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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華語和華文發生了歷史性的大變化。語言從方言到國語, 文體從文言到白話, 注音從反切到字母, 字形
從繁體到簡化。這是兩千五百年來語文變化的繼續和發展。以前的變化是：春秋的雅言, 秦代的書同文, 兩漢的廢
篆書、改隸楷, 唐代的反駢儷、用散文 (“古文運動”), 清代的廢除八股文, 歷代石經的字形規範化。20世紀發
生了大變化, 21世紀會靜止不變嗎？未來學者說：整個世界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大變化。在21世紀, 全世界的華人
將顯著地提高文化, 發展理智, 重視效率。由此, 華語和華文將發生更大的時代變化。根據語文變化的歷史經驗, 
考慮當前的信息技術和實用要求, 可以預測21世紀華語和華文的變化趨向。[`] 
 
1. 21世紀, 華語將在全世界華人中普遍推廣 
    20世紀初期, 推翻滿清, 建立民國, 北洋政府開始提倡國語。一個農村青年到城裏讀書, 回家對父親講國語, 
父親大怒:“你進城半年就打起官腔來了！”一個北方人到紐約唐人街, 不會說廣東話, 唐人街的店員覺得奇怪:
“唐人唔識唐話！”當時, 多數人不了解什麼是國語, 推廣國語要下一番篳路藍縷的工夫。 
    20世紀中期和後期, 情況大變。1945年, 日本投降, 台灣光復, 經過大約十三年的工夫, 做到學校用國語、交
通和商業用國語, 原來沒有人懂國語的台灣成為中國普及國語的第一個省份。1965年, 新加坡獨立, 實行英語和華
語的雙語政策, 經過十來年的努力, 做到華人除說英語外,“社會上多說華語、少說方言, 學校裏多說華語、不說
方言”; 華語指全世界華人的共同語, 不包括方言。香港 (1997) 和澳門 (1999) 歸還中國之後, 原來當地聽不懂
的普通話成為官方語言之一, 港澳和海外的廣東同胞明白了方言和共同語的關係。現在, 中國大陸的語言工作正在
從“推廣”普通話前進為“普及”普通話。 
    近年來, 台灣提倡台語, 有人贊成, 有人反對。提倡台語, 不必反對, 只要提倡台語而不反對國語。國語比台
語有大得多的流通範圍。提倡台語而反對國語, 是自己孤立自己, 這不會是有高度智慧的台灣同胞的選擇。 
    英國在兩百年前普及了英國共同語英語, 後來成為事實上的國際共同語。日本在一百年前普及了日本共同語日
語。全世界的華人可能在21世紀之末普及華夏共同語華語。 
 
2. 21世紀, 漢字將成為定形、定量、規範統一的文字 
    外國青年常問：我想學中文, 大陸中文、台灣中文、香港中文, 學哪一種好呢？大陸用簡化字和普通話, 台灣
用繁體字和國語, 香港用繁體字和廣東話, 在外國人看來是三種不同的語文。這個問題實際包含不止一個問題, 其
中主要的問題是繁簡並用、字無定形。 
    華文之外, 世界上有哪一種文字是繁簡並用、字無定形的？大陸和台灣的同胞默默等待兩岸當局在21世紀提高
效率意識之後來改正這個時代錯誤。統一規範是歷史的必然, 刪繁就簡是文字發展的規律。等著吧, 聰明的華人在
21世紀一定會解決這個問題。為了提高工作效率, 增強屏幕上的清晰度, 21世紀後期可能對漢字還要進行一次簡
化。 
    單名制、生僻字、生造字, 不利於文化工作。天津某校, 老師叫一聲“王紅”, 課堂上站起了一排“王紅”。
銀行存款用實名制, 生僻字和生造字的人名無法存款。電腦臨時造字太費事, 不便轉賬到其他銀行, 不便在網絡上
傳輸。同名太多, 發生了許多同名糾紛。解決這個問題, 可以學習《三國演義》, 名外加字 (如：劉備, 字玄德); 
新生兒起雙名, 再加雙字。出生登記先查有無同名, 起名用字以通用字為限。日本早已如此實行。不少國家已經實
行“無同名”政策。 
    譯名混亂。Reagan 一上台, 立刻變成三個人：北京里根, 香港列根, 台灣雷根。Bush 一上台, 立刻變成三個
人：北京布什, 香港布殊, 台灣布希。孫悟空何其多也！利比亞、黎巴嫩,“利黎”如何分辨？匈牙利、索馬里,
“利里”為何不同？解決這個問題, 要做兩件工作：1. 規定一個“音節漢字表”, 一個音節以一個漢字為代表, 
譯音用字, 以此為限。2. 成立一個譯音聯絡機構, 統一外語轉成華語的音節形式。譯音問題如果解決不了, 有可
能放棄專名譯音, 直接採用英文專名, 夾進華文。 
    書法藝術分為實用書法和觀賞書法。實用書法要求規範化, 觀賞書法可以多樣化。簡化並不妨礙書法。王羲之
的行書《蘭亭序》有324個字, 其中102個是簡化字, 佔總字數的三分之一(31%)。歐陽詢的《九成宮》有1019個字 
(字跡不清的不算), 其中164個是簡化字, 佔總字數的六分之一(16%)。歷代大書法家都寫簡化字, 許多簡化字是書
法家創造出來的。馬路招牌、商品說明和其他社會用字, 實行規範化無損於書法藝術, 也不妨礙繁體字書法在廳堂
裏懸掛。書法家也有推行規範化的責任。在21世紀, 書法家可能參與規範化的推行, 使社會用字井井有條。 
    漢字難學難用, 主要不在筆畫繁, 而在字數多。字符從多到少, 從無定量到有定量, 是文字進化的規律。日本
整理漢字, 注重減少字數, 字數減少了, 簡化就容易了。日本規定1945個常用字, 公文用字以此為限, 輔以假名。
日本學習中國一千年, 青出於藍。現在, 中國應當反過來好好向日本學習。 
    現代通用漢字有7000個, 其中半數3500個是常用字。按照“漢字效用遞減率”, 最高頻1000字的覆蓋率是90%, 
以後增加1400字提高覆蓋率十分之一。利用常用字, 淘汰罕用字, 符合漢字規律。與其學多而不能用, 不如學少而
能用。21世紀將出現一種“千字文”加“拼音”的“基礎華語”, 作為學習華語的入門教材。“基礎華語”對外國



人學習華語最為有用。在21世紀的後期, 講究效率的華人將把一般出版物用字限制在3500常用字範圍之內, 實行字
有定量, 輔以拼音。 
 
3. 21世紀, 拼音將幫助華文在網絡上便利流通 
    新加坡原來有華語學校和英語學校, 華語學校偏重華語、同時教英語, 英語學校偏重英語、同時教華語; 進入
那種學校, 由學生自由選擇。選擇華語學校的學生逐年減少, 最後由於生源不足, 華語學校全部停辦。什麼緣故
呢？答案是：華語困難。一位朋友告訴我：他的兒女從美國打來電子郵件都用英文。他要他們改用中文。兒子打了
一次中文, 第二次又用英文。女兒打了兩次中文, 第三次又用英文。他問為什麼不用中文？回答是：中文麻煩。困
難和麻煩威脅著華語和華文！減輕困難和麻煩是21世紀的頭等大事。 
    困難和麻煩包含多個原因。其中之一是：字音難明, 字形難記, 輸入電腦, 萬碼奔騰。某機構記錄字形編碼, 
記錄到750種之後就停止記錄了。後來很快超過1000種, 今天還在以每月一兩種的速度增加上去。日本在1980年完
全廢除字形編碼, 改用假名自動變換漢字的新技術。 
    中國的寫作者大都沒有在電腦上直接寫稿的習慣, 寫作時候先要爬格子把文稿用手寫好, 再看字形思考編碼, 
一字一字輸入, 不知道利用拼音自動變換漢字的新技術。市場出售的華文設備中, 1980年代就有拼音自動變換漢字
的軟件, 雙打全拼、不用編碼, 不須記憶任何特殊規則, 簡便快捷。以分詞連寫的語詞和詞組為輸入單位, 大量
“詞素字”不發生同音干擾。白話文中的“同音詞”為數較少, 經過“高頻先見”和“用過提前”等軟件處理, 同
音選擇可以減少到3%以下。21世紀將有更多的智能化軟件, 利用拼音幫助漢字, 使華文在網絡上便利流通。唯一的
要求是學會拼音。拼音是中國大陸小學的必修課。 
    20世紀末, 美國國會圖書館採用拼音, 台灣也採用拼音。拼音成為國際標準 (ISO 7098), 得到全世界的公
認。在21世紀的國際往來中, 拼音將發揮溝通東西文化的橋樑作用。 
    有人希望, 把拼音提升為法定文字之一, 跟漢字並用。這個希望恐怕難於實現。日語羅馬字得到了作為文字的
法定地位, 沒有發生實際作用。與其有文字之名而無文字之實, 不如無文字之名而有文字之實。拼音不是拼音文
字, 這是大陸和台灣的共同政策。在互聯網上, 漢字離不開拼音, 拼音正在不脛而走。擴大和改進實際應用是一條
有現實意義的道路。信息化和拼音化將並駕齊驅。拼音幫助漢字, 將是21世紀大家樂於接受的方式。 
    在21世紀, 全世界的華人將顯著地提高文化, 發展理智, 重視效率, 以新的面貌進入全球化時代。華語和華文
將發生適應時代需要的進一步改革。本文的預測是保守的, 歡迎批評, 歡迎超越。 
 
    * 周有光先生,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本文曾在“語文現代化與漢語拼音方案國際學術研討會”(2001年12月1-2日, 北
京) 上宣讀。 
 
_   注：華語又稱國語、普通話、漢語、中國語。國語：現在台灣用, 大陸已經不用; 新加坡不用, 因為新加坡的國語是馬來語; 
日本有日本的國語, 越南有越南的國語。普通話：大陸在1955年改國語為普通話, 台灣不用, 新加坡也不用。中國語：日本這樣
說, 其他地方不說。漢語：可指共同語, 又可指方言, 一般用於學術著作。華語：指全世界華人的共同語, 不包括方言, 新加坡已
經用開, 台灣、港澳和大陸有時也用。華語跟英語、法語等可以並立。華文又稱中文、漢文。漢文用於跟少數民族文字如藏文、蒙
文等作對比。華文跟華語相配, 中文沒有“中語”相配。華語和華文的說法可能在21世紀通行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