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 !""# 年第 $ 期

!"#$"% &’ !&()**$+),$&* &’ -.$*"/" 012$3,/#4$
!"#$ %&’()’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回顾

!冯志伟#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续$

!汉语拼音方案"自制订以来%得到迅速的推

广和应用%主要应用于如下一些方面&

!用于给汉字注音’

"用于教学普通话’

#用于字典(词典的注音(排序%书刊的索引’

$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共同

基础’

%用于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汉字的领域%如

用于手旗通讯(灯 光 通 信 中%在 电 子 计 算 机 输 入

汉字方面%拼音输入法是一种最为普及的输入方

法)

$%&& 年% 联合国地 名 标 准 化 会 议 决 定 采 用

!汉语拼音方案" 作为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

’%&( 年 % 月%国务院转发了!关于改用汉语拼音

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

范的报告"* ’%(! 年 ( 月 ’ 日% 国际标准化组织

)*+,-文献工作技术委员会决议采用汉语拼音作为

世界文献工作中拼写中国专有词语的国际标准%
标准号&*+,&.%(/’%(!* !汉语拼音方案"已经从中

国标准发展成为国际标准*

四+对汉语拼音与汉字拼音化的

发展方向的探讨

汉语拼音目前还是拼写汉字的辅助工具%不

是拼音文字* 汉语拼音的应用范围将会越来越广

泛%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中国文字体制的改革

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 将来汉语拼音文字

能否与汉字平起平坐% 或者将来汉语拼音文字能

否取代汉字% 或者将来汉语拼音能否被另一种形

式的拼音文字所取代% 这都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才

能看出其端倪%不是目前能够仓促决定的* 正如周

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所说的&
,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

我们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 至于汉字的前途%它

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

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 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

呢- 它是为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

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 这个问题我们现

在还不忙作出结论* .汉字的前途究竟如何%我国

能不能实现汉语拼音文字%什么时候实现%怎样实

现% 那是将来的事情% 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

务*
为了适应社会各个领域应用!汉语拼音方案"

的实际需要%我国从 &. 年代开始%就着手研究汉

语拼音正词法问题*
早在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中% 就已经开始考虑

到拼音正词法问题* 卢戆章在他的 !一目了然初

阶"一书中%已经用短横连接音节的方法实行了初

步的分词连写* 蔡锡勇的!传音快字"一书中%提出

了,连书.的概念* 沈学的!盛世元音"一书中%还把

,连书.与词类问题结合起来讨论%主张按词类,缮

写连书.* 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朱文熊的!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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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字母"#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等书中$都用

不同的方式表示了以词为单位的书写方法%
但是$学者们对于以词为书写单位$还停留在

初步的感性认识阶段$ 还没有总结出一套较为系

统的分词连写规则$更谈不上建立正词法的理论%
在民国初年的注音字母运动中$ 由于这个运

动的倡导者只是仅仅用注音字母来给汉字注音$
因而对于分词连写的问题几乎没有涉及% 所以$我

们可以说$ 注音字母运动对于拼音正词法是没有

什么贡献的%

$%$& 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出了&文学革

命’的口号% ’%’( 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了

!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促进了人们对拼音

化问题关注% ’%!) 年$!国语月刊"出版了特刊!汉

字改革号"$发表了钱玄同的!汉字革命"#赵元任

的!国语罗马字的研究"#黎锦熙的!汉字革命军前

进的一条大路"等论文$开始了国语罗马字运动%

’%!( 年 % 月 !* 日$ 由政府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

字方案$作为注音字母的第二式% 这个方案用拉丁

字母来拼写汉语$用字母来表示声调$考虑得比较

周密$已经接近拼音文字% 但是$没有很好地得到

推广%
在国语罗马字运动中$ 黎锦熙明确地提出了

&词类连书’的问题$并且拟订了&复 音 词 类 构 成

表’$提出了正词法的初步规则% ’%!( 年黎锦熙的

!国语模范课本" 和 ’%!% 年赵元任的 !最后五分

钟"$通过拼音读物$对国语罗马字作了较为系统

的试验% 肖迪忱于 ’%)+ 年$孙先六于 ’%)* 年曾

经拟订了国语罗马字的分词连写条例$ 但都不够

完整$不够系统$不够成熟%

!, 世纪 )" 年代初期兴起了拉丁化新文字运

动% 这个运动一开始$就以集体名义制定了!中国

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 于 ’%)’ 年 % 月在苏

联 海 参 威 召 开 的 中 国 新 文 字 代 表 大 会 上 通 过 %

’%)+ 年到 ’%)& 年间$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成

立了新文字研究团体$ 出版了拉丁化新文字的书

籍和杂志% ’%)( 年 ’" 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新文

字协会% ’%+’ 年吴玉章发表了!中国拉丁化新文

字的写法规则"一文$对拉丁化新文字的规则作了

系统的总结%
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 正词法问题受到了

普遍的重视$许多学者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 林汉

达发表过不少关于分词连写的文章$ 出版过第一

本拼音文字的词表!国语拼音词汇"$倪海曙的!中

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写法"一文$提出了词的拼写法

规则 *( 条$对拉丁化新文字的正词法作了详尽而

系统的总结%
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后$学者们对于汉

语拼音正词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彭楚南提出应该区分&理论词’和&形式词’%

所谓&理论词’$就 是 在 语 法 学 上 定 义 的 词$所 谓

&形式词’$就是拼音文字连写在一起的单位% 在汉

语拼音正词法中$拼写的对象应该是&形式词’$而

不应该是&理论词’% 陆志韦出版了!汉语的构词

法"一书$为汉语拼音正词法的研究提供了相当详

尽的资料% 周有光的!汉字改革概论"一书$对汉语

拼音正词法的理论和方法作了全面的论述% 在!汉

语拼音方案" 公布之后出版的 !现代汉语词典"#
!汉英词典"#!汉语拼音词汇" 以及大量的拼音读

物$也都采用了分词连写的办法$这些都为汉语拼

音正词法的制定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

’%(! 年正式成立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委员会%
该委员会提出$ 汉语拼音正词法应该以现代汉语

语法中定义的词作为正词法的拼写单位$ 同时也

要照顾到阅读和理解的方便$ 并且要照顾到某些

国际上拼写的习惯% 该委员会同时也开始研制汉

语拼音正词法的基本规则$ 参考过去个人研制的

和集体草拟的正词法规则$!汉语拼音方案" 公布

以来出版的各种拼音读物$ 各种以 !汉语拼音方

案"为基础并以词为拼写单位的词书$各种信息处

理用的汉语拼音分词连写的实践经验$ 广泛听取

了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并请教育界#出版界#信息

处理界和语文界的专家学者进行了讨论$ 又与有

关单位协作$进行了 ’" 万多词的拼写试验% 在这

些工作的基础上$’%(+ 年 ’" 月$中国文字改革委

员 会 发 表 了 !汉 语 拼 音 正 词 法 基 本 规 则 (试 用

稿)"% ’%(( 年 & 月 ’ 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语

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正词

法基本规则(试用稿).的联合通知"% ’%%* 年 ’ 月

!! 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

本规则"$把它当作国家标准%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规定了用!汉语

拼音方案"拼写现代汉语的规则% 内容包括分词连

写法#成语拼写法#外来词拼写法#人名地名拼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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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标调法#移行规则等$ 为了适应特殊需要%同时

提出一些可供技术处理的变通方式$
制定!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原则是&

!以词为拼写单位%并适当考虑语音#语义等

因素%同时考虑词形长短适度’

"基本采取按语法词类分节叙述’

#规则条目尽可能详简适中%便于掌握应用’
词是语言中具有意义的能够自由运用的最小

单位%汉语拼音正词法确定以词为拼写单位%这对

于汉语拼音的应用% 特别是在语言信息处理中的

应用%是至关重要的’ 汉语拼音正词法成为了后来

语言信息处理中制定现代汉语分词规范的重要依

据’

!% 世纪 &% 年代中期% 为了适应新时期语言

文字工作的新形势% 并鉴于社会上对汉字拼音化

的意见不尽一致%我国在拼音化政策上做了调整%
明确了当前!汉语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一

章第十八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 !汉语拼

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的工具’ !汉语拼音方案"
是中国人名# 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

统一规范% 并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领

域’初等教育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学’ )这样%就从

法律上确定了汉语拼音的地位和作用’
汉语拼音在汉字教学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

世纪 &% 年代初期开始的一项小学语文教学改革

实验***(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简称(注提)’ 儿

童首先用一个月左右学好汉语拼音% 然后充分利

用汉语拼音来帮助识字%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进

行听说读写的全面训练%寓识字于读写之中%用汉

语拼音阅读和作文% 在阅读和作文中逐步增加汉

字%最后达到全部用汉字阅读和写作’ 通过生动活

泼的语言实践活动%促使学生在语言+思维#智力

各个方面都得到和谐的发展’ 这项实验在全国进

行%并编写了(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教材’

五#关于实行( 文字双轨制) 的创议

在我国的学者中% 还有一些公开主张 (双文

制)’()*+,-.),/的人%例如%周有光就主张实行(0123
45+)-0 464078),文字双轨制-% 冯志伟提出首先在

计算机通信中实行(文字双轨制)%认为文字书写

方式的改革应该先从信息科学做起来’ 政府对

于这些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并不干涉他们提出自己

的意见和继续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 国家一级学

会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受到国家教育部的大力支

持%该学会的宗旨之一就是倡导和研究(拼音化)
问题’ 我国政府这样宽松的政策%为(双文制)的研

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关于双文制的想法% 早在清朝末年的汉语拼

音运动中就产生了% 后来有许多著名的学者都关

心这个问题’ 郭沫若曾经说过&(我们可以预想到

必然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 让汉字和新造的拼

音文字平行使用% 在新文字的逐渐推广中而让汉

字在大多数人民的日用中逐渐归于隐退% 汉字的

归于隐退%是不是就完全废弃了呢. 并不是将来%
永远的将来%都会有一部分学者来认真研究汉字%
认识汉字% 也就跟我们今天有一部分学者在认真

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一样’ )茅盾说得更明白%他说&
(我希望%至少我们的孙儿孙女这一代能够两条腿

走路%既能用汉字写%也能用拼音字母写%听报告

作笔记%用拼音字母写%会比汉字写得快’ 如果可

能%还能用上拼音字母的打字机’ 这样该是多么幸

福呢/ 我并不幻想%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废除汉

字,方块字-0然而即使在百年之内或在百年之后

还要用汉字%让我们的子孙的一代能用1两条腿走

路2又有什么不好呢. )郭沫若和茅盾生活的那个

时代%计算机还没有普及%他们大约也没有使用过

微型计算机% 更没有可能通过计算机去访问互联

网的网络%在网络上自由地漫游%但是他们当时就

已经慧眼独具地看到了双文制的好处% 如果他们

今天还健在% 一定会举双手赞成在计算机通信中

首先实行双文制的建议$
我们应该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法"第一章第十八条规定%学好汉语拼音%
用好汉语拼音% 让汉语拼音在信息时代发挥更大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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