本质的差别。生产

工具生产物质资料，而语言工具则什么也不生产，或者只是

“生产”词而已。如果语言能生产物质资料的话．那么，夸夸其

谈的人不就成为世界上的富翁了吗?

其次，语言的刨造不是哪一个人的事．而是氏族、部落和

民族的事，是全民的事，所以语言在全民中产生，为全民服务。

在阶级社会，语言为各阶级服务。当然．人们、各社会集团、各

阶级对语言也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们竭力利用语言为自己的

利益服务．把自己的特辫词汇．即术语和特殊用语加到全民的

语肓中去．例如习惯语、同行语、沙龙“语言”等。这些特殊用

·3·



语，{；蓐不能把它幻看作语言，因为它们没有自己的语法扮遣和

基本词汇．它们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使用．

三、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思维就是动脑筋．进行思考．它

与思想不同，思想是动脑筋的结果，是恩考的内容。人们不仅

说话要运用语言，而且思维也要运用语言．据说1，有科学家做

过这样的实验：把电极装在受试者的下膳或者舌头上．然后请

他算一个简单的算术题。一次用口算，～次用心算．结果在两

种情况下发音器官的动作的电流记录是相同的(资料引自高

名凯、石安石的《语言学概论’)．这就证职．人在思维的时候，

也在。说话”。不过是无声的。说话”罢了。斯大林说：。不论人的

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

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诃和句的基础上才能

产生和存在．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

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语)

思想的宴在性表现在语言之中．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能谈到同

语言的‘自然物质’不相联系的思维．才能谈到授有语言的思

维。”没有语言的思维是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思维必须在语

言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哪怕是沉思默想，也不可以没有语言材

料。人类思维的工具是语言，思维的成果又依靠语言的帮助得

以巩固和发展。

第三节文 字

文字的定义有广挟二义。从广义上辨．儿是用来传递信

息、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都可以称为交字。从狭义上

讲．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是语言的视觉信号系统，是一种

文化工具和信息戴体。文字的f“现在语言上的意义是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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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

文字起源于图画。原始图画在发展过程中分为两支，一支

成为绘画艺术，一支成为文字。人类最初用来交流思想、记录

语言的图画，有人叫“图域文字”，其实，这不是文字．是文字

画。

文字与文字画是有区别的。文字画虽然是形蒙的，画一个

人．就是“入”字的表示．画一支瘫，就是“鹿”字的表州、．娩容易

表达，又容易认识，但是，有一些词义，用图画就表达不出来。

例如数词、虚词、表示事物属性的词，以及其他一些表示抽象

意义的词．其字形就难于画出。虽然．在文字画阶段．已经开始

用抽象的图形来表达意思了，这叫表意字。但是．表意字在表

达语言时有局限性。因为表意字字形本身只跟所代表的词义

有联系，跟诃的语音没有联系，所以．在文字发展史上，不得不

借用某个字或某种事物的图形来作为表音符号．于是出现了

假借字。‘‘外公死儿—一没救(舅)”，这个“舅”字，就是。救”的

同音假借字。由此看来，跟图画有明确界限的表意字和假借字

的出现，是文字形成过程正式开始的标志。

后来，或者在这同肘．人们把表音字的符号和表意字的符

号组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新字，这种新字．叫形声字。形声字的

应用，大大提高了文字表达语言的Ⅱ月确性，是文字体系形成过

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形声字出现后，原始文字大概叉

经多方改进．多敬变化．才发展成为能够记录语言的文字体

系。

从文字的形成过程来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既然是漫长

fj0过程．文字就不是哪一个人能够独创的。所谓仓颉造字．也

只是一种传说，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是汉字的创造者。

《苟子·解蔽》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许慎《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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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解字’说：。黄帝之茛仓颉，见鸟兽远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

别异也，韧造书契．’’刘安‘淮南子'说；“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

夜哭”．王充‘论衡)说：。仓颉四日。”越说越远，终于把仓颉变

成了文字之神．

随着遗字的神化，人们在汉字的使用上便一直涂上了迷

信的色彩．我们在‘汉字规范手册’一书中曾经写道；

写了字的纸不能乱扔，要。敬惜字纸”．测字，画符，都是对

汉字的迷信．有的人用字还讲避讳，无论人名、地名、城市名或

器物名、店铺名，帮要选择好听、吉利、富有意义的字．例如．人

名用字就很讲究．许多人使用“国”、。伟”、。山”、。海”、。英”、

。芳”、。香”等汉字!囤个音义美好。皇帝、长官、长辈的名字不

能直呼．就是有名字．也还耍取个。号”，呼“号”不呼名。地名

用字也很讲究．据说深圳市的上步区谐音。不上去”，最近就改

为福田区．数字用法，避讳也多，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汉字的

书写也有蹙讳。例如，书写家神。天地君亲师”的口诀就是：“天

不满东南．地不满西北，君不开口，亲不闭目，师不并肩。”这里

的“亲不闭目”．是说“亲”的繁体字“栽”右边的见字不能封

口；。师不并肩”是说师的繁体字。断”字。左边第一笔的撤，不

能与右边第一笔的横写在一个水平线上。为要使母亲长寿，

“母”字也不封口。如果有的字不能写，就借用同音字，或者少

写一笔。

科学的造字观告诉我们：文字不过是～种文化工具。它是

人们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创造出来的．而且，由于人f『j的

不断努力．使文字永远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这一点．必须十分

明确。 ．

文字既然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是一种文化【

具．它就在时间上和空间t扩大I．语言的乏际功能作用。t订文

．6·



字记录的古典文献、文物古迹．几千年、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

都还能认识、了解．作为文化遗产继承下去，并且不分地域、国

别．都可以进行学习和交流．全靠文字的功劳。有了，文字和丈

字的记载．人类历史就从野蛮的历史进入文明的历史。所以．

文字在记录语言、进行交际、保留文化遗产等方面．发挥『-巨

大的作用，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第四节语言文字工作

语言文字工作(简称语文工作)．不是历史一开始就何f}j．

它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的。

在原始社会．谈不上语文工作。原始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

是大小不同的氏族公社．最初是母系氏族，后来发展为父氏

族。氏族内部选举产生酋长．由酋长管理氏族的事情。由于原

始社会的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很少。已经形

成的氏旌语言非常简单，没有文字．不需要也不可能有语言文

字工作。氏族语言的掌握，主要依靠氏族内郝的互相学习和帮

助，没有专门的语言训练．更没有语言学校。儿童学习语言．除

了向母亲和家里其他人学习外．还要向游戏中的同伴学习．向

氏旅内部的成年人学习。这种帮助别人学习语言的工作当然

是很简单的，虽然带有语文工作的性矮．但还不是完全意义上

的语文工作。即使在氏旌的基础上形成了部落．产生了部落语

言；不同部落之间卫产生了方言+整个原始社会．由于人们的

交往彳：多．没有也不需要存，、去馓消除方言隔罔的_I：作；‘

完一皂意义上的语言之亨j[作硅龟蚁柬社会前夕文字产j：

的时候干正式开蛤的。当语言形成之聍．在一个性长的』灯史时

_眭fj内，没有记录语吾’的文字符号．阿丽也没有氍fjl文字丁：作。

刮造文亍f{：蛤，三H，赝屉i捂寿文字I：f{：Ⅲ则，：”：竹_生三=字f10



工作就是一种语文工作。在原始社会里，也许已经有人用图画

来表达意思，或者结绳记事．这虽然带有创造文字的性质，但

是，人们画的图形，结的绳结，本身不是文字．原始社会的历史

条件不可能创造文字．其是到了奴隶社会前夕，社会生产有了

较大的发展，社会产品有了更多的剩余，加上阶级慢慢产生，

出现了国家，这个时候才有了创造文字的需要和可能条件．人

们才开始系统地创造文字，社会上才有语言文字工作．

社会向前发展，语言文字工作也在向前发展。方言发展多

了，这个地方的人听不懂那个地方的话；文字创造出来了，又

多又繁，难于认识和使用．这就需要统一语言文字。从奴隶社

会直到社会主义社会，部有～个统|『语言文字的问题，并且．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统一语言文字的工作就显得越来越重

要和迫切。拿我国先秦时代来说，。文字异形，言语异声”，不利

予社会发展。秦灭六国后，实行“书同文”的政策，统一文字．促

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由此看来．封建社会有语言文字的

统一问题，即有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问题．不过．封建社会是

小农经济社会．人们可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对

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要求不是那么迫切。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情

形就不一样．

资本主义社会是工业化的社会。工业化需要统一语言。因

为要工业化．人口就要集中．人口集中，方言就要集中为共同

语．同时，在工业化的过陛中，商品生产多了，商品交换就频

繁．就需要扩大和统一国内市场。要扩大和统一国内市场．就

需要统一语言。所以，列宁曾经在论民族问题时这样蜕：

。在全挂上界～L．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

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商品生

产获傅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蓄同

一种语言的，、昕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
．R-



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爵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

障碍．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育的无

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

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

各个阶级组合的最主要条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

d,IJ,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幕起来的条件。”

杜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社会．如果

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财富比历史上所有社会创造的财富的

总和还要多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属于共产主义社会低

级阶段)以及包括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

社会．其财富之多，叫做产品极大丰富，可以实行‘；‘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了．要达到这个理想境界，没有规范化、标准化的语

言文字作为交际工具和社会条件，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社

会主义社会语文工作就更加重要和迫切．

这里．我们妻明确的是，我国自夏朝奴隶社会前夕产生汉

字以来，直到今天，语文工作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民间到政

府。由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到语盲文字的信息处理、语言文字

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等，范围越来越广，内容越来越丰富．

如果要分阶段的话．我们可以大体上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古代语言文字工作(自夏朝至清朝1840年近

代史开始前)；

第二阶段：近现代语言文字工作(自1840年近代史开始

至19,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I

第三阶段：当代语言文字工作(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今天)。

以下第二、三、四、五、六、七章．我们就简述这三个阶段语

言文字工作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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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古代语言文字工作(上)

第一节汉语规范化工作

一、汉民族的形成。前面讲到，早在远古时代，我国的居

民最初以氏族后来以部落的形式而存在．居住在东方的称为

。夷族”．居住在西方的殷商前代称为“夏”。因为周秦部族奠基

都在陕匿．接近华山，所以汉族古代称为“华夏”．直到公元前

100年以后，这时汉朝的汉武帝，汉宣帝在位，世界上才开始

把。华夏”改为“汉族”．汉民族的形成，完全符合斯大林给民族

下的定义。斯大林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

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

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依据斯大林这个定义的四条

特征，汉族一条也不缺，说明中国历史上自秦汉时起，汉民族

就开始形成了。

汉民族形成之岳。经过两千多年的锻炼．确实具备着民族

条件和民族精神，所以，当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后，一方面，中国

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一方面，民族反抗运动蓬勃兴

起。例如．太平天国、义和团两次大规模的民族反抗运动，都是

农民阶级发动的．根本没有资产阶级领导。这个事实，说明了

汉民族在中国资产阶级产生以前，早就是一个完整的民族，是

一个稳定而叉坚强的“共同体”。

现在，居住在国外的华人(汉人)尽管与我们没有斯大林

说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然而，他们是汉民族的詹

商．他们的根在中国．他们与我国汉民族有共同语言，文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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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心理素质，所以，他们还是汉族．他们热爱祖国，关心和

支持我们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

二、汉语规范化的概况．汉民族的形成，表示着汉语的形

成。汉语的形成过程，如前所述，最初也是氏族语言，后来发展

为方言，方言又发展为部落和民族语言，这些发展都与经济发

展密切相关。马克思说：“方言经过经济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

一的民族语言。”这是民族语言形成的道路．因此．统一的汉民

族语言的形成，总是和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分不开的。随着经济

和政治的发展，汉语的规范化工作也在发展．在古代，主要表

现在从雅言发展到官话．

雅言。这是古代的共同语。早在东周列国时代，尽管。言

语异声”，但是人们彼此之间“朝聘会盟”，需要讲共同语；经

济、文化的往来也要讲共同语．这时的共同语，最初叫。夏言”，

后来才叫。雅言”．雅言通行的地区主要是从秦晋到齐鲁(黄河

中下游一带)，西南、江淮地区也有通行的．雅言的由来，实际

上是秦朝以前一千多年闻由古汉语积累发展而来的．

稚言的使用范围很广。主要是在写作、诵读、典礼、交际等

方面使用。

古代文献一般都是用雅言写的．例如，秦朝宰相李斯写了

两篇东西，一是‘秦璋琊台刻石'一书．四字一句的韵文．是用

雅言写的。一是《谏逐客书’，语言接近当时的口语。还有‘诗

经》、《楚辞’、‘尚书》、《论语)、《左传'》、《战国策》》，<史记’等，

都跟李斯的两篇作品～样基本上是同一类型的“雅言”。

诵读、典礼、交往，当然也用雅言。‘论语·述而》说：“子所

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因为‘诗经》、《尚书》(即：“诗、

书”)是被儒家列为经典著作的，是用雅言写的，所以．文人学

子要把它们作为诵读或学习的依据。典礼(“执礼”)、交往等都

在公众场合，所以仍然要用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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