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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选编序言
一　本书的作者周有光先生
　　周有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
当这本论文集出版的时候，周先生已经进入百岁遐龄。
我们选编这本论文集，为的是向读者推荐周先生的学术思想，同时也是向周先生百岁华诞表示祝贺：
我们衷心祝愿这位令人敬仰的世纪老人健康长寿，青春永驻。

　　周有光先生原名周耀平。
1923年就学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经济学。
1925年因五卅惨案离校，改入由爱国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继续学习，1927年毕业。
1927年至1948年，任教于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等校；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
，并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
1949年上海解放后回国，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业余从事语言文
字研究。
1955年奉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
周先生来到北京后，先后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语言文学应用研究所研究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中文版)“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三编审之一、《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顾问委员
会”中方三顾问之一、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
20世纪50年代曾应邀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等课程。
周先生还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教育组副组长。

　　半个多世纪以来，周先生在语言文字学领域辛勤耕耘、开拓创新，先后发表专著近30多部、论
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周先生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研究的中心是中国语文现代化。
他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做了全面的科学的阐释。

二　本书的主要论点
　　这本论文集选收了周先生的学术论文42篇。
下面简要介绍这些论文的主要论点(有个别论点引自未收入这本文集的周先生的著作)，供读者参考。

　　1．人类语言生活的历史进程。
人类形成的时候语言就开始萌芽了。
距今一万年前人类社会进入了农业化时代，在农业化时代的后五千年中人类创造并传播了文字。
距今三百年前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工业化时代的语言生活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确立和普及国家共
同语，另一件是发明、发展和推广传声技术。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入了信息化时代。
信息化时代的语言生活有两件突出的事情：一件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电子计算机用于处理语言文字
，并发展为信息网络；另一件是国际共同语的发展。
文字、国家共同语、传声技术、电子计算机和国际共同语，这就是人类语言生活里先后出现的五件大
事。
其中的文字、传声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提高了语言的传播功能，国家共同语和国际共同语扩大了语言的
流通范围。
当前，发达国家的目标是推进信息化，发展中国家的目标是追赶工业化和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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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兴起与取得的成就。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与社会发展的这一总趋势相适应，兴起了中国语文现代化
运动。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语文生活的特点是：方言加文言，汉字繁难，文盲众多。
这样落后的语文生活妨碍了教育的发展，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综观中国语文现代化一系列运动的要求，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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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现在，中国语文生活的特点已经发展为：普通话加现代白话文；汉字经过整理和规范化，繁难的
程度有所降低，而且有了辅助汉字的汉语拼音。
中国语文现代化支持了中国的现代化。

　　展望21世纪的华语和华文，它的变化趋势是：(1)规范的华语将在全世界华人中普遍推广。
(2)汉字将成为定形、定量、规范统一的文字。
(3)汉语拼音将帮助华文在网络上便利流通。

　　3．中国的双语言生活。
现代是双语言时代，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既需要国家共同语，又需要国际共同语。
日常生活和本国文化用国家共同语，国际事务和现代文化用国际共同语。
中国的双语言原来是指推广普通话：从只会说方言，到既会说方言又会说普通话。
方言是家庭和乡土语言，普通话是学校和社会语言，这是国内双语言。
现在又有了第二种含意：就是从只会说普通话，到既会说普通话又会说英语，这是国际双语言。
英语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它不仅没有阶级性，而且也没有国家的疆界。
它是一条大家都可以走的世界公路，谁利用它，谁就得到方便。

　　4．汉字的两面性。
任何文字都有技术和艺术的两面性，拼音文字技术性强而艺术性弱，汉字相反，技术性弱而艺术性强
，汉字的艺术优势掩盖了技术劣势。
在从古代文明转变到现代文明的历史转折时期，汉字既是古代文明的宝贝，又是现代文明的包袱。
汉字难学难用，主要不在笔画繁，而在字数多。
字符从多到少，从无定量到有定量，是文字进化的规律。
为了降低汉字的学习和使用的困难，要限制汉字的字数，利用常用字，淘汰罕用字，实现汉字的规范
化。
同时发挥汉语拼音的作用，在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地方使用汉语拼音。

　　汉字学包括三个部分，就是：(1)历史汉字学；(2)现代汉字学；(3)外族汉字学。
现代汉字学研究现代汉字的特性和问题，目的是为今天和明天的应用服务，减少汉字在现代生活中的
不方便。

　　5．比较文字学的研究。
为了找寻汉字在人类文字史上的地位，要研究比较文字学。
为了给世界各种文字分类，要建立文字“三相”分类法。
所谓“三相”就是文字特征的三个方面：符号形式、语言段落、表达方法。
任何一种文字都有“三相”，“三相”的综合聚焦就是这种文字的类型。
例如现代汉字属于“字符·语词和音节·表意和表音”的意音文字。
综观5500年的历史，文字的发展方向是“表形、表意、表音”，个别文字如此，文字系统也如此。
汉字在中国只有量变，没有质变。
传到日本，从书写汉语到书写日语，从万叶假名变为平假名和片假名，这是从表意到表音的质变。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

文字的演变和发展是极其缓慢的。

　　文字有极强的惯性；历史越久，应用越广，惯性越强。
不论你是喜欢汉字，还是讨厌汉字，下命令废除汉字是行不通的，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命令。
汉字在中国相当稳定，现在没有改为拼音文字的迹象，拼音只是一种辅助的表音工具。

　　6．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与推行。
汉语拼音有三个原则：(1)拉丁化，采用世界使用最广的拉丁字母；(2)音素化，采用音素制的音节结
构；(3)口语化，拼写北京语音的语音系统。
汉语拼音有三个“不是”和三个“是”：(1)不是汉字拼音方案，而是汉语拼音方案。
(2)不是方言拼音方案，而是普通话拼音方案。
(3)不是文言拼音方案，而是白话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使汉语的字母从“民族形式”到“国际形式”，从“国内使用”到“国际
使用”，从“国家标准”到“国际标准”。
汉语拼音方案是以音节为单位的拼写法规则。
为了使汉语拼音能够拼写汉语，还必须建立汉语拼音正词法，也就是以词为单位的拼写规范。

　　7．中文信息处理的双轨制。
为了使中文信息处理赶上时代的发展，必须采用双轨制：一方面有汉字的计算机，另一方面有汉语拼
音的计算机。
输入拼音、机器自动转换为汉字的“拼音转变法”已经成为中文信息处理的主流。
中国语文要想在国际互联网上占有适当的位置，必须利用拼音正词法作为汉字文本的处理媒介。
网络化离不开汉语拼音，离不开正词法。
汉语拼音是电脑和中文的接口。
开放的中国正在跟世界接轨。
汉语拼音是中国文化和国际文化相互交流所必须经过的国际文化桥梁。

　　8．现代文化研究。
语言文字是信息的载体，与文化密切相关。
中国在现代化的路程上，一方面必须接受世界的先进文化，同时也必须吸收传统文化里的有益的成分
。
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是并行不悖的。
利用传统的好处是：行远自迩、驾轻就熟，符合习惯、事半功倍，可是利用传统文化必须警惕食古不
化、以古害今。
华夏文化既有光环，又有阴影，阴影有时盖过了光环。
高声歌颂光环而不敢正视阴影是自己欺骗自己，正视阴影是争取进步的起点。

　　以上的八个方面构成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理论的科学体系，是周先生贡献给社会的宝贵财富。

三　中国语文现代化在争论中前进
　　周先生说：“中国的语文要不要改革，从‘五四’白话文运动起就是有争论的。
白话文运动发展到简化汉字和拼音化，争论越来越大，而且争论从中国国内扩大到世界各地的华侨社
区。
有争论是好现象。
真理愈辩愈明。
批评是改进工作的动力。
中国的文字改革是在争论中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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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的前进思潮不断遇到复古思潮的阻拦，相互抵消力量，使改革欲行又止。
”“中国语文的现代化是在一起一伏的波浪中前进的，因此进展缓慢。
缓慢是语文演进的规律。
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今天，中国大陆的语文思潮进入一个新的复古时期。
经验告诉我们，退潮之后会有涨潮。
历史的总趋势是前进。
”
　　我们认为，语文领域的复古思潮最终不能阻挡语文改革的进行。
中国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得到多数民众的理解和拥护。
试想：如果不推广普通话，只用方言，许多情况下交际就无法进行，还谈得上什么工业化和信息化?如
果不用白话文，而用脱离口语、脱离现代生活的文言文，怎么能反映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怎么能满足现代书面交际的需要?如果汉字不提倡规范化，书写费时费事，会给书面交际造成多少障碍
，会给网络传输增加多少困难?如果不用汉语拼音，用反切或者注音字母，遇到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
用的地方又该怎么办呢?上面说的这些问题都是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在工作和生活中经常遇到的。

　　2000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标志着我
国语言文字的管理走上了法治轨道。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
”普通话、规范汉字、汉语拼音这三样东西都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产物，都是我国语文生活沿着现代
化方向前进而必须坚持的东西。

四　向周有光先生学习
　　我们要认真学习周有光先生关于语文现代化的论述，坚定中国语文改革前进的方向。
语言文字研究可以分为本体研究与应用研究两个方面，中国语文研究的传统是重本体、轻应用。
语文现代化研究属于应用研究，也往往受到轻视。
周先生重视本体研究，但是绝不轻视应用研究，几十年来把语文现代化作为研究的重点。
语文现代化从清末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时间不短了，遇到的问题也不少了，但是真正学术意义上的
研究还很少；而周先生努力把语文现代化研究跟语言学挂钩，使语文现代化成为一门可以言之成理的
系统学问，并且用它来指导实践。
这是周先生对我国语文事业做出的贡献。
我国的语文改革问题十分复杂。
学习周先生的论著，可以帮助我们树立科学的语言观，分清语文改革里的是与非、前进与后退。

　　我们要学习周先生从世界来看中国。
周先生是老一辈语言文字学家，已届耄耋之年，但是论学术思想他却一直走在时代的前面，不断提出
新的思想，引导语文工作前进。
周先生所以能够这样，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世界的眼光，能从世界来看中国。
他研究语文问题，从来不把中国和世界分隔开来，而是把中国放在世界的范围内、作为世界的一部分
。
再加上他博学多识、学贯中西，所以能高屋建瓴，洞悉事物的本质，提出具有指导意义的意见。

　　我们要学习周先生勤奋不息、勤于笔耕的精神。
周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尽管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他并不满足，仍在努力获取新知。
他的阅读范围广，阅读效率高。
82岁学电脑，93岁出版专著《比较文字学初探》，这在中国学术界是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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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先生的学术思想蕴藉精深、广博邃密。
这本论文集选收的文章只是周先生著作的一小部分，要研究周先生的学术思想还必须认真研读他的专
著，例如《汉字改革概论》、《中国语文纵横谈》、《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世界文字发展史》
、《比较文字学初探》等。
我们相信，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将会使更多的人有机会阅读周先生的著作，这对中国语文事业的发展将
产生积极的影响。

　　　　　　　　　　　　　　　　　　　　　　　　　　　　苏培成
　　　　　　　　　　　　　　　　　　　　　　　　　　　 200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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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原名周耀平，起先“周有光”是他的笔名，“有光”后来成为他的
号。
生于中国江苏常州，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
周有光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作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开
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几十年来一直致力
于中国大陆的语文改革。
作家沈从文是他的连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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