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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更是承载一
个国家、民族特有历史文化的载体。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自己对中国传统文
化、中华民族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崇。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庆祝大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加强文化建设，弘扬“文化
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
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
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文
化自信”不仅是国家与民族强大的根源，更是推
动国家与民族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持久动力。[1]

中国文化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经历了各种
变化，最终确立了自身特有的文化传统，同时，
中国独有的汉字文化也在世界的语言体系文化
特征中处于优势地位。然而，近代中国自鸦片战
争之后经历了近百年被殖民、被侵略的过程，政
治、经济、文化的颠覆与碰撞使得国人出现了
“文化自卑”的现象。西方文化的传播与渗透深
刻影响着中国人民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认知，在
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逐渐改变甚至扭曲自身
的文化特点，加剧了近代中国的“文化自卑”现
象。

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文字本身就是
一种文化，无论是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从造
字之始便与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相交
融，是世界各国以及各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在

世界文字领域，汉字是唯一一种历经千年变化
仍在使用的、具有表意特征的古老文字。汉字文
化不仅仅只是传承中国文化传统，其独特的造
字特点、字体演变更是反映中国古代历史信息
的主要载体，承载着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
与社会的种种变迁。文章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
在文化自信视域下，结合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
与历史政治背景，梳理不同时期汉字的整理与
规范，力图展现一幅秩序的、规律的、流动的文
字与文化交织的历史图像。

一、研究方法与具体操作

（一）研究方法
1.坚持文字发展的观念
文字不是同一历史平面的产物。现存的汉

字是历代各种字体的汉字发展、积淀而来的。它
们由古文字形体传承演变而来，其字形及音义
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烙
印。同时，我们也要承认，今天的汉字研究整理
成果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逐步取得的。因此，
我们要有文字发展的观念，不能以所处时代的
理论共识为尺度去衡量历史上的文字整理活动
和研究成果，要充分考虑文字的历史发展。

2.坚持客观叙述的立场
论文采用叙述与议论相结合的方式评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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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关于汉字整理与规范的见解与观点，不可
避免地带有个人的主观立场。新中国成立至今
的汉字规范化工作，争论一直比较激烈。直至今
日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如汉字的简化原则、异体
字的定义问题，学者们也还没有取得一致的见
解。无论是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还是学术观点的
矛盾的阐述，论文都坚持客观的原则。

3.坚持汉字本体研究是文字整理与研究基
础的原则

汉字理论研究是文字整理与研究的基础。
王宁认为，汉字是汉民族的自源文字，本身呈现
一种系统化的状态。因此，在文字规范与整理的

过程中，不能只强调单个字体的问题，要站在一
定的高度，进而对其整体系统形态加以把握。汉
字改革必须建立在本体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
要遵循汉字原有的规律。[2]

（二）资料的搜集整理
论文以《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乙

编）、《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上、下卷）为基础，
并对“中国知网”中的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中国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 12种数
据库进行索引，以新中国成立为时间起点建立
了《异体字研究论文信息库》，共计收录 1356篇
文章。例举见表 1：

表 1 异体字研究重要论文例举
异体字研究论文信息库

作者 题目 刊物 时间
鲍明炜 汉字简化与语文现代化 语文建设 1991（3）
卜师霞 凌丽君 异体字整理的原则和方法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0（6）
曹伯韩 关于汉字整理和简化的各种意见 新建设 1952（2）
曹德和 宣恒大 《通用规范汉字表》研制中的三对关系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11（2）
曹述敬 钱玄同先生年谱（下）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3（1）
曹先擢 谈《简化字总表》个别字的调整问题 语文建设 1986（6）
陈光尧 简字运动概说 今论衡 1938（2）
陈建裕 建国以来异体字研究概说 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 2001（2）
陈 抗 评《现代汉语词典》对异体字的处理 中国语文 1994（4）
陈炜湛 论汉字规范化的全民性 河池师专学报 1996（4）
陈 原 变异和规范化 语文建设 1987（4）
陈章太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成就与发展 语言文字应用 2010（3）

程 荣 规范型汉语辞书的异体字处理问题—《现代汉语规
范字典》编写札记（上、下） 语文建设 1998（6）、（7）

程 荣 字表制定的规范性与应用性—从《规范汉字表》研
制工作的启动所想到的 语言文字应用 2003（4）

邓晓华 多元文化社会中语言规划理论的研究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7（3）

丁 方 关于《现代汉语字典》修订本的规范问题—兼论语
文辞书的规范化 福州师专学报 1998（3）

丁 鲁 对整理和简化汉字的意见 中国语文 1953（12）
丁西林 对于整理汉字字形的几点意见 中国语文 1952（10）
董 琨 新时期语言学应用研究概述 语言文字应用 1999（4）
杜定友 精简汉字为拼音化铺平道路 中国语文 1955（2）

费锦昌 简化汉字面膜观—正确处理汉字简化工作中的 10
种关系 语文建设 1991（3）

费锦昌 魏 励 有关制定《汉字规范字表》的几个问题 语言文字应用 1994（3）

二、清末以前的汉字整理与规范

汉字的各种字体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异体
字，在汉字系统中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我国历
史上虽然没有明确发布规范异体字的字表，但
历朝历代在推行汉字规范化、确定“正字”地位

的同时，也进行了汉字的整理与规范。
以唐代为界，我国历史上的汉字规范与整

理根据指导思想和整理原则的不同可以分为两
个阶段。唐代以前的“正字”工作都非常重视沿
袭用字的传统，在此基础上着眼于当代的用字
规范。以秦代、汉代和唐代为主要代表。

战国末年，七国战乱，文字异形。秦国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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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平息六国战乱之后得以一统天下。为促进文
化的统一，秦国一统六国文字，推崇使用秦文，
同时以当时通行的小篆作为标准文字，对传统
文字学的代表作《史籀篇》“或颇省改”。这种做
法是顺应汉字演变规律的。

汉承秦制。东汉时期，小篆出现各种变体，
字形混乱，缺乏标准。“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
谬”，这句话说明了小篆行文没有章法，字形的
混乱使用使得古文字学家、经学家意识到小篆
字体整理的必要性。《说文解字》和《三体石经》
等一系列注疏在东汉时期相继问世，成为学者
们研究历史文字和考证历史文献的工具，在很
大程度上也起到了“正字”的作用。

汉魏六朝，政权分崩，更迭不已。政治局势
的动荡与频繁更迭导致文字规范的削弱。这一
时期，隶书的标准字体地位逐渐削弱，字形纷繁
复杂，楷书在民间兴起并逐步趋于成熟。官修文
字、《字样》以及《开平石经》等著作不仅对规范
楷书字形做出了极大贡献，同时也促使唐代“字
样学”的兴起。

宋元至明清，汉字的整理与规范主要以唐
代的字体以“正字”为基础，“正字”观念趋于保
守，其代表作主要是《佩觽》和《字学举隅》。明清
时期的汉字规范以尊重传统为正字原则，《字
汇》《康熙字典》都体现出对传统的承袭。

从汉字规范化过程可以看出，历代字书在
“正字”的同时，都非常重视异体字的整理。无论
是以小篆为正字的《说文解字》，还是以楷书为
正字的《玉篇》《字汇》《康熙字典》，都根据当时
的实际情况收录了大量的异体字。字书的性质
决定了收录异体字范围的大小。《说文解字》以
古文字为研究对象，因而只收古文、籀文等异体
字。《康熙字典》整理的异体字数量庞大，这与其
编纂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作为奉诏编纂的官
修字书，自然要包罗古今字体，明确文字源流，
收录异体字的范围自然广泛。同时，我们也看
到，“正字”的理念与采取的方式与社会的发展
息息相关。将汉字的整理与规范放置在所处时
代背景中，对于问题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三、近代汉字整理与规范

汉字在中国文化中一直都具有崇高的地
位，直到清末这种情况彻底发生了转变。清朝末
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在政治领域开始实施

闭关锁国政策，在文化领域则开启了中国语文
的新思潮。汉字“现代化”的三大运动，即白话文
运动、汉字拼音化运动、简化字运动成为这一时
期文化领域的主要思潮，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汉
字的演化与发展。

1892年，卢赣章在《一目了然初阶》一文中
提议将拼音文字用作厦门方言的辅助工具，由此
揭开了近代中国语文改革的帷幕。王照[3]、劳乃宣[4]

等学者也相继提出了主张汉字和切音字并存并
用的观点。他们破除了几千年来人们的汉字神圣
化的禁锢，进而阐述了汉字作为认读工具的观
点，并引入切音字母作为汉字的参照与辅助认读
工具。这些学者作为切音字的倡导者，或多或少
都认为切音字粗浅而汉字高雅，反映了在当时
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对汉字认识的局限性。

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表
达要求废除传统汉字的呼声。[5]钱玄同的观点得
到了时为北大学生的傅斯年的认同与支持。他
们主张实行彻底的汉字改革，提倡使用简体字，
认为要提倡使用简体字废除汉字，就要像驱除
邪魔一般，将人们思想当中所根深的顽固思想
进行彻底根除。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
表人物，他的观点得到很多学者的支持，瞿秋
白、鲁迅等都对汉字采取强烈否定的态度。他们
对于汉字的认识带有浓厚的反传统、反文化色
彩，认为汉字无论从造字特点还是演化方式上
都没有可以借鉴的优点。现在看来，这种主张完
全废除汉字的认识具有片面性。

在一片废文的呼声中，林语堂非常清醒地
认识到汉字打不倒，而推行简字则十分必要。他
从文字发展历程上指出简化是汉字发展的趋
势，并且论证了减省汉字笔画是绝对可能而且
绝对可行的。[6]19世纪 20年代末到 30年代初，很
多学者支持汉字简体字运动，相继在《国语月刊
汉字改革号》《论语》《语丝》等期刊和报纸上发
表言论，从文字传承和具体使用的多种角度表
达提倡简体字的观点，从侧面也反应出简体字
运动的活跃景象。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整理与规范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历史开启了新纪
元。我国面临着各领域建设的重要任务，工农业
需要建设，教育也需要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
社会中有大量的文盲、半文盲，扫盲的任务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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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巨。为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提高全国各阶层
人民的文化素养，汉语拼音实施方案、推广普通
话以及汉字简化这三项主要任务已经成为党和
国家关心的大事。

新中国成立后，汉字规范整理工作无论在
整理范围还是研究成果方面，都较之前一阶段
有很大进步。各种规范字表相继问世，对于提高
汉字认读水平，统一汉字书写起到规范作用。此
外，《新华字典》与《汉语大字典》等多部汉字整
理集录相继出版，更加扩展了汉字的整理与规
范工作的范围。围绕着字表、字典的研制与修
订，国家语言文字相关部门多次组织座谈会，广
泛征求群众意见。学者们针对汉字的整理原则、
整理方法等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汉字规范的
理论研究更加深入。这一阶段的研究逐渐从重
实践、轻理论，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
等一系列问题逐渐过渡到汉字规范的本体理论
研究上。学者们在梳理汉字规范与整理的原则、
方法，客观评价以往汉字整理工作及研究的基
础上，开始反思汉字规范、整理工作中存在的失
误之处。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语言文字无论在本体
研究还是在应用研究领域都取得了进展与突
破，但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学界也一度出现了
“汉字自卑化”的趋势。一些学者盲目照搬西方
的语言学理论，推崇西方的语言学研究方法与
学科架构。他们否认汉字的表意性特点，无视
汉字承载文化的基本特征，认为汉字是“记录有
声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这种将汉字等同于西
方字母文字的观点使得汉字完全丧失了自己的
独特个性。

我们知道，世界文字从广义领域可以分为
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两种，其分别在于字符选
取的构形依据是语言中的音还是语言中的义。
汉字是现存唯一仍在使用的、有生命力的表意
文字。王宁先生认为，汉字的发展历经了数千年
的沧桑蜕变，其表意特征在不断的发展演变过
程中日趋规范化、精细化，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文字体系。[7]王宁先生不
仅肯定了汉字的独特价值，而且概括了汉字的
整理与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价值。

小 结

一个国家的文化特点与民族魅力，是通过

语言表达并通过文字传递的。立足当下，我们应
当清醒地认识到，文字是文化的基础要素，文字
的规范与整理对于传承文化、发展文化具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回顾、反思汉字整理与研究工作
的历程，我们看到，汉字的整理研究工作作为语
言文字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范社会用字
和减少字数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同时我们
也意识到，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囿于社会、
政治的原因，汉字的整理与规范工作也有许多
深刻的教训。2012年 12月，《国家中长期语言文
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中
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主要任务的说明指出，
要“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
目前，汉字规范的任务比较紧迫。王宁指出：“规
范汉字是制定其他语言文字规范的基础”。许嘉
璐在《汉字规范百家谈》的序言中也认为，随着
信息时代的到来，我国各个领域对语言文字的
关注程度逐渐加深，对语言文字的梳理、规范、
传承与发展已经成为一项迫在眉睫之举。[8]

汉字的发展与演变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
迁趋势是一致的。中华民族经历了命运的浮浮
沉沉，中华民族的文化也在历经跌宕起伏的历
史进程之后稳固至今。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主
要载体，其历史演变过程是与中化民族的发展
进程相契合的。汉字在古今嬗变的过程中，不断
转换者字形以及字体，始终保持着自身独特的
表意文字特点，它的产生以及发展至今始终承
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思想特征，传承着中国社
会的悠久历史与民族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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