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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政治工作与人的全面发展两者相互支持、相互促

进 , 共同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精神支持。思

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尽管人的思

想道德素质的提高 , 其途径和方法是多种多样 , 但思想政治工

作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又为思想政治工

作提出新的课题。正如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样 ,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一个人的发

展 , 每一代人的发展 , 都是这个过 程的重要环节。只有日积月

累 , 逐步提高 , 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个过

程 , 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在实践的过程中 , 由于主观条件和客观

环境的变化 , 总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新的情况。思想政治工作

要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 , 就必须不断研究和解决这些新问题、

新情况。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 , 则

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正是因为不断

研究和解决这些新问题、新情况 , 才把思想政治工作推向前进。

思想政治工作 , 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 , 都要随着客观情况的变

化而变化。脱离了实际 , 思想政治工作就会苍白无力。

摘 要: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 是我们中华民

族特有的一种文字 , 是中国文化的载体 , 也是中华文明的象征。

汉字以表意为特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汉字的形体庄重而美丽,

汉字需要改革 , 但并不需要走拼音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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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字改革的必然性

首先 , 汉字形体的演变过程告诉我们 : 汉字改革是历史发

展的必然趋势。

从甲骨文时代起 , 汉字就有繁简两种字体 , 汉字形体的演

变 , 主要经历了从甲骨文到小篆 , 从小篆到隶书 , 从隶书到楷书

这三个阶段 , 小篆是古籀的简化 , 隶书是小篆的简化 , 楷书又是

隶书的简化 , 总的趋势是删繁就简 ; 另外 , 小篆取代古 籀 , 隶书

取代小篆 , 楷书又取代隶书 , 无一不是以简化繁的。汉字既是书

写符号 , 当然以简便为佳 , 所以 , 汉字的简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结果。

其次 , 汉字本身存在的缺点告诉我们: 汉字需要改革。汉字

的缺点可概括为“三多”、“五难”。( 一) 字数多。清代《康熙字典》

( 公元一七一六年印行) 收了四万七千零四十三个字 , 还未收

尽。因此一般估计总字数有五、六万个之多。( 二) 读音多。汉字

没有标音的字母符号体系 , 会意字和指事字不表音 , 所谓文字

记录语言 , 实际上是记录语言的声音 , 但是会意字和指事字没

有表音成分 , 形声字的声旁虽是表音成分 , 但表音的功能很差 ,

据周有光先生统计 , 现代汉字声旁的有效表音 率是 39%, 有声

调功能的声旁不到五分之一①。( 三) 笔画多。大多数汉字在十

二、三画以上 , 多的有三十几画 , 由于“三多”, 就产生了学习和

运用汉字时的难认、难读、难记、难写、难用。

鲁迅先生说汉字是“不象形的象形字 , 不十分谐声的谐声

字”②。实际上汉字早已不表形 , 原来那些“画成其物 , 随体诘诎”

的象形字早变成方方正正的笔画符号。据郑林曦先生作的试

验 , 《甲骨文编》正编一千七百二十三个字 , 一看形就知义的只

能找出九十八个 , 而真正一看就懂的只有四十九个。③此外 , 文

字部件不是定向的顺次排列 , 现代信息处理要求文字信息的基

本构造能分解为数量很少的小单元。因此许多学者大声呼吁重

视汉字改革 , 使汉字或另造的一套与汉字并用的符号克服难学

难输的特点 , 而又不减弱其符号功能。

其实 , 我国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有人认识到汉字的缺点 ,

宋朝的邓肃就说过 : “外国之巧 , 在书文简 , 故速 ; 中国之患 , 在

书文繁 , 故迟”④。明朝的著名学者方以智就开始思考拼音文字

的问题 , 他在《通雅》一书中说 : “字之纷也 , 即缘通与借耳 ; 若事

属一字 , 字各一义 , 如远西因事乃合音 , 因音而成字 , 不重不共 ,

不尤不愈乎”⑤。提出我国应像西方国家那样 , 要写什么话就拼

什么音 , 并根据声音来造字的主张。而真正揭开我国汉字改革

运动之幕的是卢戆章( 1854—1928) 。一八九二年 , 他用自己设

计的字母出版了一本厦门方言的拼音课本《一目了然初阶》( 切

音新字厦腔) , 他把这种拼音设计称为“中国切音新字”⑥。因此

人们把初期的汉字改革运动称为“切音字运动”。

五四运动吹响了汉字拉丁化的号角。当时的《新潮》杂志载

文断言拉丁化方向 : “汉字应用拼音文字代替否? ”“绝对的应

当”。“汉字能用拼音文字表达否? ”“绝对的可能”。“汉字能用

别种方法补救而勿须改革否? ”“绝对的不可能”。一九二二年出

版的《国语月刊》汉字改革专号以废除汉字为号召 , 呼吁作“汉

字之根本改革的改革”。当时钱玄同认为只要废除了汉字 , 就可

以对孔学和整个旧文化作“根本解决之解决”。他认为汉字“最

糟的便是它和现代世界文化的格格不相入”⑦。胡适认为中国

“样样不如人”, ⑧“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⑨。后来的

“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正是这一心理的历史延续。

二、汉字不需要拉丁化的归宿

中西文字同样从象形的起点出发 , 西方形态语言文字经历

了从象形到表意再到表音三个发展阶段 , 最终发展为一种纯拼

音文字 , 而汉字却没有拼音化 , 这能说明汉字落后了吗? 我们认

为这并不是发展速度上的差异 , 而是发展方向的不同。不可否

认 , 从白话文运动走到国语罗马字运动 , 从大众语运动走到拉

丁化运动 , 这两件事实证明了中国文字的改革成了不可避免的

趋势。

由于长期受到印欧语理论的影响 , 人们已形成一种观念 ,

好像只有拼音文字才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具国际性的文字 , 一

切民族的文字都应改革成拉丁化、音 素化的纯拼音文字 , 以实

现文字的国际化。那么从象形文字到表意文字最终成为拼音文

字是否是世界文字共同的发展规律? 拼音文字一定是世界文字

体制中最优秀的文字吗? 我们知道 , 世界上的事物都在不停地

发展 , 文字形式也不可能有最终的止点 , 纯粹的拼音文字形式

不可能是最髙形式的文字 , 它本 身存在的缺点 , 随着社会的发

展 , 这种缺点必然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 越来越严重。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 一) 拼音文字比非拼音文字 , 如汉字的好处在于只

有少数的字母 ( 英文只有二十六个字母 , 以后纯拼音文字将以

英文为例子) , 容易学 , 见字便能念 , 这是其优势所在 , 但如果坚

持文字必须是纯拼音的 , 那又必然由易学的文字转化为难学的

文字。因为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 , 反映客观的自然世界和社会

的新词也越来越多 , 纯粹拼音文字 , 因为一字一词 , 字数急剧地

拼音化与汉字改革

□云南省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白 健

175



理

论

创

新

探

求

增加 , 比起中文的一万多个字来 , 英文已有五十多万 , 而且每天

还在增加之中 ( 相反 , 中文只增新词 , 不增新字 ) , 因此 , 英文字

母虽少 , 每字仍能念 , 但如果个个都是新字 , 每个新字后面代表

新的意义 , 将只成为少数人懂的文字了。( 二) 字数的增加 , 同时

又要纯拼音 , 可人的发音器官能发的音是有限的 , 故此每字的

音节必然增多 , 如 一个很普通的英文字“明白”( understanding)

便有五个音节 , 新的字当然只能是以多音节的居多 , 虽是拼音 ,

却越来越长 , 越来越难记了 , 难念了。一方面新词在增加 , 一方

面又只许有同音同字 , 不许有同音异字 ,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 即

借用旧字来表达新义。如美国人用 dig 来表达“理解”“明白”。结

果是一字的字义越来越多 , 字义也随着越来越不明确。本是一

词一字 , 一字多音 , 发展成为一词多字时 , 每词的音节便很多 ,

原来易听易讲的 , 便会转化为难听难讲了。因此 , 我们认为纯拼

音文字并非尽善尽美 , 也并非世界文字共同的发展方向。

三、汉字的发展应走自己民族化的道路

过去的年月 , 汉字改革的成绩是很大的 , 但对汉字却褒少

贬多 , 而且夸大了拼音文字的优点 , 现在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

策的实施 , 经济的突飞猛进 , 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 , 汉字的国际

地位越来越高。马来西亚楚特拉说: “如果有人规定不懂汉语只

能算半个语言学家的话 , 我觉得不算过分 , 我赞成。因为世界上

四个人就有一个人讲汉语”。一位日本科学家指出 : “汉字的孳

乳力很强 , 掌握了一个词根就能创造一系列的有关词语 , 意义

明确 , 很容易认记。”日本著名评论家森本哲郎在纪念《大汉和

辞典》修订再版纪念册上题写了这样一句话 : “汉字的信息量很

大 , 它本身是一种 IC( 集成电路) ! ”1989 年 3 月 22 日安子介先

生在清华大学作学术演讲时明确提出 : “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

发明。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发展 , 有人预言: 二十一世纪应是汉

字发挥其威力的时代! ”

徐德江先生在《当代语音文字理论的新构想》一书中从“汉

语声调的优越性 , 汉语贵在无形态 , 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等十个

方面论述了汉语和汉字的科学性 , 从而具体说明了古老的汉字

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优美高雅的文字 , 认为 科学的汉

字教育有利于开发人类智慧的潜能。

最近十多年 , 汉字研究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 电脑处理汉字

的问题的解决 , 有力地驳斥了“不废除汉字 , 而代之汉语拼音文

字 , 中国就不可能进入现代文明”的理论。计算机与激光排照技

术的发展 , 使汉字在打字、排版 , 即汉字机械化、电子化、现代化

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文字的时代已经结束。实践证明 , 汉字能

适应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挑战。

汉字记录了中国文化 , 汉字的形式美丽而庄严 , 字义深广 ,

单音节便于构成整齐的韵文化和对偶 , 没有语尾的限制 , 随意

颠倒配合 , 自成文理 , 能使人们产生神秘的联想。我们知道 , 世

界上最古老 , 使用人数最多的是汉字 , 世界上所有的民 族文字

中 , 唯一可以成为艺术品的文字是汉字 , 汉字之所以能成为同

国画并列的一种艺术品 , 主要来源于汉字的科学性 , 来源于汉

字的写意性 , 方块形。刘湛秋先生指出 : “汉字就像一群活泼可

爱的孩子在纸上玩笑嬉戏 , 像一朵朵美丽多姿的鲜花取悦你的

眼睛。它们可不是僵硬的符号 , 而是有着独特性格的精灵。⋯⋯

‘笑’字令人欢快 , ‘哭’字一看就像流泪。⋯⋯而在书法家的笔

下 , 它们更能生发出无尽的变化 , 或挺拔如峰 , 或清亮如溪 , 或

浩瀚如海 , 或凝滑如 脂⋯⋯在人类古老的长河中 , 有哪一个民

族能像中华民族拥有这么丰富的书法瑰宝? ”瑞典著名的汉学

家高本汉先生十分风趣地说 : “中国文字是真正的 一种中国精

神创造力的产品⋯⋯中国文字有丰富悦目的形式 , 使人能发生

无穷的想象 , 不比西洋文字那样质实无趣 , ⋯⋯。中国文字好像

是 一 个 美 丽 的 贵 妇 , 西 洋 文 字 好 像 一 个 有 用 而 不 美 的 贱 婢 。

⋯⋯专门的书法家在中国常为大众所重视 , 正如第一流的画家

一样。西洋人装饰房子只用图画 , 不用文字的 , 而中国人常用书

法字所写的白纸黑字的格言 , 悬挂于壁上 , 当作房子里的点缀

品。⋯⋯中国的艺术家常为书法家而兼绘画家 , 在他们的画作

上 , 喜欢插入几行字 , 他们把这种点缀的方法运用得很巧妙。这

几行字大都是某篇古诗上短的节句 , 酷爱文学的人 , 看到这个

节句 , 就觉得这画又添进一种怡情的附属品了。”我们主张汉字

改革 , 但决不赞成废除汉字 , “汉字要改革 , 用的仍是民族形式

的方块字 , ”汉字现代化研究会会长袁晓园先生断言 : “尽管汉

字笔画繁多 , 结构复杂 , 但它将永远屹立于世界 , 不会被于我们

毫无血缘关系的任何文字所代替。”瑞典汉字学家高本汉说的

好 : “中国不废除自己的特殊文字而采用我们的拼音文字 , 并非

出于任何愚蠢或顽固的保守性 , 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音情形

非常适合 , 所以他们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人抛弃汉字之日 , 就是

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基础之时。”

注释:

①周有光 : 《现代汉字中声旁的表音功能问题》载《中国语

文》1978 年第 3 期。

②鲁迅: 《门外文谈》。

③郑林曦 : 《有关汉字改革的两个语文问题》载《汉字改革》

1982 年第 2 期。

④周有光: 《汉字改革概论》第 25 页。

⑤同注[4]

⑥卢戆章: 《一目了然初阶》。

⑦钱玄同: 《汉字革命》。

⑧⑨ 胡适: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载《胡适论学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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