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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两难选择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孟华  
 

  汉字繁体字是否恢复?如何看待间接书写(键盘整字输入)逐渐取代直接书写(用笔写字)的趋势?
当下这些有争议的热点问题，再次印证了一条规律:汉字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遭遇到的方向性困惑，
总是与文化转型密切相关。 
  现当代历史上，汉字遭遇了两次文化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在反封建

的旗帜下，汉字首当其冲地成为改革的对象，其结果是汉字发生了脱胎换骨的结构性变化:在中国
大陆废除繁体字改用简化字，以及汉语拼音方案的推广使用。这两个变化使得汉字的音符性、工

具性大大加强。但它的传统文化蓄水池的意符功能也被削弱，因此备受传统派诟病。 
  第二次文化转型是随着 21 世纪网络时代的到来而产生的“反汉字书写”倾向。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其一是博客、微博之类的自媒体的崛起，打破了传统主流纸质媒体单一控制书写和出版
的局面，由此产生了汉字书写的狂欢化，如谐音(河蟹=和谐、zf=政府)、自造字或图文混搭(囧、
⊙_⊙)，等等。“反汉字书写”的第二个方面是以间接书写(键盘整字输入)代替直接书写。二者的
本质区别是，键盘输入主要是拼音输入法，书写者按照拼音整体地输入一个个汉字，从而导致了

民众在网络时代普遍存在的“提笔忘字”的尴尬。间接书写的音符化体现了汉字使用中的工具化、

表音化倾向，它向表意汉字维护传统之功能发出了挑战。 
  规范还是反规范，意符化还是音符化?这既是汉字在文化转型期中遭遇的两难选择，也是汉
字自身的结构性压力所使然，相对而言，字母文字不存在这种结构性矛盾。 
  汉字与字母文字的本质区别是，字母的规范主要靠语言支撑，汉字的规范主要靠习惯支撑。

拼音文字是建立在对母语音系系统的替代上，而表意汉字不代表音节，汉字对应的主要是词的概

念而不是音节。再者，汉字字形的构字理据(如形声、会意等)对字义字音有着阐释和规定作用，
这使得用字者的规范也需依重于传统。对概念而不是对音节的依赖，让汉字使用者获得了很大的用字

自由(比如把“和谐”写成“河蟹”)；对字形构字理据的依赖又使这种自由必须尊重传统——受构字理
据的制约。这双重结构力量，使得汉字结构极具弹性，容易形成各执一端的“选择性执法”用字行为:
来自工具化、表音化诉求的大众文化与来自传统化、表意化诉求的精英文化、官方文化都参与了汉字

的建构，都参与了汉字的规范与改革。没有以意符倾向为代表的规范化，汉字会“部落化”为六国文

字那样的混乱局面，国将不国；反之，没有汉字音符化的革新、工具化趋势，汉字将失去自己的生命

力。两种力量在博弈中达到一种制衡，才是汉字的生命力所在。 
  我想表达的观点是:汉字音符化不是洪水猛兽，它是汉字自我更新的根本动力和源泉所在。面
对当前音符化趋势与向意符、向繁体字回归倾向这两种力量的对垒，我们的态度是:“稳定现状，
顺其自然，控制极端”。回归繁体和意符、随意变动文字体系的路子不可取；但迎合群众的创造，

有字必录也不可行。可以采取分而治之的中间路线。如建立正体和俗体的分类，甚至在语文教学

中适当涉及一些新俗体字、类文字，会拉近教育与现实语言生活的距离。同时教学中也要为精英

化倾向——如繁体字的辨识与书写、书法的训练等留下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