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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现代化

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 130 周年纪念专题

主持人刁晏斌教授按语: 今年是卢戆章 《一目了然初阶》出版暨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 130
周年，本刊再次组织专题研讨予以纪念。刁晏斌的 《沿着先贤开创的语文现代化道路不断前进

———为纪念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 130 周年而作》是一篇总结、反思、前瞻之作，基本观点是强

调应在守正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追求现代的同时不忘传统，在注重实践的同时加强理论研究;

王世凯的《语文现代化的国家语言治理视角》基本属于上述的理论研究之作，指出语文现代化

既是国家语言治理的组成部分，又是国家语言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途径之一。我国的国情、党

情、语情及当下的世情决定，新时代的国家语言治理既要注重治理主体的科学构成与良性互动，

又要坚持国家在场观，还要秉承国家语言治理的基础观、全球观和大服务观。我们希望这两篇

论文能引发学界对中国语文现代化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沿着先贤开创的语文现代化道路不断前进

———为纪念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 130 周年而作

刁晏斌

［摘 要］在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出版、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 130 周年之际，围绕“守正”

与“创新”、“现代”与“传统”、“实践”与“理论”三个方面讨论中国语文现代化，基本观点

和认识为: 对现在以及将来的中国语文现代化而言，“守正”是根本，在此基础上，则要不断创

新; 在强调追求“现代”的同时，也应不忘“传统”，甚至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向“传统”回归;

在为国家、社会和人民提供全方位、高质量服务的“实践”基础上，还应加强从学科和学科建设

角度出发的理论或理论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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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今年是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出版 130 周年，这一著作的出版被后人公认为揭开了中国

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序幕，［1］成为其起始标志。到今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已经持续进行了 130 年，

这无疑非常值得纪念。
卢戆章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贡献，先贤时人多有论及，如许长安指出: “ ( 卢氏) 不仅为我

·1·



国创制了第一个拼音方案，而且在推广京音官话，推行白话口语，采用横排横写，提倡新式标

点，使用简体俗字，以及实行分词连写、符号标调和注音识字等方面，都在我国开了先河。卢

戆章不愧为我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先驱。”［2］丁方豪认为: “卢戆章在切音字正词法的分词连写、
标调、标点符号三个方面有着特殊贡献。今天我们研究汉语拼音的正词法，回顾中国文字改革

的历史，决不应该遗忘这位先驱者。”［3］类似的评价主要着眼于 “器”的层面，即立足于卢氏在

语文现代化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及其主张、贡献和影响。除此之外，人们也从 “道”的层面来

认识卢氏的思想及其贡献，即卢氏所设定的出发点及想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在这方面，人们一

般都会引用卢氏自己在 《〈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中的一段表述，时至今日，我们认为依

然有必要再次重温，故摘录如下:

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 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 其所以能好学识理

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 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

即达于心; 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

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 !

这段话中卢氏把自己研究切音快字的动机和想要达到的目标都说得非常清楚，有人就此指

出: “卢戆章处处从维护国家利益的高度立论，以切音新字开启民智、普及教育、振兴实学以追

求国家富强的急切之情溢于言表。”［4］其实，上述 “以切音新字开启民智、普及教育、振兴实学

以追求国家富强”，何尝不是中国语文现代化思潮 /工作 /运动的理想和目标! 而这也就是中国语

文现代化的“初心”和“使命”。
客观地说，在 130 年后的今天，卢氏最初的理想和目标基本都已经变为现实，而这正是 130

年中国语文现代化事业所取得的辉煌业绩。社会在不断发展，社会语言生活始终处于动态变化

中，中国语文现代化自然也不会就此停下脚步，仍要持续 “现代化”下去，以确保语言文字适

应社会的新发展新需要。所以，在这样的时间节点，我们一方面要纪念、缅怀先贤筚路蓝缕、
导夫先路的丰功伟绩; 一方面更应该重新思考，怎样赓续前人的思想和精神并使之发扬光大，

从而继往开来，续写新的辉煌，而这应该是我们纪念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 130 周年的真正目的意

义所在。站在今天的立场和角度，回顾中国语文现代化 130 年的历程，着眼未来的发展，我们认

为有必要提出以下三组相对的关键词，并且深入理解其内涵、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对于

中国语文现代化今后的健康发展和不断进步，至关重要。

一、“守正”与 “创新”

所谓“守正”，就是坚持中国语文现代化的优良传统，以卢氏为代表的中国语文现代化事业

的开创者们正是这一传统的首倡者和践行人。具体而言，这一传统至少包含以下三个要点: 第

一，深切绵长的家国情怀; 第二，以开启民智为首要目标; 第三，以富强国家为最终诉求。对

当今的中国语文现代化事业和中国语文现代化工作者而言，此三点应该成为永远不变的宗旨和

追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这里绝对不应该只是一个响亮的口号，而应该是一个内涵深厚

的命题、一种历久弥新的精神、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使命，因此必须一以贯之地坚守、持续不断

地践行。
所谓“创新”，就是要与时俱进，不断满足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因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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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不断提高而日益增长的对语言文字的新需求，不断拓展语言文字的服务领域，充分发挥其保

障功能和促进作用。
语文现代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苏培成就此指出: “语文现代化就是伴随着社会现

代化进程而进行的。”［1］“‘现代化’意味着科学和进步，能够满足或适合当下社会发展的需要，

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语文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或任务也必将发生变

化。”［5］回顾世界语文现代化历史可知，语言现代化的宗旨是不断满足时代对语言文字的需求，

核心任务是不断改善和提升语言文字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及人们高效使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以

促进社会发展。语文现代化有若干层面，其核心是确立与时俱进的语言观念和提升服务时代需

求的语言能力。［6］实际上，中国语文现代化也正是这样一路走来，比如周有光在 1993 年把中国

的语文现代化的任务目标归纳为语言共同化、文体口语化、表音字母化、文字简便化四个方

面，［7］苏培成 2005 年在回顾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百年历程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时，增加了 “信息处

理电脑化”一项，［8］而这显然是与时俱进的产物。
20 年前，有人把当时的现代生活的特点概括为在机器制约下的大规模群体劳动，在时间维

度上的快节奏生活，在空间平面上的跨民族、跨区域的频繁流动，在交际方式上的网络电信传

输四个方面［9］。时至今日，社会的发展变化可谓巨大，人们对语言文字性质及功能等的认识，

也在不断地发展与加深，比如人们认识到语言文字是一种重要资源，关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
文化进步、个人发展，由此就决定了对其健康与正确使用的更大、更多现实需求。［10］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不断地带来新问题、新挑战，

需要积极应对、妥善解决。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而言，很多学者进行过深入观察和思考，并作出

一系列深入透彻的表述。赵世举认为社会发展导致语言文字的使用主体、使用场域、使用方式

及服务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这些都迫切要求语言文字事业更新观念，因应现实，调适工作。［11］

毫无疑问，上述“更新、应因、调适”正是时代对语言文字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同时也带来了

其创新发展的新机遇。
如果说以上是就总体情况而言的话，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具体的方面。李宇明最近在谈到无

障碍社会与语言文字的关系时指出，后者是前者的重要保障: 一是在生活无障碍中，标识指引

主要是语言文字问题; 二是在信息无障碍中，信息沟通内容主要是语言文字问题; 三是信息服

务渠道无障碍其实也与各人群的语言使用习惯和能够接受的语言技术密切相关。此外，语言使

用习惯、语言技术也是重要的语言文字问题。［12］

总之，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随着国家语言能力、国际话语权，以及语言资源、
语言安全、语言服务等一系列新概念的提出和新观念的建立，中国语文现代化面临空前的任务、
目标和挑战，需要全力应对，进而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先贤的贡献，续写新的辉煌篇章。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上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自然也包括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和水平，因此也需要在不断的创

新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认为至少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努力和不断

加强: 第一，更加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变化，不断回应社会关切; 第二，树立更加强烈的问题意

识和参与意识，永不缺位; 第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在全球化的视野和背景下开展工作。
如果需要对“守正”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作一说明的话，则前者是我们的根脉和精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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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者是新的使命担当，二者的加合，即: 守正+创新=新时代的中国语文现代化。

二、“现代”与 “传统”

“语文现代化”是一个后起的概念。在我们的词汇系统中，“现代”通常与 “传统”相对。
在语言文字范畴，与“现代”相对应甚至相对立的“传统”，就是传统的语言文字，特别是沿用

了几千年的文言文。一百多年前，因文言与口语脱节，导致言、文不一，而直接引发清末三大

语文运动之一的白话文运动，其目标和诉求就是倡导言、文一致，其手段和途径是以白话取代

文言，后来这也成为中国语文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有人对中国语文现代化作了以下归纳总结: 卢戆章发现了古代汉语存在三个明显缺陷: 一

是汉字复杂，识读写困难; 二是言文不一致; 三是汉字读音不统一。这实际上是整个近代以来

中国语言文字改革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基本上是沿着这个路径前行，一直

延续到今天，其成果就是今天的简体字、普通话和 《汉语拼音方案》。［13］有人针对 “言文不一

致”指出，与一百多年前相比，书面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汉语言文字现代化的诸多方

面中，书面语改革、书面语现代化是最彻底最成功的。［14］

按现在一般的理解，上述成功之处，就在于白话文最终战胜并取代文言文，成为彻底实现

了言、文一致的现代汉语书面语，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通俗化与口语化，也有人称之为 “非文人

化或非知识分子化”，并认为这是对以前的文学语言传统所进行的整合，即 “俗化”的结果。［15］

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上述发展过程可以简单表述为 “传统”让位于“现代”，或者说是后者战

胜了前者。对此，我们认为以下几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其一，130 年后的今天，“传统”与 “现代”是否依然还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 二者是否是

非此即彼、有它无我的关系?

其二，通俗化与口语化的书面语是否能满足所有场合下的交际与表达需求? “雅化”的概念

和追求是否要一概排除、摒弃?

其三，现代社会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多元与包容，这一点在我们的现代书面语言中是否也应

该有所体现，怎样体现?

其实，上述问题很多人都进行过或深或浅或多或少的思考，我们也能看到与之相关的一些

反思与表述。比如，上引“非文人化或非知识分子化”就是一种认识，这样的认识在文学界似

乎比较普遍。再如，陈平原基于内地与港台地区的对比指出: “ ( 内地) 文章普遍比较直白、浅

俗、酣畅。反观台湾及香港的文化人，似乎更愿意在二者之间保留必要的缝隙①。这一差异，说

话时隐约感觉到，写文章或正式典礼上致辞，就更显豁了。”［16］

在语言学界，也有人直白地指出: “不少人因为现代汉语的 ‘现代性’而忘记了它的 ‘古代

性’和‘文言性’，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同时还妨碍了现代汉语的健康发展。”［17］也有人认为，

“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白话文忘记了汉语有诗一般的语言的美，”强调 “在研究规范时，必须考虑

如何把‘文人气’与‘从众从俗’结合起来”。［18］此外，还有人从 “人文性”的角度指出自清

末开始的现代语言规划活动，考虑语言的工具性较多，但是对其人文性考虑不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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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上述的“古代性” “文言性”，以及 “诗一般的语言的美” “文人气” “人文性”
等，属于与“现代”相对的“传统”，或者说被认为主要存在于传统的语言文字及其表达之中。
另外，还有人就“消灭文言”的言论以及针对现代书面语 “文白夹杂”的批评指出: “只要还

有汉语，只要汉语不死，我们的书面语就无法彻底根绝 ‘文言成分’……除非汉语寿终正寝而

为某种外语所彻底取代。”［20］

笔者 2019 年曾经发表论文，立足于百年现代汉语书面语与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关系，对现代

汉语书面语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进行了梳理分析，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反思，得到如下三点认

知: 其一，语文现代化运动中言、文一致的追求及目标过于单一，主要表现是并未真正以整个

社会各个层次与阶层的全体民众为服务对象; 其二，过于强调“工具论”与“经济论”，语言文

字固然是交流与思维的工具，因此使用中的经济性应当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但这不应当

也不可能成为语言文字及其现代化的全部内容; 其三，长期以来，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把白话与

文言对立起来了，甚至将二者视为非此即彼不可并存的两种客观存在。［21］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还

有很大的讨论空间，这里暂不深入讨论，以下再从语言使用者和书面语言两个角度略作申述。
先从语言使用者角度来阐述。
现在，大多数人认为“中国语文现代化的道路就是大众化的道路”［22］，有人概括为 “平民

化与大众化”［23］。此言不谬，上引卢戆章的话就能证明这一点: “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

学识理”，显然是把服务目标人群明确定位在 “男妇老幼”，其实也就是另一位语文现代化先驱

王照所说的“千中九百九十九之农工百业毫未学问之人”①; 而语言文字改革的目标，则是 “造

就下流社会之利器”②。以上两个方面因素的叠加，促使力求文字易认易识，语言通俗易晓，书

面语与口头语相一致，利于“普通”民众学习 “普通”知识，便于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

信息、感情的沟通和交流等语文改革目标确立，［24］而这也就是上述的“大众化道路”。
任何一项社会运动，都应该考虑不同人群的实际需求，并在其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出来。这

一点，早期的中国语文现代化倡导者中就有人已经注意到了。比如，在清末民初语文改革运动

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并极大推动了中国语文现代化进程的严修就特别强调，在中国语文现代化的

进程中，应充分注意人的差异，不可一刀切，因为“中国之人众矣，程度与好尚至不齐矣”，所

以应“各投其所嗜”③。可惜的是，这样的声音显然被另外的声音淹没了，由此带来的一个需要

反思的问题是: 如果说，语文现代化就是立足于 “大众”的话，那么它是否也应该兼顾 “小众”
的需求? 特别是在今天普及的目标已经或基本实现、“小众”已不 “小”的情况下，是否应当作

出适时、适当的调整? 其实，学界也在就这个问题进行反思，比如有人这样指出: “面对即来的

威胁与死亡，人们不会考虑如何养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应该是到了我们需要冷静思

考汉语书面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候了。”［25］话虽委婉含蓄，但是道理不言自明。简而言

之，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提高人们的语言文字素养和能力，使其达到更高的层次，满足

多样化的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就要向 “传统”回归。
以下再从书面语言角度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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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语出王照《普通字义辩》，详见其所著《官话合声字母》( 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
语出沈凤楼在半日学堂开学典礼上的演说，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 127

页) 。
严修《张文襄骈文笺注·序》，见《严修集》( 中华书局，2019 年版第 140 页) 。



关于书面语言，李宇明指出，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数千年历史上，书面汉语发挥了重

要作用，在普通话普及率已超过 80%的今天，高水平地使用国家通用书面语，应成为推广国家

通用语文的重要任务。应大力提升教育、政务、新闻出版，以及窗口行业等重点领域、重点人

群乃至全民的书面语水平。［26］以上表述中，前边所说的书面语自然是 “传统”的，因其居功甚

伟，显然不可以、也不可能完全推倒，弃之如敝屣; 而后边则说的是 “现代”，强调对书面语

“高水平地使用”。
什么是“高水平”的书面语? 陆俭明认为，应 “具备运用娴熟的书面语，在自己的工作、

学习范围内传递信息、表达思想情感的能力”，具体包括以下三点: 一是做到文从字顺，条理清

楚，词语的运用和标点的使用基本正确; 二是在语言表达上做到得体、到位; 三是懂得在什么

场合、什么情景下选用什么样的文体框架、什么样的词语、什么样的句式、什么样的句调和语

气。［27］崔希亮提出了现代汉语书面语包含三个境界，大致可以与陆先生的三点互相补充: 其一是

正确的书面语，其二是明白的书面语，其三是典雅的书面语。［28］客观地说，当今的很多人 ( 包

括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甚至一些“文化人” “写作人” ) 的书面表达在陆俭明提出的 “三

点” ( 特别是第二、第三点) 和崔希亮提出的第三个 “境界”方面差距不小，离 “高水平”还

相去甚远，这恐怕是当今相当普遍的现实，上引陈平原所说的内地语文表达与港台的差异，正

是指此。也正因如此，冯胜利从语言教学的角度指出，必须注意单、双音节的搭配 ( 单 =古雅，

双=庄重) 、利用功能词 ( 的、也、了……) 的黏合作用、调节韵律构词与节奏语调之间的关

系，以及文章的前后气脉，不使中断而一贯到底。［29］其实，这些内容很多都是在 “补课”，在一

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找回一度失去的 “传统”。
结合以上的讨论，我们认为，在已经初步实现国家富强，民智已开，语文现代化的最初目

标已经基本达成的情况下，是时候反思其得失，重新思考 “现代”与 “传统”之间的关系，并

作出适当的调整和改变，以使现代汉语成为真正高雅、丰富、表现力强的世界语言。［30］

三、“实践”与 “理论”

中国语文现代化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 “实践”的领域，它的运作方式和基本路径就是

“方案———实施”，卢氏即是如此。在此后的不同阶段，基本也都是围绕 “设计方案———规划措

施———组织实施”，因此整个过程更多地集中在 “运动”或者 “工作”的层面。直到今天，我

们看到的很多相关综述、总结及前瞻类的论述仍多是着眼于此，例如苏新春、郭光明指出的，

国家在语言为社会服务的诸多领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31］; 赵世举把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内

容概括为六个方面: 一是语文观念现代化，二是语文体系现代化，三是语文使用现代化，四是

语文手段现代化，五是语文服务现代化，六是语文理论现代化。在此基础上，赵世举还谈到应

推动语言文字工作从“工作”转向“事业”，从筑基转向拓展，从监管转向服务，从事务管理转

向能力建设，从管理转向治理，从着眼国内转向统筹内外。［6］

以上内容多属“实践”范畴。我们认为，一方面，这是由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性质、特点和

使命所决定的，因而具有充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因此仍需保持与加强; 但是，另一方面，作

为一个已有 130 年发展历史、与国计民生及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专门领域，还应强调其学术性，

强调加强其自身及与之相关的理论研究，从而形成“实践+理论”的格局，增加中国语文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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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含量，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
一般而言，理论与实践虽然无法完全分开，但是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一定程度上分开二者，

或者是有所侧重，并非难以做到; 而就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虽然不乏以“学科”、“理论”
或“理论与实践”等为题者，但实际上理论性似乎并不强，在一定甚至很大程度上还是侧重于

实践。比如，有人发表文章从语文现代化学科建设角度提出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 “作为国家现

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语文现代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价值呢? 如何寻求现代化与本土化的平衡?

语文现代化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不搞清楚这些问题，语文现代化学科建设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想

法。”然而，文章最终对存在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法却是以下三点: 一是坚定语文现代化改革的方

向，二是普及普通话，三是积极加强有关信息处理的语文规范研究。［30］最终还是把理论性的

“学科建设”与具体的“实践”混在了一起。再如，有一篇讨论周有光语文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

论文，其内容是指出周先生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语文现代化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探索: 汉语

拼音方案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汉字改革的理论与探索、中文信息处理的理论与实践探索。［32］虽然

处处紧扣“理论与实践”，但就具体内容而言，也是后者重而前者轻。
早在 20 多年前，邢福义就曾指出，语言文字工作固然是实践性很强的工作，更是学术性很

强的工作，特别是跟“现代化”三字联系起来，就不能不讲求理论、方法、研究手段的更新，

强调“与国际接轨”。另外，邢福义还从研究队伍存在的问题角度指出: 理论水平还不够高，研

究能力还不够强，主要还是实践型的。［33］时至今日，上述问题似乎并未完全解决。
在中国语文现代化已经走过 130 年的今天，我们深切地意识到，这一伟大历程及其所取得的

巨大成就值得而且应该认真总结，并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在其今后的规划和发展中，应着力于

以下两个方面的建构:

第一，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建构，或曰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的建设问题。中国语文现

代化有其固定的实践领域，包含丰富的理论内涵，以此为核心建立一门 “学问”，并非天方夜

谭。我们应该而且可以着眼于中国语文现代化本身，立足其历史发展及现实状况，梳理事实，

分析原因，提出概念，总结规律，最终上升到比较全面的理性认识，并形成完整的表述。
现在完成这一任务已经远非当初的白手起家，我们所见，既有立足于现实的鼓与呼，也有

已经完成的一些研究工作。就前者而言，比如彭泽润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学科建设问题进行了

讨论，其在“总结历史，探讨有关新理论”一节，提出对 100 多年来的中国语文现代化历史，

不仅要做材料性质的收集和整理，更要注意从中总结出经验和教训，并且产生一定的理论来指

导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此外，彭泽润还提出了几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 一是语言和文字，表意

汉字和表音汉字的关系，二是实现表音汉字的两个大前提，三是表音汉字研究的最大误区。［34］就

后者而言，仅以“概论”为名的专著，前有周有光 《文字改革概论》［35］，后有张育泉 《语文现

代化概论》［36］; 至于单篇的专题性论文，更是时有所见，如于根元 《五四白话文运动再认

识》［37］、黄德宽《新文化运动与语文现代化的反思》［38］、俞士汶 《关于受限制的规则汉语的研

究》［39］、王培光《语文现代化中的语文感》［40］。只是，这样的研究还比较零散，不成系统。要

进行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建构，以及进行更具理论性的研究，至少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付出

更多的努力:

一是着眼已有工作，进行专题性的系统研究。比如，有人把百年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内容和

目标归纳为六个方面: 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文字的简便化、表音的字母化、信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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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电脑化以及术语的国际化和标准化，［41］而这就构成了理论或富有理论色彩研究的六个专题，

它们都内涵丰富，可以而且应该进行细致梳理和深入发掘。比如，关于文体的口语化，有学者

指出: “言文一致与其说是一个语言学命题，不如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域，民族主义意识形

态、大众启蒙、民族国家建设、个人主体性等现代性核心问题皆盘结于此。”［42］

二是立足并面向现实，坚持问题导向，进行更具针对性的研究。赵世举提出要 “问题驱动，

促进语言文字事业新发展”，把亟须加强学术探讨、观念引导、政策跟进和事业保障的问题归纳

为四个方面，即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语言生活治理、国际新挑战的应对、相关新思潮的正确利

用和积极引导，以及新的社会条件下语言服务的创新发展和体系构建。［43］赵世举强调这些问题亟

须加强学术探讨及观念引导，其实正是强调了“理论先行”以及理论指导的重要性。
三是适度超前，进行预测及前瞻性研究。已有相关研究中不乏这样的先例，比如许长安在

1995 年就对中国语文现代化在第二个百年的发展作出预测，指出 “最突出的是中文信息化将成

为下个世纪语文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标志，而且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并将促进语文现代化水平

的全面提高”［44］。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许先生的预测基本成为现实。再如，周有光也曾预言，

全世界的华人将在 21 世纪末普及华夏共同语，［45］ 有人认为这也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历史使

命。［46］简单地说，这样的预测研究一方面能够未雨绸缪、赢得主动，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在一定程

度上引领语言文字工作的发展，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第二，建构“中国语文现代化史”。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历史需要回顾与总结，黄德宽立足于

新文化运动指出: “百年后的今天，需要从我国现代化的历程来反思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客

观看待其历史贡献、局限乃至不足，最为重要的当是重新认识新文化运动对新的历史时期我国

现代化建设所具有的启迪意义。”［38］语文现代化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上述观点同

样适用于前者。其实，在这方面，我们也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积累，仅就著作而言，就有诸如

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47］、陈永舜的 《汉字改革史纲》［48］、费锦昌主编的 《中国语文现代

化百年记事》［49］，等等。然而，相比于中国语文现代化 130 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彪炳史册的

丰功伟绩，现有的一点成果就显得极为不足了，因而这也是今后中国语文现代化理论研究应当

着重加强和持续发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具体而言，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是历史人物专题研究。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英才辈出，其设计者、开创者、组织者、实

践者、推广者层出不穷、灿若星辰，以往的研究中虽然也有关注，但总体而言，范围有限，深

度不够。仅就关注范围而言，就有很多人尚未涉及或关注不够，如蔡元培、胡适、傅斯年、周

作人、沈兼士、赵元任等，他们的思想、方案、实践、业绩，以及对今天的意义和价值等，都

有待发掘。
二是专史研究。所谓的“专史”，大致可以与上述“专题性的系统研究”对应起来，即中国

语文现代化的每一项具体内容，都可以而且应当进行深入细致的史的梳理，而这也就是我们所

说的“专史”。比如上述的语言共同化、文体口语化、文字简便化、表音字母化、信息处理电脑

化以及术语国际化和标准化，前四者几乎涵盖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全程，而后两者也有一个虽然

历时不长但却事项繁多的发展过程，因而都值得从历史的角度加以总结。
三是通史研究。这里的“通”大致包含两个要素，即对时间和内容的全覆盖。从时间角度

而言，像语言共同化等“全程性”的内容自然不在话下，至于术语国际化和标准化等 “半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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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一方面对它们而言语文现代化的半程也就是其全程，另一方面术语国际化和标准化也

是整个语文现代化工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延续，所以自然也要放在全程中加以研究; 从内容

角度而言，上述专史的加合，才能构成“全史”，也就是这里我们所说的 “通史”。

结 语

本文的写作初衷，是纪念中国语文现代化 130 周年，一方面缅怀先贤的丰功伟业，另一方面

也对以往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的发展进行一些思考。主要围绕 “守正”与

“创新”、“现代”与“传统”、“实践”与 “理论”三个方面进行讨论，基本观点和认识是: 对

现在以及将来的中国语文现代化而言，“守正”是根本，在此基础上，还要不断创新; 在强调追

求“现代”的同时，也应不忘 “传统”，甚至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向 “传统”回归; 在为国家、
社会和人民提供全方位、高质量服务的 “实践”基础上，还应加强从学科和学科建设角度出发

的理论或理论性的研究。
语文的发展永远与社会的发展相伴随，经历从适应社会发展到促进社会发展再到适应社会

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所以，除了本文 “守正”部分提到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外，

“与时俱进”也应该是中国语文现代化永不过时的 “金科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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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Advancing along the Ｒoad of Chinese Language Modernization Initiated by the Sages
———To Commemorate the 13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odernization Movement
DIAO Yanbin( 1)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written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publication of Lu Zhuangzhang’s“Easy-
to-understand Elementarles”，that is，the 130th anniversary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t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integrity”and“innovation”，“modernity”and“tradition”，and“practice”
and“theory”．The basic point of view and understanding are as follows:“integrity”is fundamental to the
current and future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and on this basis，we should continue to innovate; While
emphasizing the pursuit of“modernity”，we should not forget“tradition”，and even return to“tradi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On the basis of“practice”of providing all-round and high-quality services for the
country，society and people，we should also strengthen theory or theoretical research as a discipline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Lu Zhuangzhang; Easy-to-understand Elementarles;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practice and theory

Chines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Language Governance
WANG Shikai ( 11)

Abstract: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ety，history，times and continuity．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tate language governance，which is not only a part of the state language governance，
but also a way to modernize the state language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bility，as well as the goal of the
state language governance．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past 130 years have
provided useful enlightenment for the national language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Our country’s national
language governanc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scientific constitution and benign interaction of the gov
ernance subject，adhere to the view of state presence，and adhere to the basic view，global view and big
service view of national language governance．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national language governanc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dvance with Times，Constantly Strive for Perfection
———An Overview of Ｒevision of The Dictionary of Modern Standard Chinese ( 3th Edition)

LI Xingjian( 20)
Abstract: The Dictionary of Modern Standard Chinese ( 3th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2014 and the

revision work started soon after that． Since entering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great
changes had taken place in social language life，it is necessary to meet the urgent needs of promoting lan-
guage standardization and language learning for readers with a standard and user-friendly dictionary．To a-
chieve the goal the dictionary has been carefully revised in terms of character pattern，entry collection，
phonetic notation，defining of head words，etc．

Key words: The Dictionary of Modern Standard Chinese; dictionary revision;Chinese norms; language life

An Exploration of Improving Definition of Normative Chinese Dictionary
———a Case Study of the Editing and Ｒevision of the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Standard Chinese

QIU Zhiqun( 28)
Abstract: The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Standard Chinese ( 1st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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