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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楚群

【提 要 】 当代 中 国 正进入一个文化转型时期 , 多 元文化正逐步取代
一元文化成为 时

代特征 , 近年来语言文字领域的很 多 争议恰是 当 代 多 元文化 的表征 。 科 学的语言文字规

范理念首先需要一种发展的 、 开放 的 、 包容的 文化心 态 , 其次要科 学 区分语言文字 的 工

具作 用 和文化作 用 , 并且 , 在尊 重文化 多 样性 的基础 上 可以 适 当 强 调语 言文 字 的 工具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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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是每个人须臾不能离开的基本交 代社会正处于
一

个文化转型时期 ,

一

元文化 向

际工具 , 也承载着特定族群 的文化特质和心理 多元文化转型 、 精英文化向平民文化转型成为

情感 , 语言文字的合理规范和健康有序发展是 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 , 文化转型促使人们重新

社会和谐稳定和发展进步 的基本要素 。 因为语 思索传统上已经接受的诸多观念 , 有关语言文

言文字是开启 民智 的基础 , 所以社会的变革往 字的 问题尤其是
“

规范
”

问题 自然成了审视的

往从语言文字的改革开始 , 著名学者胡愈之先 对象 。

生认为 ：

“

西欧的文艺复兴 、 启蒙运动以语文运 语言文字
一

方面是
一

种交际工具 , 另
一

方

动为先锋 , 中 国 的启蒙运动也是以语文运动为 面也是人们情感依存的载体 , 所以对语言文字

先导 。

” 也正因如此 , 语文运动往往和大的社会 问题
一

且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极坏的社会后果 ,

运动甚至 民族的独立 自 强运动结合在一起 , 李

宇明先生 ( 认为 , 从清末到 民 国 , 改革
狂士女々姑扣立々

、

沭
、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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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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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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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 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交通的便捷 , 大 。

规模人 口流动成为普遍现象 , 推广规范统一的 ① 周有光 ：
《我的人生故 事 》 ’ 当代中国出版社 肌 年版 , 第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当今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
。

、 工 一
② 李宇 明 ： 《 了解世界怎样做语言规划 序 〈语 目规划经典

议题 , 党的十八大报 口 也明确提 出要 推广和 译丛 〉 》 ,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 主义 到全球化 》 ,

规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

； 但是 , 另
一

方面 , 当 商务 印书馆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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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哨兵 ( 提 出 , 语言问题看起来无关紧 个物质文化转型过程中 自 然滋生 了一种崇拜西

要 , 但它能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

一旦处理 方的文化心理 。 新文化运动 以来 , 中 国 思想界

失当 , 很容易成为某些人
一

哄而上 、 趁机闹事 传统文化进行了深人反思 , 各种西方的思潮

的借 口 。 综观国 内外社会发展的诸多事实 , 由 趁势涌入中 国 , 从而出现思想文化百家争鸣 的

语言问题引起的文化冲突 、 族群矛盾 、 社会动 局面 。 改革开放以来 , 中 国 的物质文明 、 科技

荡乃至国家分裂的情况并不鲜见 。 近年来 , 有 文化获得了突飞猛进发展 , 精神文化也进
一

步

关语言文字的纷争非常多 , 有必要对其做出科 与西方接轨 , 特别是随着教育水平和 国 民素质

学合理的分析 , 这不仅有理论意义 , 更有很强 的提高 , 中西方的交流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

的现实意义 。 大大加强 了 , 从而更好地了解到 西方的政治制

度 、 经济模式 、 教育理念 、 语言文字 、 文学艺
一

、 近代 来的文化转
术 、 伦理道德 、 社会习俗等等 。 中 国人的思想

所谓文化转型是指
一

种新的文化形态替代 观念、

一

文化意识得到 了极大的解放 , 从而出 现

旧的文化形态 , 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转型往往

是由传统文化转变到现代文化 。 进人近代以来 ,
中国近代 以来 , 应该说物质文化的进步确

中 国社会发展变化非常快 , 文化转型也非常 明 实带来了生活 的方便和舒适 , 但是精神文化的

显 。 任剑涛 ( 认为 , 中 国 社会文化的转 转型却带来了思想的纠结和灵魂的冲撞 。 对此 ,

型
, 是
一

个在事实上勿 需再认定的 问题 , 需要 思想界并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 , 普通的 民众也

的只是在价值层面上加 以调适 , 在规划设计的 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 , 从而 出现了文化两难的

层面上加 以符合中 国 问题性的构造 , 在现代性 困惑 ,

一方面钦羡乃至崇拜西方文化 , 另一方

反思的思维进程 中加以更适当 的定位 。 耿云志 面又美化甚至迷醉传统文化 。 诚如周有光先生

认为 ：

‘ ‘

近代中 国 的文化转型 , 其基本 所言 ,

“

中 国是一个正在勉强进人现代 、 而又恋

含义是指 中 国文化由古代转化到近代 。 具体来 恋不舍古代的社会 。

”④ 以我的理解 , 当代 中国 ,

说 , 是由基本封闭 的 , 与大一统的 中央集权的 在物质文化方面巳经勉强进人了现代 , 但在精

君主专制制度相联系 的 , 定孔子与儒学为
一

尊 神文化方面还难以割舍古代的传统 。 在这
一特

的 ,
压抑个性 的古代文化 , 转变为开放式的 ,

定的历史时期 , 各种文化百花齐放、 交相辉映 ,

与近代民主制度相联系 的 , 自 由与兼容的 , 鼓 既有本土文化也有外来文化 , 既有大陆文化也

励个性发展的近代文化 。

”③ 文化转型的方式
一 有海洋文化 , 既有北方文化也有南方文化 , 既

般有两种 ：

一是主动转型 , 即某种文化在历史 有传统文化也有现代文化 , 既有经典文化也有

发展的新陈代谢过程 中 , 不断出现新的进步的 流行文化 , 既有高雅文化也有低俗文化 , 既有

文化要素替代或完善 旧 的文化要素 , 这样的转 精英文化也有草根文化 , 每一种文化都有生存

型相对比较缓慢 , 新旧 文化之 间具有很强的关 的土壤和空间 , 每
一

种文化都想成为强势或主

联性
；
二是被动转型 , 即某种文化受到外部文 流文化 , 但在社会大转型 、 观念急剧变化的时

化的严重挑战或挤压 , 从而被迫进行文化转型 ,

这样的转 型一方面速度比较快 , 另一方面新 旧 ① 屈哨兵 ： 《广州
“

撑粤语
”

事件引发的思考 》
,

《云南师范大

文化之间差异也非常大 。 中 国近代的文化转
② 任剑涛 ： 《 现代性 、 历史断裂与中国社会文化转型 》 , 《厦 门

一

直是在西方文化的挑战和挤压之下发生 的被 大学学报 》 ( 哲社版 ) 年第 期 。

动转型 。 自鸦片战争 以来 , 帝 国 主义的坚船利 ③ 耿云志 ： 《近代 中国的文化转型 ： 问题与趋向 》 《广东社会

炮打开了 中 国的 国 门 中 国传统的手工作坊文肥 囚 的 因 , 个 四 卞丄 刀入
④ 周有光 ： 《 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 》 , 商务印书馆 年版 ,

化被迫让位于西方先进的现代科技文化 , 在这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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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任何一种文化都很难压倒其他所有的文化 义文化侵略的体现 。 危及 中华文化的安全 , 适

而成为主流文化 , 因此 , 当代的 中 国文化呈现 应了帝国主义梦寐以求的搞乱中 国文化的需要

出多元化和大众化的基本特征 。 和 目 的 。 这是
一场 自毁长城的文化 内 乱 , 是中

、 、
国文化空前的灾难 。

”②
月 日

, 主张
“

《现汉 》

二、 语言文字规范之争的文化症结
违法

, ,

的李敏生 、 宇文永权 、 王永民和 《现汉 》

在文化转型 的今天 , 不同文化的碰撞和 娜订编纂方江蓝生 、 厉兵 、 周 洪波在人民 网

执 自 然在所难免 。 诚如耿云 志 ( 所言 ：

强 国论坛上打了一场 口头官司 。

③ 事件二 ： 简化

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 , 存在着一些难 以化
字问题 。 年 月 日 , 香港演员黄秋生在

解酬惑 , 例如 中 西文化与华夷之辨 的问 题 ,

古今文化不同的际遇与 民族命运的 问题 , 等等 。

字 然过半人看不懂 , 华夏文 明在大陆 已死。

”

一

部分人巳经接受 的现代文化 ,
而另

一

部分人 此言一出 ,
立即惹来网友激烈 吐槽 , 继而掀起

却不愿意放弃传统文化 ,

一部分人 向往西方文 新一轮
‘
‘

汉字简繁之争
”

的论战 。 月 日 ,

化 ,
而另一部分人却痴迷于民族文化 ,

二者发 著名语言学家江蓝生教授和全国政协委员潘庆

生论争甚至产生矛盾和 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 这 林先生应邀做客
七
民 网强国论坛 ’ 以

“

汉字繁

也是文化转型过程 中的基本特征 。 这种文化的 简之争
”

为题进行激烈辩论并与网友进行了在

对立和冲突往往不仅仅局限于理论上的探讨 ’
线交流 。

④ 事件三 ：

“

撑粤语
”

事件 。 年 ,

而是常常与具体的社会现象相结合 。 语言文字 有广州政协代表建议 , 在广州亚运会期间 , 广

因为与每个人都相关 , 每个人都可以说得上话 ,

州电视台综合频道或新闻频道改为主要使用普

所以很容易成为这种对立 和冲突的汇聚点 , 近 通话广播 , 或是在两者的主时段使用普通话广

年来语言文字领域的几场 口 水仗都与此有关 ,
播 , 广州市政协在网上发布 了

“

广 州 电视台播

有的甚至酿成了社会事件 。 其 中影响最大的主 音情况调查问卷
”

。 有网友于是发
,
微博 ：

“

呼

要有三件事 ： 字母词风波 , 简化字问题 , 而影 吁各位街坊 , 尊重粤语 、 尊重多元文化的友好

响最大的 当数广州
“

撑粤语
”

事件 , 纷争的焦 人士 , 到 以下网址 ( 咯 ) 参与 问卷调査 ！
保护

点都是拿文化说事 , 其本质原因就是文化观念 母语 。

”

此事最后竟导致广州 、 香港多地都发生

的差异 。
了所谓

“

撑粤语
”

的集会游行。 幸 亏政府处理

事件
一

： 字母词风波 。 年 月 出版的 得当 , 才没有造成大的事故 。

《现代汉语词典》 ( 第 版 , 在正文后面的附注 分析这些事例 , 我们无意贬低事件发起方

中收录了 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 , 即
“

字 的主观动机 , 应该说提 出这些 问题的 出发点是

母词
”

, 这件词典学界内部的小事却在文化界产 好的 , 他们确实是想保护中 国 的传统文化 ( 包

生了一个不大也不小的风波 , 甚至发展成一场 括多样化的地域文化 , 但是 , 到底什么是文化

“

语言官司
, ,

。 月 日 ,

一百多人在北京聚会 ,
的丢失 ？ 汉语中 出现了几个字母词就是 自毁文

声讨 《现代汉语词典 》 收录字母词
一事 , 并说 化长城吗？ 简化字就不能传承中华文化吗 ？ 这

这是违法的 , 参与活动 的包括中 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敏生 、

‘ ‘

五笔字型
”

发 明人 ①
— —

王永民和 翻译家江解。
① 李敏生表示 ：

“

在
② 崎 。

—

‘

词典
’

中把英语词汇作为
‘

正文
’

, 用英文替 人民网强国论坛 。

代汉字 , 从现实 的作用 和长远 的影响来看 , 是 ③

舛空始丁仆石生 丨

、

丨 求卄舛空甚萍莆 的掀仗 过
人民邴 国论坛 。

汉字拉丁化百年以来对汉字最严
：

重 的破坏 , 这
④

是一场历史空前的汉字大动乱 。

” “

这是帝国主 人民网强国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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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观点一方面是 因为缺乏对语言文字本身进 统文化 , 同样也不能说简化字破坏 了传统文

行科学理性的分析 , 另一方面是因为对文化转 化 。

” “

国家不穿对襟、 大襟改穿西服不能说破

型这
一大的社会背景还没有在心理上接受 。 其 坏传统文化 , 怎 么使用 了一些简化汉字就是破

实无论是字母词的 出现还是简化字的使用都不 坏中华文化呢
” “

简化字 已经走向世界 , 对于

足以造成文化的 内乱 , 字母词的使用恰恰体现 传播中华文 化会发挥有 利 的 作用 。

”② 广州 的

了汉文化的兼容并包性 ,
也是当代文化转型时

“

撑粤语
”

事件也是以保护岭南文化为 口 号 的 ,

期的必然产物 。 汉语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 中一 但是 , 在广州 电视台节 目 中增加普通话播报就

直与其他民族语言有交流和融合 , 字母词的 出 会消灭岭南文化吗 ？ 粤语文化真的就面临很大

现是当代民族文化交流速度加快的表现 。 不仅 的危机了吗 ？ 很明显这有点夸大其辞 了 。 屈 哨

仅汉语借用其他 民族的词语 , 其他民族语言也 兵先生 分析得很好 , 事件的整个过程

要借用汉语词语 。 《中国青年报 》 ( 可以称得上是以一个
“

伪命题
”

起兴 , 由于各

报道 , 英国广播公司 ( 专 门为
“ ”

界的广泛关注甚至参与 , 最终酿成
一

个
“

真事

土豪 )
一

词做了
一档节 目 , 探讨中文词汇的影 件

”

, 其中引 出的
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人地

响力 。 《牛津词典 》 方面也关注到 了
“ ”

分析思考 。

“

文化
”

可能是本次事件 中有关各方

土豪 ) 、 大妈 、 户 口 ) 等 人士关注最多 的一个词 。 平心而论 , 就语言

中国热词 , 并有望明年将其收人 《 牛津词典 》 。 (方言 ) 问题来思考 和讨论文化是十分正常的

所以说词语的借用是语言文化交流的结果 , 说 事 , 无可厚非 , 问题是说粤语已是
一种弱势文

字母词 的使用会造成文化内 乱有点夸大其词 。 化 , 作为区域文化或者次文化 已 经渐趋式微 ,

关于汉字繁简之争的 问题其实 由来已久 , 但早 这些判断是否立得住则需要思考 。

③ 詹伯慧先生

期争议的问题主要是简化的科学性问题 , 而近 ( 认为 , 普通话不是粤语的敌人 , 电视台

年来拿文化说事的情况越来越多 , 而且很多非 保留相当 比例 的普通话播音是现实的需要 。 广

专业领域的人也开始对简化字说三道四 。 说简 州不仅仅是广州 人的广州 , 它是中 国 中心城市

化字隔断了 中华文化是没有根据的 , 这其实反 之
一的广州 , 也是国 际化的广州 。 从现实情况

映了一种
“

祖宗之法不可变
”

的保守文化心理 , 来看 , 粤语是强势方 言 , 始终充满活力 , 不会

也是对真正汉字文化不 了解 的结果 。 在汉字发 萎缩 。

展史上 ,
汉字

一

直是趋简 的 , 这种简化史可以 我们认为 , 保护文化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值

追溯到 甲骨文时代 , 古文字学家陈炜湛先生从 得肯定的 , 但是在文化转型时期 , 应该秉持开
“

内证
”

和
“

外证
”

两方面证明
“

汉字简化始于 放的文化观念 。 字母词代表外来文化 , 在 中华

甲骨文
”

。

① 从甲骨文 、 金文到小篆 , 再到隶书 、 文化中可 以有
一

定的生存空 间 ； 简化字承载着

楷书 、 行书 ,
汉字一直在不断简化 , 在汉字简 大众文化 , 作为全国通用文字是有法律依据的 ,

化史上更多地表现为
一种 自 觉的 、 民间 的行为 ,

也符合绝大多数人们 的现实需要 , 繁体字更多

只是到了近代 , 才开始 出现政府参与的 简化字 的承载着精英文化 , 具有一定的使用领域 , 二

运动 。 简化字的使用不但没有隔断中华文化 ,

而且大大提高 了 中华 民族的整体文化水平 , 使 ① 陈讳堪 ： 《汉字简 化始于 甲 骨文 之说 》 , 苏培成 、 颜逸明 、

传统文化 向各阶层 民众传播成为可能 , 应该是
。 ,②

加速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速度 。 诚如江蓝生先生 人民网强国论坛 。

所言
“

繁体字和 简化字都是我 国人民 的创造 ,
③ 屈哨兵 ： 《 广州

“

撑粤语
”

事件引发的思考 》 , 《云南师范大

住 口 议： 灿 、 , “ 亡
、

丨 本击 学学报 》 (哲社版 ) 年第 斯 。

样反映汉 民族的文化心理。 没有人认为隶
④ 詹伯慧 ： 《 普通话是粤语的敌人吗 ？ 》 , 《羊城晚报 》漏 年

书楷书替代 了 甲骨文金文和大小篆就破坏了传 月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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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并不矛盾 ； 普通话是全国通用交际工具 , 体 的作用 。 应该说 , 语言文字的文化 内涵是相当

现了国家文化 , 方言是区域性交际工具 , 体现 丰富的 , 但如果从语言文字规范的视角考察的

了地域文化 ,
二者各有其独特价值 , 体现了 国 话 , 有两方面文化职能尤其重要 ,

一

是语言文

家文化和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 , 并不抵牾 。 多 字的文化承载作用 ,
二是语言文字 的情感依存

元文化和谐共处 , 这是时代 的必然选择 , 也符 作用 。 语言文字本身承载了特定的文化这是不

合党和国家提倡 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方针政 容置疑的 , 无论是语音形式 、 语法结构 、 构词

策 , 过分痴迷于单
一文化已 经不合时宜 , 打着 方式 、 修辞手段还是文字的形意关系 , 都和

一

维护文化的 口号而对语言文字问题进行非理性 定的 民族文化息息相关 。 比如 ： 汉语音节 的声

的指责是一种非科学的行为 , 对文化的保护 和 韵两合 、 声调 的抑扬顿挫特征体现了汉民族崇

传承并没有好处 , 甚至可能会使人无所适从 , 尚均衡对称 、 追求和谐统一的 民族文化心理 ,

最终导致文化的内核被冲淡被忽略 。 汉语中为数不少的
“

不
”

、

“

不 不
”

型词

庐会文字的工具性和文化性
反映了汉民族的 中庸思想 , 另外 ,

“

君臣 、 夫
、 ±

妻 、 官兵 、 城乡
”

等复合词的语序特征反映了

语言文字最初始 、 最基本的功能是用于人 汉民族的基本伦理观念 ,

“

虹
”

的造字理据反映

类的交际 , 但当一种语言或文字长期稳定地被 了汉民族的文化联想心理 ,

“

嫂
”

的造字理据反

某个特定族群所使用时 , 这个族群就会把某些 映了汉民族的长幼有序观念 , 等等 。 正因 为语

观念、 意识融人这种语言文字 中去 , 并对这种 言文字融入了特定 的民族文化 , 所以人们往往

长期使用的语言文字产生某种文化依赖性 , 从 对 自 己长期使用的语言文字具有很强的文化依

而使这种语言文字具有了特定的民族文化特征 ,
赖性和忠诚度 。 因此 , 语言文字的

一

些大的变

并成为身份认同的标志和情感维系 的纽带 。 法 动往往很容易造成心灵的冲击并使人产生抵触

国大文豪罗曼 罗兰说过 , 语言 , 是种族的特 情绪 。

一般说来 , 传统意识强 、 观念较保守 的

征 , 是血肉关系中最密切 、 最不容易泯灭的部 人对语言文字变化的抵触也强 , 其接受变化的

分 。 所以 , 从功能上看 , 语言文字既具有工具 心理过程也 比较漫长 , 相反 , 观念转变快的人

性功能也具有文化方面的功能 。 李宇明 先生认 对语言文字的变化往往很容易接受并乐意提倡 。

为 , 语言 (也包括文宇 ) 职能主要分工具和文 当代中 国 , 正处于文化大转型时期 , 语言

化两大范畴 , 且两大范畴又都有显隐二态 。 百 文字的变化非常快 , 有些变化甚至超出了 很多

余年来 , 中国 因语言国情所定 ,

一直侧重于从 人的心理极限 , 所以 争论也就在所难免了 。 近

显性工具的角度规划语言 。 当今之时 , 文化大 年来很多有关语言文字的争执都与此有关 , 有

发展大繁荣已是响彻大江南北的 时代强音 , 语 人说网络语言解构了 端庄典雅的汉语 、 字母词

言规划在继续关注语言工具职能的 同时 , 要更 严重影响了汉语的纯洁性 , 而有人却说网络语

多关注语言的文化职能 。 毋庸置疑 , 语言文字 言的出现和字母词的使用正体现了汉语的生机 、

的规范 , 既要考虑其工具特征也要考虑其文化 活力和强大的兼容能力 ； 有人说简化字隔断 了

特征 , 而在文化转型的今天 , 科学 的认识语言 中华传统文化 , 有人却说简化字恰恰体现 了 当

文宇的文化特征显得非常重要 。 代的大众文化 。 关于方言和普通话的争执其实

语言文字的文化特征包括什么 内涵呢 ？ 李

宇明先生认为 , 就文化范畴看 , 语言 ( 包括文 ① 李宇明 ： 《和谐语言生活 , 减缓语言冲突 》 ,
《语言文字应

字 ) 既是文化的重要组成 , 同时也是文化最为 用 》 年第 期 。

、 ■ 曰
、

沾 ② 张公瑾 ： 《语言的文化价值 》 , 《 民族语文 》 站 年第 期 。

重要的承载者 , 这是语 目 的显性文化职能
；
语

③ 沈锡伦 ： 《中国传统文化与语言 》 , ±海教育 出版社麵 年

言的隐性文化职能是起到身份认 同 、 情感依存 版 第 页 。



刘楚群 ： 文化转型语境下语言文字规范纷争探析

就是当代文化转型时期传统地域文化和现代 国 有附加很明显的文化意义 ,

一直到 引 申 出
“

吝

家文化怎么和谐相处的 问题 ； 关于汉语和英语 啬
”

这
一意义时 , 才附加了特定的社会文化语

的争执则是全球化背景下怎么处理民族文化和 义 , 表达了特定社会群体对某种行为 的 否定 ,

世界文化的关系问题。 由此看来 , 今天的很多 带贬义色彩 。 但是
“

抠
”

的贬斥意义并不是固

语言文字规范问题的争议其实质就是文化观念 定不变 , 社会发展 , 文化观念的改变 , 又造成

差异的争执 , 或者说是当代社会文化多样性 的 了
“

抠
”

文化意义的变化 , 在崇 尚节俭的今天 ,

体现 , 这种文化多样性恰恰是当代中 国文化转
“

抠
”

又产生了褒义的用法 。 如 ：

型的重要表征 。 很明显 , 在文化转型的时代背

景之下 , 这种不同文化观念支配下语言文字规
“

出 门 时 , 能 走路 就 不 打车 ；
聚 会 时 ,

范之争是不会出现让对立双方都满意的结果的 ,
能 自 己 下 厨就不 上馆 子……这样 的 生 活 似

要科学解决这个问题还得正本清源 , 理性地认 乎有 点
‘

抠
’

, 但最 近不 少 具有高 学 历 , 拥

识语言文字的工具性和文化性的关系 。
有高 收入 的 都 市 白 领 却 以 此 为 荣 , 并 自 称

工具性和文化性是语言文字 的两大特性 ,
为

‘

酷抠族
’

。 这个
‘

酷 抠族
,

并 不 等 同 于

但是二者孰轻孰重 、 孰先孰后呢？ 在语言文字
‘

葛 朗 台 、
‘

守 财奴
’

, 他 们 在某 些方 面精

规范问题上是优先考虑工具性还是优先考虑文 打细算 , 是为 了 更 加合 理地分配 自 己 的 收

入 , 倡导 一种健康 的 消 费 观念和 简 约 质朴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 , 文字则是记录语 的 生活方 式 。

”②

言的工具 , 如果不需要交际 , 人类的语言文字
工

一

是没有存在的必要的 , 所以语言文字产生的初 所以说 , 语言文字 的交际功能是永恒的 ,

始驱动力就是交际 。 因此 , 交际功能是语言文 其文化内涵经常会发生改变 , 这种改变不会影

字的最本源 的 、 与生俱来的 、 而且永远存在 的

功能 , 而其文化功能则是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逐 语言文字规范问题既涉及工具性问题也涉

渐衍生出来并可 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耐变的辅
’

雌功能 。 苏金智先生 认为 , 审美功 多元成为时代特征 , 不同文化之间甚至是针锋

能实际上只 不过是 种辅助性的次要 的功能 ,

相对的 ’ 所以语言文字的文化之争 时难以调

在语言使用中 , 首先应该注意实用功能 比如
和 。 ■认为 ’ 在《文—前提下 ’

“

枢
”

, 这个翻文髓义賴 社会的发麵

发生了变化 。 翻醜义赫挪 ,

调其工具細是
—

种科学的練 也不失为

“

抠衣升堂
”

《说文解字 》
,

“

扣衣
”

是古代
—
侧智的选择 。 譬如汉字的繁简 问题 ’ 有些入

种礼节 , 指见尊长时提起衣服的前襟 , 以 示恭
认为 , 简化字不美观 , 甚至隔断 了 中华文化 的

敬 , 如
“

扣衣趋隅 。

”

《礼记 曲礼上 》 ) 后来
根 ’ 应该恢 ■字 ’

呈
少部分恢复■字 。

引 申 为
“

提起
, ,

, 如
“

见殿前有古钟
……使数人

对此种说法
：

国 家语委前副 主任傅永和先生在

枢耳 (钟耳 , 力掀举之 , 无少动 。

”
《聊斋志 「

次访
,
中说 ’ 这是把文字的工具性和文化

异 大力将军 》 ) 再后来 , 出现意义
“

用手指或
力 ’ 畔

细小 的东西从里面往外挖
”

并引 伸 出
“

吝啬
” 向

？

个

这 带有主观情感色彩的 文化意义 , 如
“

抠
作为工具 , 不 目是交际工具还是其他生产工具 ,

门
”

。 很明显 ,

“

抠
”

从
“

提起衣服
”

到
“

提起
”

“ “

再到
“

往外挖
”

, 尽管其意义发生 了很大的 变
① 智

年

四
”

的 语言观及其现实意义 》 ’
《语文建设 》

化 , 但是
一

直都是指称
一

个客观的概念 , 并没 ② 《哈尔滨 曰 报 》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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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主要期望就是趋简 , 越简便越好 , 就像 众传媒 、 社会公共服务 、 公众交流 的语言 , 方

农具一样 , 都是越来越简便 ；
二是书法艺术的 言为某一个地区的 民众服务 , 是家庭语言、 乡

方向 , 这与作为工具的发展要求不
一样 , 作为 土语言 ,

二者各司其职 , 各展其能 , 满足各类

书法艺术 , 要求汉字保 留传统的结构 、 笔 势 、 人群的交际需求 。 在市场经济发达 、 人 口 流动

黑白度等越充分越好 , 这体现着我们汉 民族的 快的今天 , 方言 区的公众传媒 、 公共场合使用

审美观 。 书法和交际工具不可混为一谈 , 书法 普通话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 以保护地方文

上按交际工具的要求是不行的 , 但交际工具也 化为借 口而拒绝普通话的行为不符合 民众的实

绝不能按书法的要求 , 汉字越来越符号化是其 际愿望和时代的发展需求 。

作为交际工具的必然要求 。 同样的道理 , 对于 总之 , 当代社会正处于一个文化转型时期 ,

字母词和 网络语言等 , 如果我们认识到它们首 文化多元是造成诸多语言文字问题争议的根本

先是
一

种交际工具 , 从方便交际的角 度来考虑 原因 。 在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 , 处理语言

其规范时 , 我们就会在语言 内部就事论事 ,
而 文字规范问题需要

一

种发展的 、 开放 的 、 包容

不会把强烈的民族情绪和文化情感带人语言文 的文化理念 , 同时要科学区分语言文字 的工具

字规范中来 , 这样有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 关 作用和文化作用 , 适当强调语言文字 的工具作

于字母词的工具价值问题 , 邢福义先生 ( 用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

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 ： 当今信息化时代 , 全球

的联系和 沟通已 经离不开英文字母词 ,
比如 电 本文 作者 ： 江 西 师 范大 学 文 学 院 副教授 、

子邮件的发件人和收件人都是英文字母词 , 但 硕士生导师

我们不能拒绝 。 我们可以把英文字母词看成是 责任编辑 ： 马 光

一支外来 的特种生力军 , 让它配合汉语汉字 ,

发挥其特定的作用 , 这是具有积极意义 的 。 语

言本质上就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 。 普通话 ① 饥 年 月 日 , 笔者就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问题采访

和方言作 为基本的交际工具 ,
二者各有 不同 的

—

由 丨 廿田 郝 、 曰 由 、 ② 邢福义 ： 《辞达而 巳矣 汉语汉字与英文字母词 , 《光
生存空间和使用范围 。 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 目 ,

明 日报 》 簡 年 月 日 。

为全国人民服务 , 是国家公共服务 、 教学、 大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