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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的阶段性与现代汉语教学 
●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刁晏斌 

 
们在 1992 年曾提出要对现代汉语的历史发展演变进

行研究，后来，我们又把这一研究提炼、升华为“现

代汉语史”[1]。 

我们提出现代汉语史的一个总的认识基础和出发点

是，现代汉语在其近 90 年（按一般的认识从“五四”运

动算起）的发展中，产生了很多变化，并且这种变化还很

有阶段性的特点，其中也表现出了很强的规律性，而我们

的任务，就是对各种变化进行描写、分析和解释，并且对

其中的规律进行总结。 

从现代汉语史的观点和角度出发来对现代汉语教学

进行考察和反思，我们就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 

一、现代汉语的阶段性 

我们曾对现代汉语发展演变的阶段作了划分，为了使

读者能够对此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也为本文后边的论

述提供一个基础，我们先就有关问题作一个必要的交代。 

我们把现代汉语的发展演变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2]： 

第一阶段：1919－1949，这是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初步

发展时期。此期语言，特别是语法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纷纭复杂，二是同义形式多，三是“超常”的用例多，

四是也有发展变化。 

第二阶段：1949－1966，我们称之为在前期的基础上

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期。此期的几乎所有发展变化，都与

建国后社会制度的改变和一系列对语言文字的大规模整

理和规范化、纯洁化运动有关，而这些运动无疑带来了现

代汉语面貌的大改观，称之为“旧貌换新颜”也并不过分。 

第三阶段：1966－1978，这是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即

“文化大革命”）影响下现代汉语又一次发生很大变化的

时期，其中尤以词汇为最，语法也有多方面的表现，此期

语言的特点正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特点：“革命性”和“战

斗性”。 

第四阶段：1978－，即新时期，这是大陆汉语受到海

外汉语巨大影响和冲击的时期，此期语言最大的特点有

三：一是复旧，二是趋新，三是模仿。 

如果分期不必过于苛细的话，以上二、三两个阶段也

可以合而为一，视为一个阶段中的前后两段。以下我们就

按照三阶段划分来探讨有关问题。 

二、现代汉语的体系 

以下，我们以现代汉语中的语法部分为例来讨论问题。

我们所熟悉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及其规范实际上主要是

在第二阶段的语言事实及语言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反

映的是建国后进行的一系列语言规范化运动的结果。虽

然说是“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但是何

为“典范”，却是值得研究的。以下是黄伯荣、廖序东主

编的《现代汉语》中颇有代表性的表述：“现代著名作家

的优秀的白话文作品，就是这种典范的白话文著作，当然

要以这种著作中的一般用例（不是特殊用例）作为语法规

范。”[3] 

现在的问题是，“一般用例”和“特殊用例”的界限

何在？如何取舍？很显然就是以第二阶段的“规范”语言

为标准，也就是说，与第二阶段中规范的语言事实一致的，

就是“一般用例”，自然也就是规范的，否则，就属于“特

殊用例”，就是不规范的了。 

这多少有点“以今度古”的味道。例如，以下是一部

语言工具书中关于语法规范的一段说明：“现代汉语以典

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的一般用例为语法规范。如‘一匹猫’

这种语法虽然见于名家笔下，但是它不是一般用例，就不

能承认是规范的。”[4] 

按，“一匹猫”的用例见于鲁迅《朝花夕拾》，同书

中还有“一匹花猫”等。第二阶段以后，量词“匹”通常

只用于与“马”和表示各种织物的名词搭配使用，而在第

一阶段，情况则比较复杂，能够与“匹”搭配的名词有很

多，其中既有像马这样的“大牲口”，如“牲口、骆驼、

大熊、野牛、驴”等，也有“不大不小”的动物如“麒麟、

小鹿、狗、狼、狐狸、老虎、羊、驼鸟、兽”等，此外还

有一些小动物，如“小虫、小生物、白鸽、蝇子、雏鸡、

乌鸦、小兔、松鼠、小东西”等，甚至还有“羽毛、乌发、

山”等。以下我们看两个例子： 

（1）她的眼睛睁到极大，象一匹受了惊的小鹿。（老

舍《火葬》） 

（2）我的报仇，就从家里饲养的一匹花猫起手。（鲁

迅《朝花夕拾》） 

这么多的用例，如果都斥之为“不规范”，显然是不

够客观的（其中的很多用例是可以解释的，比如用于小动

物，就是受日语的影响，因为在日语中，用于动物的量词

有两个，大动物用“头”，小动物用“匹”），是缺乏历

史眼光的。实际上，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是，不同阶段的

现代汉语虽然从总体上说基本是相同的，但是，它们之间

的差异也同样存在，有时甚至还是相当明显的。 

再比如，有人说：“汉语中的‘帮助’和‘帮忙’，意

义基本相同，但前者是及物的，后者是不及物的”，[5]这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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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典型的基于对第二阶段用法的总结而得出的结论。 

就我们所知，在第一阶段中，“帮忙”带宾语，即作

为及物动词的用法时有所见，例如： 

（3）我们又帮忙北大的学生办了一所民众学校。（朱

自清《蒙自杂记》） 

（4）到了上海我还可以帮忙你。（白薇《我投到文学

圈里的初衷（二）》） 

在老舍的作品中，这样的用例相当常见，仅我们见到

的就有 20 余例，如： 

（5）丁副队长嘱咐老郑帮忙他的朋友，假若他们也走

到这里来。（《离婚》） 

（6）你要是教我去做副局长，而且一点不抱怨我不帮

忙你，我就去。（《东西》） 

刚才是往上看，即看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差异，如

果往下看，看第三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差异，同样也会发现

二者相当明显的差异。 

比如，黄廖本 85 页在谈到状语时说：“一般名词、

动词不做状语，可以直接修饰动词做状语的名词、动词是

少数，限于能表示动作方式手段、状态的词，例如‘集体

购票、电话购票、笑脸迎人、公费出国留学、现金支付、

现钱交易、现场直播、批判继承’等。” 

我们曾经对第三阶段中名词做状语的问题作过考察分

析[6]，结果发现，名词做状语的范围及种类，远比黄廖本所

说的要大、要多。以下我们举其类目，并各附一例进行说明。 

1．表示工具 

（7）高中在开设中国课程的同时，还由加拿大教师英

语讲授加拿大高中全部课程。（《中国教育报》1999.9.13.4） 

2．表示处所 

（8）丈夫澳洲打工，她不知用眼泪浸湿了多少张日历。

（《腹部刀口》，《春风》1994.7） 

3．表示方式 

（9）最近美国电信公司沃达丰敌意收购德国电信公司

曼尼斯曼一事，连续成为国际财经界的重大新闻。（《南

方周末》2000.1.7.15） 

4．表示情态 

（10）他端着保温杯，从容的神情准点落座在醒目的

位置。（《解剖者的位置》，《天津文学》1998.11） 

5．表示金额 

（11）阿胡 310 元买了只数字机，即买即开。（《石

库门之恋》，《十月》1999.2） 

以上五种类型，在第三阶段中并不少见。不仅状语如

此，其他各句子成分基本上也是如此。 

三、如何把“阶段观”贯穿和体现在现代汉

语教学中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涉及到的问题也比较

多，这里，我们着重提出以下几点。 

1．关于教材编写问题 

如前所述，现阶段的现代汉语体系及规范是以第二阶

段的语言事实为取舍标准的，而以此来对概括整个现代汉

语，就难免是在以偏概全，自然是不够“真实”和“准确”

的，并且在某些方面也是“滞后”的。 

正因为有以上的问题，所以现代汉语教学普遍面临着

这样的困惑：所讲内容往往与实际运用的语言有距离，有

时甚至脱节，由此就使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真实性、有用性

等产生了怀疑，而这无疑大大地影响了他们学习的积极

性，这一点，恐怕每一位现代汉语教师都有切身的感受。 

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在编写教材的时候，对此就应

当有所考虑。具体来说，可以确定这样的原则：以中间为

主，兼顾两头。考虑到现代汉语研究和教学的历史及现状，

以第二阶段为主既是客观的，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也

应当适当地瞻前顾后，看一下同一形式在第一阶段和第三

阶段的用法，并对其中与第二阶段不同，但是具有较大的

普遍性、较高的可接受性、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约定俗成

度”的形式或用法，以适当的方式及篇幅做出表述和说明，

从而使得教材对现代汉语语言事实的反映更加全面、客

观、真实。 

在表述上，可以采取以下的方式，比如，在比较完“帮

助”和“帮忙”的差异后，可以再加上一句“在早期也有

一些‘帮忙’带宾语的用例”；在谈过名词做状语的情况

后，也可以再作以下的补充：“近年来，名词做状语的用

例比以前有所增加，可以做状语的名词的种类、数量以及

名词性状语的类型都有新的发展。”如果篇幅允许，或者

是对现代汉语的阶段性关注程度比较高，反映的“力度” 

比较大，也不妨适当地举例作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觉得，现代汉语的教材编写也应当“与时俱进”，

以前在编写新教材或进行教材修订时，人们比较注重补充

某些新的研究成果（通常编写者们在前言中总会提到这一

点），这实际上只是在一个方面跟上了或试图跟上形势的

发展，但是，在另一个方面，人们对于语言事实本身，基

本上还是看成恒定不变的“一潭死水”。 

在今天，这样的观念和做法到了应当改变的时候了。 

2．关于讲授内容问题 

在编写教材时，虽然应当而且可以体现出现代汉语的

阶段性，但是，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显然不可

能把问题谈得特别全、特别细，在更多的时候，只能是“点

到为止”，这样，就把探讨和说明相关问题的更大空间留

到了教学环节，使得它们可以在讲授内容中有更多的反映

和表现。 

这样，也就给教师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 

一是要求教师建立历史的观念，明确现代汉语是一个

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用动态的眼光来看待现代汉语，来

进行现代汉语的教学。 

二是要求教师了解现代汉语的阶段性以及各阶段之

间的异同，特别是差异之处，对相关问题有比较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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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杯”竞赛：研究性学习的重要

实现形式 
●  湖南大学金融学院  杨胜刚  乔海曙 

 

一、高校“挑战杯”竞赛及研究性学习的功

效分析 

1．“挑战杯”竞赛及研究性学习有利于引导大学生

从事学术科技活动 

作为研究性学习在高校的重要实现形式之一，“挑战

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具有导向性、示范性和

权威性的特点，对引导全国大学生积极从事学术科技活

动，具有直接而有效的重要作用。 

（1）“挑战杯”竞赛的导向性体现在竞赛的宗旨与目

的上。根据 2004 年 6 月 10 日修订的《“挑战杯”全国大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章程》第一章第二条、第三条

的规定，竞赛的宗旨是“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勤奋学习、

锐意创新、迎接挑战”，竞赛的目的是“引导和激励高校

学生实事求是、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多出成果、提高素 
 

以至于比较深入的研究。 

三是要求教师适时地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灌输史的

观念，讲授相关的知识。 

四是要求教师站在更高的高度，对现代汉语的发展变

化及其原因、规律做出合理的说明和解释。 

比如，如果教师有了阶段观，在讲到状语时，就可以

补充近年来名词做状语的情况，从而使学生对这个问题形

成比较完整的印象。 

3．应当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 

应当看到，现代汉语史正式提出的时间还不长，而作

为一个分支学科，它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展开，所以，我们

对于现代汉语的阶段性以及各阶段的区别联系知道得还

很有限，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知道，科学研究对教

学工作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要想真正地在教学过程

中贯彻阶段观，首先就应该对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 

对现代汉语史的研究可以采取分条、分块、条块结合

的办法。 

所谓分条，就是研究某一个方面（比如语法）在整个

现代汉语中的发展及其变化，最终的研究成果是形成某一

个方面的专史，如现代汉语语法史、现代汉语词汇史等，

这样的研究因为只涉及某一个方面，相对比较单纯，头绪

较少，但是因为时间跨度比较大，所以也有相当的难度。

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汉语语法简史”的研究就属于这样

的研究。 

所谓分块，就是按现代汉语的阶段划分，分阶段地进

行研究，把各阶段的语言事实描写清楚、分析透彻，然后

比较各阶段的异同，归纳和总结出各阶段的特点，这样的

最终研究成果就是一部完整的现代汉语史，这样的研究因

为要覆盖现代汉语的各个方面，虽然是分阶段进行，但是

头绪多，难度非常大。我们拟写的《文革语言研究》就属

于这样的研究。 

所谓条块结合，就是把“条”再分成若干个小“块”，

然后再分别进行研究。比如语法，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对它

进行分阶段的研究，然后再把各阶段的研究成果汇集在一

起，从而形成一部现代汉语语法史。这样的工作，既有分

条头绪较少的特点，又有分块时间跨度较小的优势，所以

比较易于把握、易于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工作，

比如拙作《初期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台湾洪叶文化公司

1999 年 1 月初版）、《新时期新语法现象研究》等基本上

都属于此类。 

除了对现代汉语史本身的研究外，还应该开展对许多

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比如对语言规范问题的研

究，什么是规范和不规范，应当如何认识，如何确定，规

范与发展变化的关系；对语言变异理论的研究，语言的各

种变化现象极多，在教学中如何取舍，取舍的标准是什么，

等等，都值得而且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有当上述研究

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和相当的实绩以后，我们在现代汉语

教学中贯彻阶段观才会更自觉，目的性才会更强，当然效

果也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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