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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内容：

语言文字如何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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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言文字的流变演化并不是毫无章法、或者可以任意为之的，而是有其自身的客观
规律。这种客观规律，就是她的流变演化必须与人们生产生活实践的变化相适应，必须
与整个民族文化中其他组成部分的变化相调适。这一客观规律要求我们，任何时候都要
把握好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平衡。 

  这真是一个传统与现代风云际会、激流碰撞的时代：一份主张用10年时间废止简体
字、恢复繁体字的政协提案，迅速引起各方热议，许多人观点不一。笔者无意在此评判
每一种主张的是非曲直，只是想说，汉语言文字的流变和演化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我
们要尊重这种规律。 

  毫无疑问，汉字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从汉字的源头算起，在漫长的5000多年时光
里，曾先后出现过甲骨文、钟鼎文、篆体、隶书、楷书等等汉字，并且几乎在每一个时
代都存在繁简字体同时并存、对立转化的现象。所以可以说，汉字就像河流一样，处于
从不间断的流变和演化之中。而几千年流变演化的结果，就是汉字的形体发生了脱胎换
骨的变化。今天的普通人阅读篆体已经困难，更别说钟鼎文和甲骨文了。而相对于汉字
而言，汉语的流变和演化则更加急剧而巨大。 

  但是汉语言文字的流变演化并不是毫无章法、或者可以任意为之的，而是有其自身
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就是她的流变演化必须与人们生产生活实践的变化相适
应，必须与整个民族文化中其他组成部分的变化相调适。这一客观规律要求我们，任何
时候都要把握好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平衡，既不应以强制力量去禁锢她的流变演化，也不
应该想当然地运用强制力量进行揠苗助长式的改造和创新。 

  就传承的一面而言，汉语言文字具有悠久而光辉的历史，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
对这笔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心怀敬畏和感恩，并加以珍惜和呵
护。汉语言文字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文字之一，有着画一般秀美的形体，有着音乐一般
悦耳的韵律，有着包罗万象的涵义，有着绵延数千年的使用历史。她自成一体，创造并
维系了可以与任何一种文化媲美的民族文化。而且在几千年的使用历史中，她早就超出
了“承载和交流信息的工具”这一功能，而成为汉民族文化体中最重要的本体组成部分
之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可以说，汉语言文字型塑着我们的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思维模式，型塑着我们的
生产和生活方式，型塑着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最终型塑了我们精神领域里
的全部世界图景。如果伤害、甚至切断了这种传承，那就等于是伤害、切断了我们的文
化母体，可能让我们在世界文化之林中进退失据。 

  当然，强调传承绝不意味着要禁锢创新。恰恰相反，正是永无止境的创新赋予了汉
语言文字永恒的、蓬勃的生命力，并使之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使用。如果说甲骨上那些难

 



懂的文字是先民朴素地师法自然，从具体的物象脱胎而来，那么到了《周易》等上古典
籍中，汉字就具有了非常深奥博大的涵义。其后随着文化的发展，汉字除了形体、结
构、笔画的创新之外，她在文字语言编码、内涵外延等方面更是显示出了惊人的创新能
力。在诸子百家的典籍中，对事物的描述、对义理的明辨、对处世的准则、对治国安邦
的探索中，汉语言文字显示出了成熟的智慧和精准的表达能力。作为一种语言文字的艺
术，唐诗达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度。宋词和元剧展示了她声调平仄、富有韵律和节奏
的声韵之美，而明清小说洋洋百万言的鸿篇巨制，更是展现了她在编码、涵义和信息量
等方面的无限可能性。 

  至于近代以降，遭受完全异质的西方文明的冲击，汉语言文字再次显现出顽强的生
命力和盎然的生机。那些与东方文明大相径庭的西方文明体系，它的文学、哲学、社会
学、美学等等，竟然都可以用古老的汉字进行准确的诠释。汉字在这里所展现的无穷包
容力和创造力实在令人惊叹。试想，如果离开了创新，汉语言文字所创造出来的这些光
辉灿烂的文明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把握好传承和创新之间的平衡呢？最好的办法，或许是少一点
干预，多一点尊重老百姓的创造和实践。我们相信，人们对世界都有自己独特的领悟，
都可以细细分辨千差万别、奥妙无穷的自然、社会和人事。他们可以找到生动活泼、形
象传神的语言文字来表达他们的所感、所思、所想，去表达他们所发现的问题、所面临
的困境，并且可以让那些遣词造句像艺术一样令人着迷，让我们真心地感动。有了这种
自由的创造和实践，汉语言文字的流变演化就一定可以与人们生产生活实践的变化相适
应，可以与整个民族文化体中其他组成部分的变化相调适。 

  如果以这个标准去衡量，是否就要全面废止简体字、恢复繁体字呢？其实大可不
必。经过数以十亿计的人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书写和使用，简体字早就已经与当下人们
的生产生活实践相适应、与民族文化的其他部分相调适，并且其自身可能也成为了一种
文化。以强制力量去“废简复繁”，必然给民族文化造成新的伤害和混乱。 

（作者：封寿炎； 来源：解放日报；责任编辑：雷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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