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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现代汉语自然也不例外，然而现代汉语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在现阶段

的大学现代汉语教材编写和教学活动中却很少体现，由此就造成了一些问题。现代汉语教学中的语言发展

观亟待加强。无论在教材编写还是实际的教学中，都应强调并注重一线两点: 所谓一线，即百年来现代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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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长期从事现代汉语历时发展演变( 现代汉语
史) 的研究，也曾经思考过如何在大学现代汉语课程
内容的讲授中避免由于史的意识和内容的欠缺而给教
学活动带来的困扰、给学生对现代汉语课的认知带来
的负面影响以及对实际教学质量和效果的影响。然
而，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引起从教材编写者
到很多现代汉语教师的重视，所以 10 年前甚至更早以
前就存在的问题到现在依然存在，因此本人认为，还有
进一步说明和呼吁的必要。

一、语言发展观及现代汉语的发展
( 一) 语言发展观

语言与任何事物一样，自始至终都处于不断的发
展变化中，关于这一点，我们能够看到大量的表述，比
如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萨丕尔说: “每一个词，每
个语法成分，每一种说法，每一种声音和重音，都是一
个慢慢变化着的结构，由看不见的不以人意志为转移
的沿流模铸着，这正是语言的生命。”［1］中国澳门的语
言学家程祥徽先生说: “语言的生命如同放大了的人
生，每时每刻都在变迁，永远保持运动的形态。”［2］

然而，虽然没有人否认语言会发展，但是对待语言
发展的态度却有所不同，由此就造成了语言发展观的
不同。如上引两段话，当然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也有
人在一定、甚至很大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持否定态
度。王红旗就此写道: “从古希腊的亚历山大里亚的
语文学派，直到 18、19 世纪的英语语法学者，都对语言
的变化有一种错误的理解，即认为语言的变化是退化、
堕落，所以他们要制定规范，规定人们怎样说或写，规

范语法由此产生，这些人被称为‘语言爱洁癖者’( pur-
ists) 。”［3］在这些人的脑海中，大致都存在着一条“黄
金时代”原则，即认为只有在过去的某一阶段，语言才
处于一种完美的状态，所以，由于发展变化而带来的任
何与“黄金时代”的不同，都是不值得提倡，甚至是难
以接受的，而实际上，这种基于“黄金时代”的语言规
范，也成了他们鉴别好坏、品评得失的唯一依据。

施春宏曾对语言规范评议失误进行过比较全面的
研究，对评议失误的依据( 理由) 进行过总结和归纳，

其中列在第一位的就是“汉语或普通话中没有或很少
有这类表达方式”［4］。笔者 2012 年去台湾参加一个语
法研讨会，会上有台湾同行教师提交了一篇论文，认为
台湾口语中广泛使用、书面语中也有较多反映，并且已
经被许多学者接受的“有 + VP”句式( 如“他也有来”)

为不规范形式，甚至干脆就是语病，而唯一的理由就是
传统的汉语中没有这样的形式。很显然，这样的观点
是站不住脚的: 所谓发展，就意味着变化，而所谓变化，

也就是与以前的有所不同，如果一味强调因仍旧贯，还
谈何发展?

( 二) 现代汉语的发展

语言必然会发展，现代汉语自然也不例外。语言
的发展变化大致有两种形态，裴文就此写道: “从总体
说来，一方面，语言流变可能是清幽的、淡舒的，无数从
不间断的细微的变化犹如涓涓细流一般对语言的整体
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它足以让英国曾经的时尚口号
‘让我们保持莎士比亚的英语’遭遇尴尬; 另一方面，

语言流变也可以是浓郁的、密集的，一定量的细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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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聚犹如蓄势待发的洪流一般对语言的整体造成深
刻的颠覆。”［5］

就现代汉语的发展变化来说，大致属于后者。如
果按多数人的意见，把现代汉语的确立时间定在清末
民初的五四时期，那么它从最初到现在已经有近 100
年的时间了，这 100 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受此变化的影响和拉动，现代汉语也发生了相当
大的、多方面的变化。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认识，

我们早在 1992 年就提出要对现代汉语的发展演变进
行研究［6］，后来在此基础上又概括、升华为“现代汉语
史”［7］。

我们把现代汉语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 1919—
1949 年、1949—1978 年、1979—今，而其他一些学者或
接受了我们的划分，或采取了与我们相同的划分。比
如，郭伏良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语新词的产生情况
对现代汉语史所做的分期与我们完全相同［8］; 何九盈
提出了近代以来中国语文转向的问题，并划分为五个
阶段，其中后三个阶段与我们的划分相同［9］; 邵敬敏在
为杨海明、周静《汉语语法的动态研究》( 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06 年) 一书所做的序言中谈到的现代汉语在近
一百年里发生的三次急剧变化，起止时间也与我们的
划分基本相同。

现代汉语的三个阶段各有特点。第一阶段是其形
成和初步发展时期，对今天而言，此期语言及使用总的
特点是纷纭复杂、陌生化程度高; 第二阶段是在前一阶
段基础上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相对于前期而言最大
的特点是“简化”; 第三阶段则是一个变化更加猛烈的
时期，其总的表现是“复旧”与“趋新”并存，且二者都
有充分的表现。

二、从语言发展观看现代汉语教材及教学

既然语言是发展变化的，而现代汉语本身也经历
了 100 年的发展变化，那么这一事实就应该在我们的
现代汉语教材以及相关的教学活动中有所反映、有所
表现，这本来是顺理成章、不言而喻的事情。

然而，从现代汉语发展观的视角看现代汉语教材
及相关的教学活动，会发现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
在，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现代汉语知识体
系的完整和严密，影响到学生们对现代汉语课的认识
和态度，以及本门课程的教学效果，因此应该引起足够
的重视。

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例子。
一般的现代汉语教材都会提及“们”用于指物名

词后的用法，几乎都一致地表述为修辞用法，或者具体
指明是修辞中的拟人用法，前者如周一民编《现代汉
语》(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2 版) 第 310 页:
“文学作品有时在表示事物的名词后加‘们’是修辞用
法”; 后者如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 高等教
育出版社 2007 年增订四版) 下册第 9 页:“指人名词加
‘们’是拟人的用法。”

较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

八百词》，该书 1980 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而根据书的
前言记载，从 1978 年 1 月起就陆续油印初稿，分送各
方征求意见，所以它面对的语言材料和反映的语言事
实，应该是经过全面“规范”的上述第二阶段。然而，

时至今日，“们”的用法已经发生变化，其中重要的一
点，就是与指物名词搭配用法的经常化与普遍化，特别
是与动物名词的搭配。以下是规范度相当高的《人民
日报》中的两个用例:

内中有一家相当规模的鲜花店，店顶垂的，墙

上爬的，架上供的，地下摆的，层层叠叠，全是花们

草们。除了花摊上常见的品种外，这里还有四季

常青的棕榈类，早开早谢的小晨花类。( 1987． 7．
26)

为了保证小猪们健康成长，村民出山进城，与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省家畜传染病治疗专家陈家

祥、邵良平等 3 位达成协议，聘他们为小猪的“家

庭医生”。( 2003． 11． 20)

对于类似用例中的“们”的意义和作用，可以进一
步讨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它们基本都不是
作为修辞手段来使用的，而这样的用例在当下已经相
当多见了。

我们曾经对“们”在现代汉语各阶段的使用情况
进行过比较细致的考察，基本的认识是第一阶 段 中
“们”与指人名词搭配的用例比较多且不限于修辞性
的使用，第二阶段较少且主要为修辞性使用，第三阶段
基本“复 旧”，恢 复 到 第 一 阶 段 的 状 况 并 且 有 新 的
拓展。［10］

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着眼于现代汉语第
二阶段，现行教材关于“们”使用范围和用法的表述大
致是正确的，而如果着眼于当今的现代汉语，或者是着
眼于整个现代汉语，这一表述就不太能站得住脚了，而
造成这一失误的原因，正在于对“们”的用法发展史了
解和认识的缺失。

以下再看一个“您们”的例子。
关于现代汉语中是否有“您们”以及它的存在是

否必要合理，曾经展开过讨论，现在学术界基本趋向于
承认和接受这一形式，而这一点在有的教材中却并没
有表现出来，比如张斌主编《现代汉语》( 中央广播电
视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第 1 版) 第 329 页就明确指出:
“‘您’是‘你’的敬称，可用于单数，也可用于复数，因
此‘您’没有‘您们’的复数形式。”

我们查《人民日报》1946 年至今的图文数据库，一
共检索到含“您们”的文章 657 篇，其中多数见于叙述
性语言( 大致归属于书面语言) ，但也有一些用于记录
对话，因而有一定的口语性。比如以下两例:

贾秀兰时常对老人们说: “我从小就是个孤

儿，没有爸爸、妈妈，您们又没孩子，我们就组成一

个 家 庭 吧，让 我 来 做 您 的 女 儿，做 您 的‘小 棉

袄’。”( 2006． 9． 16)

温家宝握着沈荃的手说: “我们应该多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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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您们。”( 2011． 9． 13)

所以，比较正确的表述应该是这样的:
“您”是“你”的尊称形式，“您们”是“你们”的尊

称形式。( 周一民《现代汉语》下册第 299 页)

在当下林林总总、数量繁多的各种现代汉语教材
中，往往或多或少地都有从史的角度来看有所缺憾的
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没能与时俱进地根据
现代汉语的发展变化情况对已有知识有所调整( 删改
与添加) ，二是没能适当地增加一些史的信息。前者
的例子以如上所举，后者的例子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
现代汉语教研室编《现代汉语( 增订本) 》( 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 第 371—375 有“倒装、插说、复指”一节，其
实这些形式主要是现代汉语“欧化”的结果，主要产生
于第一阶段，但是书中对此却只字未提，而其他很多教
材大致也是如此; 再如一些新编的教材在介绍外来词
语时，对于当代数量庞大、使用频率很高的字母词语却
一概不提。再比如修辞，多数教材都采用五章的格局，

保有修辞这一部分，但是内容基本是多年一贯制，对当
代汉语丰富多彩的修辞实践与修辞事项几乎没有任何
反映。相比之下，北大教材在这方面则做了有益的尝
试，在一般的介绍中，不仅加进了一些当下比较鲜活的
实例，还在第六节“适应语体和调整风格”中加进了
“网络语言的特点和规范”以及“网络语言的语体和风
格”这两部分内容。

以上是各类现代汉语教材的一般情况，而由笔者
长期从事现代汉语课程教学的经验，以及通过不同形
式所做的调查情况看，在现代汉语课程的讲授内容中，

史的内容和信息的缺少也是相当普遍的。
三、把现代汉语发展观用于教材编写和教学活动
( 一) 语言发展知识的缺少对现代汉语课的影响

由于现代汉语教材以及授课时关于现代汉语历时
发展变化内容一定甚至很大程度的缺失，给现代汉语
课程的知识体系以及学习者对本门课程的评价、态度
以及授课效果等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约略言之，大
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其一，讲授的知识不够完整。从大的方面来说，只
有静态而没有动态，这当然不能够对已有的知识形成
全覆盖。而从具体的方面来说，一个语言现象往往有
其产生、发展的过程，现代汉语课虽然不是汉语史课，

但是对一些重要现象适当地作一些历时发展方面的交
代，无疑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形成
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

其二，一定程度地脱离实际，易使学生产生隔膜。
学生所学，基本上尊奉一个偏向静态的标准，且有一定
程度的“避世”倾向，而现实的语言生活却异常活跃，

很多新的语言现象或多或少地与所学内容有一定程度
上的不一致，甚至是抵牾，由此而使学生易对本门课程
是否“有用”产生怀疑，从而直接影响到对现代汉语课
的感观，也间接影响了对本门知识的接受。

其三，对学生从师素质的提高也有不良影响。高

等师范院校中文专业主要培养各级各类语文教师，由
于高师现代汉语课程中语言发展方面因素与内容的缺
失，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两方面的后果: 一是没有或缺少
史的观念，二是面对语文教材中大量富含史的内涵的
课文，难以把握，不会处理，由此而产生对自己教育对
象的“二次消极影响”。

( 二) 具体的建议

我们的建议就是把现代汉语发展观用于教材编写
和教学活动中，具体而言是强调并注重“一线两点”。

所谓“一线”，就是百年来现代汉语发展演变的线
索，作为高师现代汉语教材编写者以及教师对此应该
有所了解和认识，进而试图培养并建立自己的现代汉
语发展观，并争取在教材编写以及教学活动中有所体
现。应该着眼于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对已有知识进行
检视，并适当作出某些调整，从而形成比较客观、完整
的认识和表述。

所谓“两点”，即现代汉语三阶段的两头: 作为早
期、初期现代汉语的第一阶段和作为当代汉语的第三
阶段。

我们现有的现代汉语知识体系，基本是以第二阶
段的语言事实为基础归纳总结而形成的，反映的也基
本是这一阶段的语言实际，因此既与前一阶段，也与后
一阶段有一定程度的参差，所以无论是编写教材还是
实际讲授，都应适当地瞻前顾后，连三点( 三个阶段)

成一线，才是比较合理的。另外，我们强调两点，不仅
仅是照顾到知识之间的衔接和平衡，还有进一 步 的
原因。

先说第一个点。在我们的研究中，经常把第一阶
段称之为早期或初期现代汉语，这一阶段的语言状况
比较复杂，与此后的第二阶段有较多比较明显的差异，

而它又与中小学语文教学关系密切，因此值得 特 别
关注。

在初中和高中的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很多本阶段
的名家名作，而一般的教材编写者对这些作品中不同
于此后的一些语言特点，似乎并未给予特别的关注，比
如鲁迅《藤野先生》中的两句话:

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
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前句中的“发达”在早期现代汉语中还有“发展”
义，而此处用的正是此义; 后句中“的”的使用，也反映
了此期的特点: 既有文言中“取消独立性”的“之”的影
响，同时也有英语句法的影子。以上两个语言点在一
般的课本中均未加注释，而一般的中学教师对此也不
会对此加以特别的说明或解释。

我们曾以朱自清的《背影》为例，比较详细地列出
本文在字形、音节多少、词义( 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
介词、副 词 以 及 助 词) 和 语 法 方 面 与 当 下 语 言 的 差
异，［11］而这样的对比反映的并不是个别现象。

再说第二个点。现代汉语的第三阶段我们也经常
称之为当代汉语，［12］注重第三阶段，就是要着眼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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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于当下，敢于正视当代汉语中产生的诸多新语言现
象，接地气、贴近现实，拉近书本上的语言知识与实际
的语言使用之间的距离。我们的现代汉语课一定应该
是“有用”的，具体的表现就是能够指导人们对当下民
族共同语的使用，以及用之于分析和解决现实中存在
的诸多语言现象和语言问题。

如果主要着眼于时间因素，语言的发展变化可以
大致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已经完成了的变化，另一种
是正在进行的变化。从语言规范的角度来说，那些已
有的规范大致就代表了已经完成的变化，而那些与已
有规范不相一致的、特别是还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各种
“新”的现象，很有可能就是正在进行的变化了。

我们的现代汉语教材和具体的讲授，虽然必须立
足于已经完成的变化，即着眼于规范，但是对正在进行
的变化也不能无动于衷，特别是在现代汉语课程的讲
授过程中。因为我们的学生是活在当下，使用当下的
语言进行交际的，而一味地忽略当下的语言实际，会让
学生产生教材中写的、课上讲的与实际不符的困惑，由
此必然会影响到他们对这门课程的评价、影响到他们
学习本门课程的积极性，而这实际上正是长期以来很
多学生对现代汉语课评价不高、学习积极性不高的一
个重要原因。比如，很多教材在介绍外来词语时不提
字母词语，可现实是字母词语已经成了日常交际中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 一般的教材说副词不能修饰名词，可
现实中却有大量的程度副词直接修饰名词的用例; 动
词因其能否带宾语而有及物与不及物之分，而当下的
语言运用中，却有越来越多传统的不及物动词甚至述
宾词组带了宾语。字母词语不烦举例，后两个语法现
象我们以下各举一个《人民日报》的用例:

展厅的中间区域有一个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

学院的展台。中国结、九连环、剪纸、围棋、长城照

片等元素将展台装饰得很中国。( 2014． 8． 29)

与会专家认为，该剧的故事和主题契合扎根

人民、表现人民、服务人民的时代要求，充满了正

能量。( 2014． 11． 20)

如果说教材要更多地考虑语言的规范与稳定性，

因此对这些正在变化的现象不可能给予充分的反映，

那么关于这方面的更大空间就留给了我们的现代汉语
教师，我们的教师对此既不应该无视，也不应该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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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Development Outlook in Modern Chinese Teaching
DIAO Yan-bin

(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 Language is developing all the time，and modern Chinese is no exception; however，it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are seldom reflected in the current compilation of college Modern Chinese textbooks and teaching activi-
ties，which in turn gives rise to some problems． Therefore，the language development outlook in modern Chinese
teaching needs continual reinforcement． It is put forwar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either textbook compilation or teach-
ing activities，emphasis should be laid upon‘one thread plus two points’，with the former referring to the clue of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the latest 100 years，while the latter referring to the early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before 1949 and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anguage since the inception of the Ｒeform and Opening － up
policy in China respectively．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modern Chinese teaching;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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