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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学者称繁体字文化意义被夸大 

2013年08月21日 09: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21日第491期  作者：本报记者 张杰  浏览： 次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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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题：语言文字学者称繁体字文化意义被夸大 简化字同样传承传统文化 

 

    【核心提示】简繁汉字是当代客观的存在，由于二者各具不同特点，实践感知也各不相同，存在

简繁之争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现状不变，争议也将持续存在，一旦有偶发因素难免会成为热点话题。 

 

 

  近日，一条感叹现今很多中国人看不懂繁体字的微博引发了简繁汉字的又一次争论。有观点认为，简化字

方便简易的特点更有助于普及文化；不同观点认为，繁体字更符合汉字表意的特性，更有助于传承传统文化。

应该如何看待争论？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语言文字学界的几位学者。 

  简化字并未割断传统文化传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江蓝生告诉记者，简体字是指流行于群众之中，未经整理和改进，形体较为简易

的俗字，不具有法定性；而简化字是指在简体字的基础上，经专家整理改进，并由政府主管部门公布的法定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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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字。 

  有观点认为，简化字消解了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繁体字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性。对

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程荣认为，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如果仅仅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简化的

2200多个汉字就笼统地把简化字和繁体字截然分开是不合适的。在古代，同一个汉字就有简体、繁体等多种写

法，现行简化字大多数来源于古代简体字，因此在文化传承上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 

  “简化字大多源自我国历朝历代，具有约定俗成的历史基础，是中华文化土生土长的东西。”江蓝生补充

说，虽然繁体字从整体上更能反映造字原理和汉民族文化心理，但是简化字同样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现行简化

字绝大多数来源于古代的简体字，其中部分来自草书和行书，还有部分是“古本字”，比如“虫”、“从”、

“云”、“气”等，而汉字简化也主要利用了传统的“六书”造字方法。没有人认为隶书、楷书替代甲骨文、

金文、大小篆是割断了传统文化传承，同样也不能说简化字就割断了传统文化传承。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主编李行健告诉记者，简繁两种汉字是汉字在

不同地域的当代变体，简化字和繁体字有严格的对应关系，他们和语言的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在语言结构

中，简化字和繁体字指代的意义是一样的，繁体字变成简化字并不影响对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的理解。他认

为，文字和语言是两个概念，没有古汉语知识，即使通晓繁体字，也不能读懂古籍文献，从这个意义上讲，在

传承传统文化方面，简化字和繁体字并没有太大区别。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董琨看来，按照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观点，汉字是一个庞大的符号

系统，其主要功能是承载语义信息、表达思想、沟通交流，具有超越时空的特性，是不以自身形体演变为转移

的，不论是隶书、行书、楷书，还是繁体字、简化字，都可用于传承普及文化，简化字不能传承传统文化或传

承有局限的观点，有失偏颇且不符合客观事实。 

  汉字简化符合社会发展需要 

  有学者表示，汉字克服了国家和民族由于地理和方言等因素造成的阻隔，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对汉字

的心理认同是维系海内外炎黄子孙的重要文化纽带，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未中断，汉字功不可没。 

  江蓝生认为，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金文算起，汉字有三四千年的历史，总体处于变动与相对稳定之中。

汉字形体的发展变化有简化也有繁化，但主导趋势是简化（由以图形为主到以线条、符号为主），常用字简化

的趋势更为明显。程荣认为，随着社会发展，汉字词汇愈加丰富，需要记写的内容越来越多，其使用群体也不

断扩大，促使汉字朝简、明、快的方向发展，汉字简化符合社会发展需要。 

  董琨告诉记者，汉字在使用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两条规律的制约，一是“简易律”，即书写汉字的人希望

写得快，要求汉字形体简单易写，于是形成汉字的简化演变取向，例如小篆是对甲骨文、金文的简化，隶书是

对小篆的简化，楷书是对隶书的简化；二是“区别律”，即阅读汉字的人希望汉字形体、意义明确，彼此之间

要有区别，便于辨认理解，实现汉字的表达功能，所以不能无节制地加以简化。董琨认为，从总体上看，简化

是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趋向。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盛玉麒认为，语言和文字都是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如果一味强调汉字

的表意性，片面追求汉字构形的所谓理据性，反而容易导致读错、写错很多汉字。 

  江蓝生表示，汉字简化后提高了书写效率，《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2200多个简化字平均笔画数为10.3

画，比相对应的繁体字平均减少5.8画，顺应了群众的需求，汉字简化的成绩是巨大的。 

  加强文字交流 缩减语言分歧 

  当前，两岸四地交流日益频繁，如何消除因汉字简繁差异给交流带来的阻碍？董琨认为，加强文字交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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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是很好的方向。 

  董琨表示，简繁汉字是当代客观的存在，由于二者各具不同特点，实践感知也各不相同，存在简繁之争是

不可避免的，只要现状不变，争议也将持续存在，一旦有偶发因素难免会成为热点话题。 

  为进一步推动两岸语言文字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岸经贸文化等各领域交流，2012年，由两岸专家合作编纂

的《两岸常用词典》出版，李行健即为该词典大陆版主编。他表示，该词典顺应了两岸关系变化的新形势，整

合两岸语言文字，成为两岸语言文字化解歧义、顺畅沟通的桥梁，也将促进两岸文化更深入地交流合作。 

  江蓝生认为，为加强两岸四地语言文字的交流，目前大陆应逐步做到“用简识繁”，台湾则应“用繁识

简”。 

  盛玉麒告诉记者，最近山东大学与港澳学者合作开展一项简繁汉字使用情况调查项目，山东大学负责“大

陆简繁汉字认知与使用情况调查”，刚刚完成问卷回收整理工作。在1558份问卷中，赞成“用简识繁”的有

994人，占总人数的63.8%，不赞成的有222人，仅占14.3%。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陆民众对这个问题

持较为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盛玉麒说，据台湾朋友介绍，岛内民众对简化字也同样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提款

机、景点招牌等都增加简化字标识以欢迎大陆游客，许多在校学生为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也在努力学习简化字。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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