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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当前社会用字取向
“
繁化

”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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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昌学院 中文系
,

四川 西昌 6 15 0 1 3)

[摘 要 ]
“

由繁到简
、

由难到易
” ,

这是汉字发展的总趋势
,

然而
,

近些年来
,

繁体字的使用逐

渐增多
。

本文从多方面探讨 了当前社会用字繁化的原因
,

提 出了文字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从繁趋简
,

加速

汉字的简化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

随着国家省语委对各地
“

城市语文评估
”
工作 的开展

,

这种现象希

望引起大家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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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汉字从上世 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推行
,

到现 在 已五 十年 了
,

越年轻的人对繁体字越 陌

生
、

甚至全不认识
。

但是
,

简化字只限于大陆通

行
,

而香港
、

台湾及海外几千万华人华侨
,

以及

使用部分汉字的 日本
、

韩国
,

使用 的仍是繁体

字
。

随着对外 开放
,

简体和繁体的接触交流频

繁
,

产生很多意料不到的麻烦
。

《人 民 日报》 等

少数报刊不得不专门对外出版繁体字版
,

电脑上

也有简体和繁体转换的软件
,

以便交流
。

在海外

人士和国内人士共处的场合
,

采用把部分变动较

大的简化字
,

转换成繁体字
,

以利交流
。

” ’

这次简化所带来的巨大便利
。

至此
,

简化字取代

繁体字似乎已经成为 了一种必然
。

然而近十多二

十年来
,

繁体字的使用又逐渐增多了
,

店铺
、

机关

牌匾上
、

电影字幕中
、

报刊杂志上
,

繁体字随处

可见
,

大有东山再起之势
。

如西昌市的
“

绿育石大

酒店
”

的
“

育
” 、 “

赵谕麻辣鹅
”

的
“

鹅
” 、

“

凉山宵馆
”

的
“

宵
” 、 “

金檐酒店
”

的
“

橘
”

等六处取名中的不规范用字
。

尽管国家
、

省
、

地

区相关部 门做 了大量 的努力
,

在城市用 字规 范

化
、

标准化方面取得 了很大的进步
,

但上述现象

仍然存在
,

不得不引起大家的关注
。

一
、

文字流向— 从简与趋繁 二
、

当前社会用字繁化的原因

从简与趋繁
,

是文字发展过程中两个截然不同

的流向
。

汉字是书写工具
,

由于人们对书写工具的

要求总的说来是简便
,

汉字的发展自然也要顺应这

一要求
,

只能是由繁到简
、

由难到易
。

汉字形体演

变的历史也证明
,

简化才是汉字发展的主流
。

考虑

到汉字字形的繁难
,

为了使汉字易于教学
,

易于书

写
,

建国后曾经简化过一批汉字
,

这符合汉字发展

演变的总趋势
。

由于这次简化所依据的绝大部分

来 自民间
,

是长期以来汉字民 间手头简化 的总

结
,

有其广泛的使用基础
,

所以很快得以深人民

心
,

简化后的汉字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

了较为普遍的运用
。

数十年来的实践证明
,

这次简

化是成功的
,

在教学
、

日常使用等方面都得到了

当前社会用字繁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在笔者

看来主要有下面一些
:

(一 ) 繁体字跟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紧

密相关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古

老的民族
,

有着光辉灿烂的文明史
,

而她过去的

辉煌又主要是靠汉字— 确切地说
,

应该是繁体字

一一流传下来的
,

繁体字与历史文化传统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
,

不可分离
。

这种牢不可破的结合又

赋予繁体字某种特殊的意义
,

使她在某种程度上成

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代名词
,

象征着五千年的古国

文明
,

象征着国家的统一
、

民族的 团结
,

象征着

悠久灿烂的文化
。

同时
,

汉字具有极强的美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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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

在数千年的发展中相继创造了甲骨文
、

金文
、

篆书
、

隶书
、

楷书
、

草书
、

行书多种字体
,

发展 了

书法艺术
、

篆刻艺术
、

解字游戏
,

促进了 国画艺

术
,

使人们获得很大的美学享受和精神享受
,

因此

在人们心 目中留下了高大的美学形象
,

形成了其他

文字无法 比拟的审美心理
。

汉语社团的成员 由于长

期受到汉文化的熏陶
,

在审美心理上逐渐达成以汉

字尤其是繁体字为亲
、

为美
、

为不怪
,

而以其他文

字为疏
、

为怪
、

为不美
。

一个象征心理
,

一个审美心

理
,

结合起来便成为一种巨大的引力
,

人们是很难摆

脱繁体字的诱惑的
’ 2 ’ 。

拿最初用惯了繁体字而后

来改用简化字的前辈们来说
,

他们见到繁体字自有

一种老朋友久别重逢似的喜悦
,

他们自然不会拒绝

繁体字的使用
,

犹如筷子刀叉之于我们
,

我们倒更

愿意使用筷子一样
,

除了习惯
,

其中还有情感的因

素
,

情人眼里出西施
,

更何况繁体字本身就很美

呢 ! 对于年青的一代来说
,

他们长期生活在现代文

明中
,

也正是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现代文明中
,

繁

体字本身所散发出的古典美就更具魅力
,

这种魅力

对他们来说是无法抗拒的
,

出于对美的追求
,

他们

在不知不觉中也会接受繁体字
。

当然
,

现在使用繁

体字并非都源于对美的追求
,

那种极力附会风雅
,

但又苦于无法像古人那样吟诗填词作赋
,

于是只好

借助一二繁体字来显示自己学问的
,

也不乏其人
,

但这毕竟只是极少数
。

(二 ) 繁体字与书法艺术有关

语言文字是信息的载体
,

在诉诸人类理智的同

时
,

她又具有美感
,

诉诸人类的感情和对美的感

受
。

有
“

熏陶后一代手眼胸怀
”

之谓的汉字书法

就是如此
,

是写 出来的艺术
,

浓缩着千姿百态的

美
,

人们从中可以领略到无穷无尽的享受与乐趣
。

她所造成的影响
,

波及四海
,

经久未衰
。

世界上还

没有哪一种文字像汉字这样成为一种地位很高的艺

术对象
,

可以这么说
,

只要汉字存在一天
,

作为一

门独立的艺术
,

她的影响就绝不会消失
。

汉字书法

艺术的这种影响
,

又主要是通过历代名士大家的法

帖来完成的
,

于是人们纷纷摹仿之
,

效法之
。

从字

体上看
,

繁简明确区分始于一九五六年
,

之前主要

是繁体
,

而法帖又多是在这以前产生的
,

法帖中所

辑的字自然也就以繁体为主了
。

人们在学习书法的

过程中
,

在接受艺术熏陶的同时
,

不知不觉中也就

承传了繁体字
,

以致在自己书写的时候也有意无意

地写出繁体字来
。

本来
,

作为书法艺术
,

繁体字也

好
,

缺笔少画的生造字也好
,

都无可非议
,

因为此

时往往更侧重汉字形式上的美
,

而很少顾及到她作

为一种信息载体的意义表达
。

但是也仅仅限于此
,

在其他场合
,

作为一种交际工具
,

繁体字的使用理

应受到限制
。

在书法艺术的影响下
,

有的人一味地

将某些字写成繁体
,

是由于他们只知道摹仿照搬
,

没有分清繁简字的现时功用 与不同使用场合造成

的
。

(三 ) 繁体字的复兴跟港澳台胞及外籍华人使

用繁体字有关

由于历史的和政治的原因
,

港澳台湾同胞及外

籍华人长期被隔绝在我国大陆之外
。

在这样的情况

下
,

他们的民族感和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愿望只能是

越来越强
,

而民族感和区别于其他民族愿望的形成

又必须依赖于共同的语言文字
。

语言文字的重要是

由于她和民族的每一成员全面相关
,

最深刻地反映

着该民族的特征
,

她是维系民族内部关系和人们区

别不同民族时最明显的一个标志
。

对港澳台胞及外

籍华人来说
,

繁体字就是如此
,

他们一生下来就孕

育其中并时刻在使用着这种媒介
,

从而产生了感

情
,

使他们觉得自己跟繁体字分不开
,

繁体字成了

标识他们华人身份的一种标志
,

并且认为繁体字使

用起来最得心应手
,

最能表达感情
,

因此更乐意使

用繁体字
,

而往往不想用他们业己掌握的其他文

字
,

就是大陆推行的简化字
,

对他们也没造成什么

影响
。

港澳台同胞及外籍华人一直都使用着繁体

字
,

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

然而没想到的是由此会

直接影响到大陆简化字的推行
。

一种语言文字能否

较为顺利地得到推广普及
,

跟所在国家地区的政治

经济实力密切相关
,

经济愈是发达的国家
,

她的语

言文字就越是容易为其他国家的人们所接受
。

目前

英语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广为流行
,

跟昔日大不列颠

王国的强盛不能说没有关系 ; 粤语在当今歌坛地位

的提高亦是如此
,

虽然就其语言本身来说
,

并不一

定就具备着什么优势
。

文字与经济的这种联系
,

在

今天看来仍是如此
。

目前
,

在经济上大陆远不如港

澳台地区及很多西方国家发达
。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

行
,

大量洋时髦的东西涌人中国
,

以港澳台地区

及东南亚某些国家为背景的繁体字也重新进人到大

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

在雄厚经济实力等因素的

促成下
,

繁体字已经取得了明显的心理上的优势
,

以致在某些人的心 目中
,

仿佛她已不再是大陆土生

土长的东西
,

而是通体散发着洋味的舶来品
,

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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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在某些人心 目中已变成了洋文一样
,

同样

令人肃然起敬
。

加上其他种种原因
,

致使简化字腹

背受敌
,

在内外夹击下
,

简化字也就不得不放弃部

分阵地了
。

在导致当前社会用字繁化的诸多因素

中
,

这可以说是最主要的一个
。

(四 ) 当前社会用字繁化跟简化字的推行存在

间题有关

简化字的推行急于求成
。

用行政手段推行
,

本

身即是一种急于求成的思想
。

一时的成功
,

带来长

时期纠缠不清的矛盾和麻烦
。

简化必须遵循
“

约定

俗成
”

的规律
,

凡是规律的东西
,

是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
,

而约定俗成恰恰是个需要时间考验的过

程
,

所谓欲速则不达
,

无法毕其功于一役
。

简化理论的缺陷
。

简化字理论的错解之一
,

是

混淆了看字和写字的区别
。

人的一生中
,

总是看字

(书籍
、

小说
、

报纸
、

杂志
、

广告
、

影视等 ) 的时

间远远多于写字的时间
,

即使是作家恐怕也不例

外
。

看字和写字是两 回事
,

看字要求字体印刷清

楚
,

不要 出现错别字
、

混淆字最为重要
。

汉字是方

块矩阵形 的
,

使用 的视力是
“

聚焦
”

式的
,

看
“

机
”

和
“

后
” ,

与看
“

楼
”
和

“

俊
”

所花的时间

目力同笔划多少无关 (英语的拼音字是线形的
,

视

力是扫描的
,

所花的时间因字的长短而异 )
。

可是

看
“

设
”

和
“

没
” , “

汁
”

和
“

计
” , “

仑
, ,

和
“

仓
” , “

论
”

和
“

伦
” , “

儿
”

和
“

几
” ,

“

开
”

和
“

井
” , “

历
”

和
“

厉
” , “

广
”

和
“

厂
, , , “

风
, ,

和
“

凤
, , , “

虏
, ’

和
“

虑
, ,

等
,

由

于简化后字形相似
,

无形中需要 目光稍停
,

鉴别一

下
,

以免弄错
。

这些问题当初都没有考虑到
。

海外

人 士对简化字最感到头痛的正 是这些 字
。

而看
“

投
”

和
“

没
” , “

偷
”

和
“

榆
” , “

凰
”

和
“

夙
, , , “

食
, ,

和
“

裔
, , , “

屋
, ,

和
“

属
”

等
,

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
。

同时
,

汉字的手写和印刷是

两回事
,

印刷体与笔划多少无关
,

手写体汉字
,

除

特别场合需要笔划端正
,

日常应用的文字如信件
、

稿子
、

笔记等
,

并不需要端端正正
、

一点一划地

写
,

用行书以至行草都很方便
。

试看历史人物遗留

的手札或现代人的通信文字
,

用的都是行书
,

任何

笔划多的繁体字
,

手写时都变成连贯优美的线条
。

识字
、

认字
、

写字是教育普及的问题
,

而非汉字本

身的问题
。 l ` ’

(五 ) 当前社会用字繁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心

理现象

当前社会用字繁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

象
,

原因除上面谈到的外
,

还有其他一些
。

比如有

的就可以归结为一种逆反心理
、

求异心理
:
你叫写

简化字
,

我偏要用繁体字 ; 你们用简化字
,

为了表

明我的与众不同
,

我就是要用繁体字
。

同时
,

这跟

当前的语言文字政策也有很大关系
。

在大力推行简

化字的同时
,

并不是简单地让简化字取代繁体字
,

而是仍旧保留了繁体字的部分使用场合
,

造成了

繁
、

简字并存这样一个局面
。

繁
、

简字的使用场合

虽然有所区分
,

但约束引导得不够
,

听之任之惯

了
,

人们也就乐得随意为之了
。

三
、

限制繁体字的使用
,

大力推广简化字

综上所述
,

似乎又可以归结为人们对繁
、

简字

的不同信任度
,

反映出了人们在繁
、

简字价值取向

上的摇摆游移
。

但这实在是怨不得人们
。

作为交际

工具
,

似乎是越简便越好
,

但这也只是从认知
、

接

受的角度
,

这一点上简化字确实占有明显的优势
。

如果换成使用的角度
,

情况就要复杂多了
,

因为其

中还有一个文字形式与信息量匹配的问题
。

速记符

号不可谓不简单了
,

比起简化字来说还要简单些
,

如果说简单就意味着好
,

那么按理是完全可以取代

现行汉字的
,

但就是无法取代现行汉字
,

原因也正

是因为它形式过于简单
,

与信息量匹配得不好以

后
,

反倒不易辨认
、

容易出错造成的
。

又比如计算

机里面的汉字编码
,

似乎也是越简单越好
,

问题是

随着简单程度的增加
,

重码率也会增加
,

为 了识

别
,

又不得不新加上一些识别码
,

反而复杂了
,

简

单同样得有个度
,

即同样是 由形式与信息量的匹配

状态决定的
。

汉字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在不断调整其

形式与信息量的匹配
,

以求得一种最佳状态
。

汉字

的简化
,

实际上都是一种状态的调整
。

但是
,

调整

前后的繁
、

简字各有优劣
:
笔画过多

,

不利于学习

书写 ; 笔画过少
,

又不利于表达使用
。

哪种匹配才

是最佳状态 ? 谁也无法断言
。

不然的话
,

当初大力

推行简化字的时候
,

也就不会部分保留繁体字的使

用场合
,

以致出现今天这种繁
、

简字并行的局面

了
。

简化字就绝对地好吗? 好像也不是
。

我们在使

用简化字书写古文的时候往往都有这样的感觉
,

总

觉得别扭
,

不大对劲
,

似乎缺少了点什么
。

缺少的

是不是信息量姑且不去管它
,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是
,

这只能是因为简化字的使用造成的
。

现今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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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简趋繁
”
的原 因

言学理论其中有相当成分不过是假说
,

是主体意

识的外化
,

其中渗透着分析者的主观想象
。

对

繁
、

简字的评价也不例外
,

人们自然也可 以仁者

见仁
、

智者见智地进行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繁
、

简字中的任何一种想一统天下都是不可能的
。

当今的时代是个信息的时代
,

随着科学技术的

高度发达
,

随着 电脑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广泛运

用
,

对语言文字的要求只能是越来越高
。

虽然繁

简字各有优劣
,

但我看来
,

繁体字还是要相对滞后

些
。

当初对繁体字实行简化
,

主要就是考虑到其

字形的繁难
,

简化后 的汉字却可以减轻人们在这

方面的负担
。

现在
,

在计算机里面
,

虽然机笔代

替了人工手写
,

笔画的多少好像已经不是汉字问

题的关键了
,

但从经济的角度
,

繁体字仍不如简

化字
,

在同样大小的屏 面上
,

可容纳的简化字肯

定要多些
,

至少不会像繁体字那样因为字形小就

出现字迹模糊不清的现象
。

至 于 当前的基础教

育
,

更是有赖于简化字
,

在幼儿识字教育与成人

扫盲教学中繁简字孰优孰劣
,

历史已经作出很好的

回答
。

总之
,

为了纯洁规范文字
,

我们应该限制繁

体字的使用
,

大力推广简化字
。

要做到这样
,

除

了正面加 以引导外
,

还必须采用一定 的措施
,

而

不是放任自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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