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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编辑的《语文现代化论丛》（第六辑），这一辑收入的主要是2004年10
月在山东泰安举行的学会第六次学术会议交流论文，另外还补充了一些文章。
　　2005年1月13日是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周有光先生百龄华诞。
为了向周先生表示祝贺，教育部、国家语委2005年1月10日在北京举行了“庆贺周有光先生百龄华诞座
谈会”，本辑《论丛》第一组的前六篇文章就是座谈会上的发言，另附奚博先先生对周有光先生做的
治学经验访谈录，供读者参阅。
不久前我收到了周先生赠我的新著《见闻随笔》（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老当益壮，文笔依
旧雄健有力，真令人高兴。
本辑《论丛》收有周先生的新著《汉字性质和文字类型》《旧事重提谈拼音》，值得认真研读。
　　中山大学陈炜湛先生写的《萧肖考辨》指出：所谓“萧，同肖”缺乏学术依据，又与《简化字总
表》相抵触。
所谓“萧俗作肖”也缺乏现实依据，不能成立。
这对纠正“萧”“肖”的混用很有针对性，希望这篇文章能澄清社会上围绕“萧”“肖”而产生的混
乱。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Victor H.Mair（梅维恒）教授和他的夫人张立青女士，多年来一直关心中
国语文现代化事业，对我们学会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
这次他们同意把他们的论文《论双文制》在本辑《论丛》发表，我们深表感谢。
这篇文章清楚、透彻地说明汉语双文制的含义和实施双文制的意义，有力地促进中国语文改革研究的
发展。
　　本辑《论丛》中有两篇讨论海峡两岸汉字笔顺的文章，许长安先生是语言学家，陈民、陈一凡先
生是信息工程学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同样的课题，得出相似的结论，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本辑中其他的文章也都能密切联系现实，论证有理有据，结论值得参考，相信大家读后会有所得
，我不必再来饶舌。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成立以来，先后编辑出版了十本论文集，发表了三百多篇文章，在学界产生
了良好的影响。
笔者有幸参与了这十本文集的编辑工作。
为了便于读者参考，我们编了个主要篇目的目录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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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庆贺周有光先生百龄华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的贺函热烈庆贺周老一百寿诞，继续推进语
言文字工作周有光先生百龄华诞贺辞在庆贺周有光先生百岁华诞座谈会上的发言贺周有光先生百岁华
诞周有光先生的七个“最”浅谈周有光先生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贡献周有光先生治学经验访谈录语文
现代化纵横谈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语文建设论双文制汉语拼音发展路径图“拇指文化”演绎语言新时
尚信息时代的汉语规范化汉字研究汉字性质和文字类型萧肖考辨海峡两岸笔顺规范比较海峡两岸汉字
笔顺辨异从形位理论看新旧字形汉语拼音研究旧事重提谈拼音社会使用汉语拼音的现状与思考汉语拼
音的功能及小学一年级拼音教学的目标和要求关于“连说就连写”分化定型同音词的研究汉语洋文盲
与汉语拼音的教学和应用英语专名汉语译写规范刍议中文信息处理中文信息处理对汉字的超越与突破
语文现代化与汉语信息处理技术谈信息处理中汉语同音词的分布及处理词汇研究基于语料库的现代汉
语新词语研究字母词语的书写形式与读音对现代汉语语文词典中收录字母词的思考普通话水平测试普
通话水平测试中的热点问题淮北人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常见的几个问题⋯⋯语文教学和应用语文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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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找寻形意音的完整发展规律，周先生走进了丁头字的历史，找到了它在传播演变中从意音文
字到音节文字再到音素文字的发展过程。
这不是一种丁头字的演变，而是整个丁头字系统的许多种文字的总体演变。
再说汉字。
的确，在汉字系统中找不到形意音的完整演变过程。
汉字在原产地中国，只有形声化，没有音节化。
汉字传到日本，从语词符号演变出音节符号，但是没有再进一步变成音素字母。
朝鲜颁布的音素字母，不是从汉字演变出来的。
这好比从一种生物看不出进化迹象，从生物系统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看到了进化论的规律。
⑩“再看世界文字的历史。
从公元前3500年到前1500年是丁头字和圣书字时代，这时候只有‘意音文字’。
经过两千年的‘从意音到表音’的潜在演变，到前1500年产生扬弃表意、纯粹表音的字母文字。
这就是文字的‘形意音’发展过程。
汉字的产生和发展比丁头字晚两千年，但是发展的步骤没有两样。
”⑾　　周先生的研究，证实了世界文字发展确实存在一条由表形到表意再到表音的客观规律，这条
规律的阐明对汉字的拼音化自然会有影响。
不过，我们知道汉字拼音化是一个涉及方面极广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种条件的配合，而不是只有发展
规律就可以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周先生对这一点有明确的认识。
他说：“文字改革还只是一个学术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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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⑿在中国，周先生关于比较文字学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值得我们重视。
对世界文字的发展规律，至今学术界还存在着重大分歧。
学术是在争论中发展的。
不管别人是不是认同，周先生提出的观点都是今后进一步探讨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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