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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四地语言问题名家对话在山大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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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讯］近日，由山东大学学术研究部、山东省语委办、山东省语言学会、山东省国外语

言学会联合主办，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与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协办的首届“两岸四

地语言问题名家对话”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科学会堂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国家社科基金语言组组长江蓝生教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前会

长、北京大学苏培成教授，香港岭南大学汉语教育与测试中文前主任田小琳教授，全国语言文字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汉语语汇分会主任委员、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荐教授，台湾淡江

大学人文学院高婉瑜教授，河北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郭伏良教授作为特邀演讲嘉宾出席

对话。山东省语言学会会长、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盛玉麒教授主持对话。他从两岸四地

“人同种、语同源、字同根”入题，指出在信息网络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增进沟通和了

解、求同存异、和谐发展，是全球华人的共同愿景，更是两岸四地语言学家关注和关心的热门话

题。他列举了关于简繁汉字、同形异义、同义异形、同源异形以及字母词、网言网语等问题，请

各位演讲嘉宾，就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发表演讲。 

  江蓝生先生首先就最新修订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收录字母词的原则、标准、目的

做了阐述，从最早收入词典的“X光”到CT、B超、GDP、WTO等实际例子，回应了社会上少数人的

不同意见。她认为词典编撰应面向应用，与时俱进，《现汉》6版所收的239来条字母词只占现代

汉语词典总词数的0.3%左右，不会影响汉语词汇的主体，但是却方便了广大汉语使用者的日常应

用。田小琳教授从香港特区“两文三语”语文生活的实际，谈了对社区词研究的经验体会，介绍

了台湾中华文化总会与大陆合作编辑出版《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及共建“语言知识库”收入

香港社区词等情况，论述了全球华人不同社区词研究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同时对《现代汉语

词典》第六版收入字母词表示了积极支持的态度。 

  苏培成教授重点谈了简繁汉字的问题。他认为，汉字发展的历史伴随着繁化和简化两条路

线，其中简化是汉字发展的主流，认为只有繁体字能记录和学习传统文化的观点是片面的，对文

字学的基本原理存在误解。他列举了建国以来国内出版的大量简体版古代文献为例，证明简体字

同样能起到文化传承的作用。周荐教授从词汇学理论和应用出发，结合澳门语言文化生活实际，

重点谈了字母词在现代语言生活中的作用，认为语言规范和标准化的前提是满足交际的正常进

行，提高交际的效率。字母词是客观社会生活在语言上的反映。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看待语言

词汇系统的新发展、新变化。 

  郭伏良教授结合当年研究字母词的博士论文，简要而系统地介绍了汉语字母词产生的原因、

结构类型、语用特点和发展趋势，并对不同来源的字母词做了进一步分析；认为《现代汉语词

典》六版所收的字母词，经过长期使用和专家筛选，获得了社会的普遍接受，具有稳定性和社会

心理可接受性。高婉瑜教授介绍了台湾学者研究岛内字母词使用的社会问卷调查的数据。问卷以

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台湾受访民众为对象，把对待字母词的态度分为“①可以接受、②有特殊



表达功能、③简洁方便、④没感觉或无所谓、⑤反对”等几个类型。结果显示，反对字母词和觉

得无所谓的只占10%～20%，而支持和欢迎的高达50%以上。这个结果给大家提供了足资参考的数

据。 

  盛玉麒教授指出，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文化的普及，加速了不同语言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也促

进了多元语言文化社会生活的形成。字母、数字、表情符号等非汉字符号不断进入书面语中，冲

击了传统书面汉语汉字符号的一统天下。这其中既涉及到词汇学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需要各方面的调适和探讨。聆听语言学家的学术与语言生活相结合的对话，对于两岸四地语言文

字使用者和研究者，排疑解难，正本清源，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他希望有

更多人关注两岸四地语言问题的沟通与对话，为建设和谐的语言文化家园添砖加瓦、建言献策。 

  来自山东大学法学院、文学院、外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以及参加词汇学国际会议和英语写

作国际会议的部分专家代表近300人参加了对话。期间，有20多位听众向演讲嘉宾提出各种问题，

对话现场专家与听众互动，气氛热烈。山东省语委办主任梁斌言，山东大学学术研究部副部长魏

建，山东大学文学院党委副书记张帅、外语学院副院长李建刚代表主办方给演讲嘉宾颁发纪念牌

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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