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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大量侵袭汉语，始自一个世纪前的两种语言钕战。 

            

  英语与古老汉语百年争战的开端是在1917——1921年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在当时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下，英语

借助西方教会出版传播西方新思想的报刊书籍，借助受过西方教育的  

  新式知识分子重新评判中国历史，在推广现代白话文的过程中长驱直入，当时的书籍、报刊文章是文白混

杂，最后到白话文逐步战上风，文言作为守旧的代表，与最后一个王朝的结束一起黯然退出战场。 

            

  1949年建国后，随着汉字简化和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正是我国汉语发展逐步确立自信的历史时期。随着科学

对待文化遗产的一系列指导思想、政策进入我国文化、教育及出版领域，白话文中的翻译本性逐步减退，现代汉

语与古老汉语的对接逐步增多，而与英语的接触与对峙，由于国家的封闭仍然处于一种守势。 

            

  随着本世纪80年代后我国第一台计算机投入使用，到今天网络世界主要以英语为主，古老汉语又与英语进入

了新的一论争战。这一时期，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与文化自强，这是汉语第一次主动与英语进行正面交锋，并

带有主动反击的自觉色彩。 

            

  期间有两次最危险的时期，一是汉语的罗马化方案大讨论，在汉语的罗马化讨论中，刘半农、钱玄同等取消

汉语，用英语或法语代替，比如“欲使中国不亡，非取消记载道教妖言的汉字不可”(钱玄同)，“汉字不废，中

国必亡”(胡适)，“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菌都潜藏在(汉字)里面，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为汉字

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鲁迅)。(文章来

源《八十载沉冤案要翻——白话文，曾经胜利的失败者》)这些激烈的文字背后，蕴涵的激情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

是极为可取的，然而其中的观点，在今人看起来显然有失公正。 

            

  二是建国后提出中国文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时至今日拼音仍然在中小学课本中采用。汉语的拼音

化是否帮助了国人识字率的大大提高，学界一直有不同意见，但拼音与英语十分接近倒是事实。 

            

  纵观汉语与英语的百年争战，汉语一直处于劣势，虽没有全军覆灭，但在语法结构、文章语汇等核心部分几

乎处处可见英语的影响。幸运的是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保存了汉语复兴的血脉，其象形、形声、指事

三大造词法当中，形声被大量运用。汉字的独特性与汉语造词法的开放性，是汉语最伟大之处，它是使汉语在几

近消亡的边缘(在新文化运动中和1949年建国后，曾有两次讨论用拉丁拼音取代汉字)而又重生的基因。 

            

  在我们反思汉语在近一百年的历程后，首先要警醒的是我们思想中的毒药——汉语中存在大量的英语思维。



当现代汉语大量的语汇与语言逻辑与西方英语同构后之后，作为汉语存在的根基就逐渐松软了。根基一没，自然

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了。我们的后代都有可能成为英语的子孙，因为我们及我们的后代从出世的那一天就用

这样被西方语言大量侵害的语言思想、行动，可能连反思、反省的支点、记忆都没有。 

            

  王蒙在《关于汉字文化的对话》(《书屋》2005年5期)一文中谈到，我们当代人大量使用的词汇如“因为”、

“从而”、“所以”、“赢得了从而正在赢得着胜利”、“战无不胜的”等等包含从属关系、时态关系的语汇都

不是我们的语言，它们是五四文学革命以后，大量的西方语汇侵入汉语的结果，我们的祖先从不使用这些语言关

系来写作和说话。 

            

  王蒙还说，我们祖先的汉语是一种神气的、优雅的、精英化的语言，“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者，百代

之过客”，用白话文翻译过来，根本就不成话。现代汉语失去了古汉语的许多东西。 

           

   仔细探讨起来，不仅有大量的时态关系、层递结构的语言结构，如“因为……而且……所以”等，还有许多

这样的词汇和意义，它们大多是古来无有，一下子突然冒出来的。比如，“经济学”一词的意义，我们几千年的

汉语中完全没有，它是典型的外来语，而且是硬生生从日本搬进来的词语，按照汉语的组词方法，只有农学、矿

学、商学、兵学等，绝无“经济学”。如果准确地按照汉语翻译英文原义，应是“富国学”。梁启超曾有过精辟

的阐述：“洋商有学，而华商无学。彼中富国学之书，皆合地球万国之民情物产，而盈虚消息之。至其转运之

法，销售之法，孜孜讨论，精益求精。”(《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二卷》15页)。 

            

  “心理学”一词也是如此，最初的译法为“心灵学”比较接合汉语的造词习惯，连译者也认为：“许多心

思，中国从未论及，亦无各项名目，故无称谓以述之，予姑将无可称谓之学，勉为联结，合新创称谓。”(《中国

出版史料.近代部分二卷》132页)最后，随着国人逐步全盘接受西学，干脆直接搬用“心理学”一词。 

            

  再如，“科学”一词的意义也是如此，我们祖先一定无法理解“科学”的具体指向，在清朝的许多官员脑海

里最能接近的词汇是“格致之学”。引进“科学”一词的初衷，最初是由西方的传教士抱着一种“传经送药”的

目的，其用途是为了让中国人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制度直至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的药引子。我

们从1584年利马窦在肇庆绘制了译有中文名称的《山海与地全图》，并多次修改，逐级献给各级官员的行为就可

看出西洋传教士的真实目的。《建筑术》、《金属论》、《天文学》、《测量法义》、《勾股义》等大量的自然

科学译著，均出自传教士邓玉涵(英文名为Jean Terrenz)、罗雅谷(英文名为Jacgues Rho)、利马窦等人之手，由

传教士翻译，教会出资刻印发行，最后使国人终于走上了由接受西方的电学、光学、兵器学等到全盘接受西方的

思想、政治的道路。翻开近代中国的西书中译历史，基本上是从“铁舰巨炮”的军事技术到“富国强兵”的应用

技术的引进开始，从基于生产需要而出现的自然科学，到为改革中国社会而掀起的社会科学译书，英语语言基本

是沿着对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的一步步渗透、侵入再到全面嫁接的过程。 

            

  这样的语汇可以顺手拈来，如“思想”、“社会”、“物理”、“主义”、“天文”、“军事”、“宗

教”、“政党”、“代表”、“运动”、“文化”、“他们”、“我们”等等，可以说，凡复合词，差不多都是

这样硬生生侵入的一种产物，我们今人离了这些语汇是无法说话的。好比一大片杂交出来的孤零零的稗草在某个

夏日里突然冒出来，与周围生存了几千年的汉语毫无联系。 

            

  一个名为西渡的作者在《林庚新诗格律理论批评》中撰文写到： 

            

  “现代汉语从它的出生看，是一种为了追求‘现代性’而人为造成的语言，而不是从它的母体古代汉语中自

然孕育生成的，甚至也不是从旧白话中脱胎而来。现代汉语的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人们的日常口头语言，另一

个便是对西方的翻译……第二个来源才构成这一语言的‘现代性’的肌理和骨骼，构成这一语言的‘现代性’的

本质。它的最重要的词汇，它的句法结构，甚至它的构词法(大量音译)都是‘进口’的。造成这一奇特现象的原

因，也蕴含在它的出生中……因此，现代汉语的生，就是古代汉语的死，作为一种话语诞生而投身于未来的现代

汉语，不可能接受一个古代汉语的过去。现代汉语的表意功能，它的能指与所指，它的语法以及由这语法规定的

它的声音和节奏，与古汉语相比，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即使那些在现代汉语中得到保留的古汉语词汇，它的意

义和内含也有了微妙的改变，从而背叛了它的文言出生。……相反，现代汉语与西方符号语言倒有着不可分割的

血缘关系，后者正是现代汉语的语法、表意功能、基本词汇及其能指与所指，它的语感、声音和节奏的主要来



源”。这段话，确实道出了现代汉语是一种英语翻译的语言本质。 

            

  “用汉字写就的英文”是白话文出生时的致命缺陷，在一些思想探索者那里早就有所意识。如梁启超在《欧

游心影录》中，反思到科学万能思想是如何给西方社会生活造成的物质主义与机械主义的不良倾向，提出中国文

化需要的是进一步完善而不是彻头彻尾地被西方取代，包括语言。 

           

   世界语言发展的历史证明，语言中的思维结构决定着思想方法，甚至文化形态。如距今5500年前的苏美尔人

创造的丁头字，比中国的甲骨文还早2000年，经历了阿卡德时代、巴比伦时代，在亚述帝国时代成为国际文字，

辉煌了3500年之后，最后被历史的波涛湮灭了。“守旧的僧侣、法官和星相家，曾把丁头文字一直运用到耶酥纪

元，但是他们的保守力量不足挽回历史的洪流。首先抛弃了丁头字的是私人书信和商业书信。公元前15世纪，巴

比伦语成为文言古语，丁头字开始在书信中不用了，后来，法律契约文件也不用丁头字书写了。……最后保存至

今的泥版是公元后75年的遗物。”(《世界文字发展史》第81～82页，周有光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汉语是一种书写的语言，书写的训练造就了汉字辉煌的书法艺术，书写造就了中国人独特的对称、结构等感

悟、修养能力，汉字书写是中国经典阅读的一种前期训练。然而今天，想一想我们现在谁还动笔写信？尤其是用

汉字书写？曾经养育了唐诗宋词艺术精神的汉字书写蔚为大观，时至今日不足百年(由清推算)，就成为一种怀旧

的点缀而远离人们的实际社会生活。那么，还有多长时间用书写英语文字替代汉字呢？ 

            

  在铺天盖地的西方强势语言——英语面前，我们失去了显赫的祖先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博大和自信，也没有了“小桥、流水、人家”的悠闲和品格，我们的思想语言是充满了卑琐和丧失了灵性

的。 

           

   萨特曾说：“我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从自己被迫置身的空中，对那种自由作出批判，并支持一种使无根的

自由变为有根自由的原则。我的这种行动，其用意，并不是要人们小心地珍藏起某种东西，我只想告诉人们：人

的存在必须要有一种内容。这种内容应该由泥土构成，而我本人则不过是一阵风而已。” 

            

  借用萨特这句话，笔者的意思是，趁着我们还有一丝记忆，去主动并有意识地复兴这一古老语言中鲜活的因

素，而不是放任自流，它是由中国人的泥土做成的，抵御英语的侵袭，求强中国文化才不是梦想，汉民族才不会

成为风。 

文章来源：湘里妹子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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