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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国世界语运动从发初到
“

五 四
”

获得 了迅速的发展
,

五 四 时期尤为显著
,

但未遂五 四

先驱们所愿的成功
。

究其发展的原 因
: 一是合乎 当时社会需要 ; 二是世界语本身的优点 ; 三是其顺乎人

类共同理想
。

而其受挫的原因
: 一是汉字存在的合理性

,

改行世界语不现实 ; 二是其传播时间不长
,

人

们对之了解不深 ; 三是世界语运动者 目标不一致
。

【关键词】中国 ; 世界语运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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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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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界语运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

分
,

曾是 五 四先驱们的关注焦点之一
,

《新青

年》 杂志曾于 19 16 年到 19 19 年为此开展过一场

历时三四年之久的大讨论
。

世界语在五四期间的

确获得较大的发展
,

然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 成为中国一门辅助语言或者取代汉语成为中

国的拉丁化官方语言 (和 中国 白话文 一样的地

位 )
。

就此
,

本文将探讨一下五四世界语运动的

发展原因及其受挫原因
。

一 五四世界语运动发展的原因

世界语是 由波兰 的柴 门霍夫博士创造出来

的
。

柴 门霍夫怀着创造一种 国际上可以共同使用

的普通话的崇高理想
。

他于 1 8 8 7 年公布他所创造

的言语方案时所用的署名是 D O KT O R O E S P E R A N
-

TO
,

意即
“

希望者博士
” ,

后来人就把这种言语

称为 E S P E R A N To
,

我们译为世界语
。

它对于推进

人类的进步事业和实现人类的理想社会
,

是一种

积极的有益 的因素
,

也是一种积极 的有力的因

素
。

同样对推动我国的语言文字进步发展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

据悉世界语大约在清朝末年就传人 了中国
。

世界语引进中国后
,

就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

至五

四新文化运动前后
,

由于 《新青年》 杂志 的提

倡
,

世界语运动在各地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

世界语可以说是
“

舶来品
” ,

为什么其传人后
,

就

能生根
、

发芽
,

并且在五四期间获得如此亲睐和礼

遇
,

得到迅速地发展 ?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

其一
,

从中国当时的社会需要来看
,

自鸦片战

争以来中国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

随着民族危机

的深重和
“

西方文化最优
”

观念的逐步深入人心
,

国人迷醉于
“

天朝上国
”

的固有文化的信心逐渐被

打破
,

而
“

西化
”

之风愈演愈烈
, “

以旧学为不适

应
,

而竞相唾弃者
,

项背相望
” , “

将无论学说
,

器物
,

皆以外至者为尚
。

张 目四盼
,

俨若国中无一

物
,

可 以当其爱恋者
”
川表现于文学界

,

则是
:

“

文人学士
,

咸从事于左行文字
,

心醉于 白伦之

诗
,

莎士比亚之歌
,

福禄特儿之词曲
,

以谓吾祖国

莫有 比伦者
。 ” `2 ,` p 31 ’

文学西化的首端
,

就是文学

工具— 语言文字的西化
。

最早对汉字提出批评和

主张
“

废汉字改拼音文字
”

是传教士和谭嗣同
。

但

他们的主张大多是偶感而发
,

缺乏系统性
。

近代
“

废汉字
”

思潮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代表者
,

还要数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世纪派
。

恰逢其时
,

世界语初创

并在世界上得到迅速发展
。

废汉字主义者于是相中

了世界语
。

19 0 8 年春
,

《新世纪》 连续刊出署名

为
“

前行
” 、 “

笃信子
” 、 “

苏格兰君
” ,

主张直

截了当地废弃中国文字
,

并提出万国新语 (世界

语 ) 的替代方案
。

以钱玄同
、

傅斯年等人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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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健将们
,

传承了新世纪派的衣钵
,

把废

汉字的路走的更远
,

并将倡世界语发扬光大
。

19 17

年 6 月
,

钱玄同致书陈独秀犹称
“

今日邃欲废弃汉

文而用世界语
,

未免嫌早一点
,

然不废汉文而提倡

世界语
,

有何不可
” `, ’ `l2P ’ 。

一年后他在 《中国今

后之文字问题》
,

就从
“

存汉文并用世界语
”

一跃

为
“

废汉文而用世界语
” 。

钱氏发表此论后不久
,

傅斯年就在 《新潮》 杂志上发表 《汉语改用拼音文

字的初步谈》 一文
,

予 以响应
。

此外还得到陈独

秀
、

蔡元培
、

鲁迅等人一定程度表示支持汉字改革

和世界语运动
。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
,

之所以世界

语运动与废汉字思潮纠缠在一起
,

是因为世界语运

动在某种意义上迎合了语言文字改革的呼声
,

正切

当时内忧外患所逼而改变
“

死文字
”

的需要
。

且世

界语成为代替汉字的首选方案之一
。

其二
,

从世界语本身优点来看
。

世界语的创造

是建立在印度欧罗巴语系的基础之上
,

吸收了欧洲

各主要语言的语法和词汇
,

去掉了其中不合理的成

分而发挥了其合理的部分
。

它具有科学性
、

逻辑

性
,

简单易学
,

优美动听
,

富有表现力
。

刘师培是

近代中国最早 宣传世界语的人物之一
。

他在 《天

义 》 最终卷 中的 《 sE ep ar n ot 事例通译总序 》 和

《sE ep ar n ot 事例通译》 两文中具体地表现出他对

世界语的关心
。

他认为世界语是最为简单的文字
,

推广后可使
“

无论如何人人都可以容易地旅游于世

界各地
” `4 ,

。

《新世纪 》 也是较早关注和倡导世界

语的刊物
。

如 19 08 年 《新世纪 》 一篇署名为
“

前

行
”

的文章就说
: “

中国现有之文字不适于用
,

迟

早必废 ; 稍有翻译阅历者
,

无不能言之 ; 既废现有

文字
,

则必用最佳最易之万国新语
,

亦有识者所具

有同情者矣
。 ” 〔5 ,

另一名署名为
“

醒
”

的作者在

《新世纪》 上连载文章 《万国新语之进步》 中
,

通

过对世界语和各国语比较后提出了世界语文法的简

单性
,

他不满意于前民的文字改革主张
,

果敢地论

述
: “

苟吾辈而欲使中国 日进于文明
,

教育普及全

国
,

则非废其目下中国之文字而采用万国新语不

可
” `6 ’ 。

作者认为英文虽然较良于中文但不是最好

的文字
,

如采用英文可能发生种种矛盾
,

因而采用

万国新语是最好的方法
。

近代废汉字改为万国新语

声音最洪亮的倡导者之一吴稚晖
,

他认为
“

径用万

国新语
”

最有利于世界的
“

划一声音
” , “

中国文

字为野蛮
,

欧洲文字较良
,

万 国新语淘汰欧洲文

字之未尽善者而去之
,

则未尤较良
。

弃吾中国之

野蛮文字
,

改习万国新语之尤较良文字
,

直如脱

败絮而服轻裳
。 ” `7]

。

由此可见 早期 的
“

废汉

字
”

风潮中的有识之士
, “

慧眼识真珠
”

相 中了

具有诸多优点的世界语
。

这一点也为后来五 四世

界语倡导者诸君所赞同
。

如钱玄同就在 《中国今

后之文字问题 》
,

指 出在废汉字后
, “

玄同之

意
,

则以为当采用文法简赅
,

发音整齐
,

语根精

良之人为的
e s p e ar n t o 。

川
日’ ` , ` 2 , ’

中国现代史上著名

的民主革命家
、

教育家和科学家
,

也曾积极倡导

世界语
,

并率先将世界语引进入教育界
。

他说
:

“

吾人学外语
,

难于西人
,

而既学欧西一国语以

后
,

再学第二国语
,

便与西人无异
。

今使第一次

所习者为最易习之世界语
,

则有助于再学西语不

鲜
。 「9 ’ ”̀ ,

2)z 总之
,

五四一代的世界语倡导者们对世

界语的优点是有充分认识的
。

最后
,

从世界人民的共同理想看
。

由于人类社

会的发展
,

国与国之间
,

民族与民族之间
,

交往 日

益频繁
,

不得不学习多种语言文字
,

这势必要耗费

人类无可估量的时间
、

精力
、

劳力和物质等等
。

因

此
,

客观上就需要一种国际共同语言
,

即人类普通

话
。

如果用一种流行教光的民族言语
,

则势必造成

国际交往中厚此薄彼的不平等和对语言的歧视
。

因

此
,

世界语以其善良的愿望和崇高的理想
,

作为国

际语理想的具体体现者
,

便自然而然地可以作为国

际上的共同语言
。

这正如柴门霍夫所说的世界语不

是哪个人
、

哪个民族私有的
。

因此
,

从世界政治和

民族感情上说
,

世界语
,

也只有世界语最适宜成为

人类共同使用的言语工具
。

更何况还有世界语的结

构和本质上富有固有的优点和生命力
。

来看看五四

先驱们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

陈独秀说
: “

世界

语
,

为今 日人类必要之事业
。 ” “ “ ’ `p

107 ’
鲁迅先生在

《渡河与引路》 当中说 : “

要问赞成的理由
,

便只

是依我看来
,

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语言 ; 所以

赞成世界语
。 ”

lll] 蔡元培也说
: “

我国语言
,

与

西语迥异
。

而此时所处地位
,

觉不能不与世界交

通
,

亦决不能不求知识于世界
,

不可不有一辅助

语
,

而以世界语为最善
。 ” , “

中国人用世界语
,

可以促进中西民族的互相了解
。 ” “

世界语是促进

世界大同的有力工具
” ’̀ 0 ’ `p , 2` ,

p ` 2 4 ,

二 五四世界语运动受挫的原因

新文学运动取得显著成绩
,

白话文
、

新诗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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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
、

新式标点等主张赢得社会广泛的认同
,

而惟

独
“

汉字革命
” “

万 国新语运动
”

相对上述来说显

得有些
“

门前冷落鞍马稀
” 。

正如胡适所说
: “

在

文学革命的初期提出的那些个别问题之中
,

只有一

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注意
,

也没有多大得进展
,

— 那就是废汉字改用音标文字 (部分指世界语运

动 ) 的问题
” 。 `’ 2 〕`声

日’
不管胡适说的在多大程度上

正确
,

但是的确世界语运动的
“

大
”

发展相对新文

化其他的运动的大发展又是
“

小
”

的
。

原因不外乎

下列三点
:

第一
,

汉字存在的合理性
。

汉字具有语言文字

与生俱来的民族性和它也遵循语言文字变化的规

律
。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选择某一种语言
,

某一种

文字是有着相当复杂的原因
,

而一经选定
,

它就具

有相对的稳定性
。

一般地说
,

人类各民族的语言
、

文字等标点符号体系
,

从本质上看无所谓优劣高低

之分
。

再者
,

还应该看到语言
、

文字等符号系统的

发展变化
,

不单单是实用不实用的问题
,

而更重要

的是
,

它还存在一个文化民族尊严和民族情结的问

题
,

这一点对于具有悠久语言文字传统的国家中国

来说
,

更有着特别的重要意义
。

诚如有的论者所

说
: “

一个国家
、

民族生存于世界
,

在国际进行各

种交往
,

它的存在符号就是语言
。

语言符号的遗失

就意味着民族文化以致民族地位的遗失
,

所以语言

的演变只能在继承传统的条件下进行
” 。 `” ’

由于

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

是否能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
,

是否有利于追求民族平等
。

所以汉字的存

废
,

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
,

予以研究讨论和循序渐

进地推进
。

在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
、

民族危机不

断加重
,

从
“

爱国存学
”

出发
,

保持汉字的相对稳

定性
,

无疑是有其合理性
。

梁启超在反对新世纪派

废弃汉文汉语就万国新语
,

写下了长文 《国文语原

解》
,

强调汉文汉语是中国国粹
,

不能轻言废弃
。

他意味深长地说
: “

若我国文
,

则受诸吾祖
,

国家

之所以统一
,

国民特性之所以发挥
,

青是赖也
,

夫

安可以废也 ?
” l ’ 4 」̀ p

川章太炎当时也撰写了 《驳 中

国用万国新语说》
、

《规新世纪 》 等文章
,

毫不客

气地称同属于
“

反满革命
”

阵营内的新世纪派一班

人
,

是一批夸夸其谈的
“

妄庸子
”

和
“

西方牛马

走
” 。

章太炎强调
,

只要国家不灭
,

民族界 限犹

存
,

民族语言文字就自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
。

如

果强使一个民族改用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
,

必将

导致其民族性的丧失
,

所谓
“

语言文字亡
,

而性情

节族灭
,

九服崩离
,

长为减获
,

何远之有 ?
” l” !

再来看看五四先驱的态度
,

陈独秀认为钱玄同提出

废汉字改用世界语是
“

用石条压驼背
”

的医治方

法
,

本志同志多半是不大赞成的
。 『’ 6 ’`p , ’ “ ’可见陈独

秀只是赞成学习世界语
,

并不支持废汉字改用世

界语
。

鲁迅也认为
“

至于将来通用 的是 否世界

语
,

却无从断定
。 ”

对世界语的前途持观 望态

度
。

在此期间陶孟和的观点讲得尤为见地
。

他在

致钱玄同信中认为
, “

夫一种之语言
,

乃一种民

族所藉以发表心理
、

传达心理之具也
,

故一民族有

一民族之语言
,

而其言语之形式内容
,

各不相同
,

语法有异
,

而所涵括之思想观念亦复不齐
。

盖各民

族之言语
,

乃天然之语言
,

各有其 自然擅变之历

史
,

故言语乃最能表示民族之特质者也
” 。

从这个

决度上他强调
,

世界语
“

既无永久之历史
,

又乏民

族之精神
,

惟攘取欧洲大国之单语
,

律以人造之文

法
” ,

其生命力必不长久
。 `’ 7 ’ `” 101 ’

朱我农则在语言

文字发展规律方面认识较为深刻
,

他说
: “

无论哪

一种语言文字
,

只有因为文字不合语言
,

把文字改

了的 (先生所说
,

意大利废拉丁文
,

就是最好的证

据 ) ; 断没有用文字去改语言的
。

如此推想
,

就知

道私造了一种文字 (这文字二字是假定的称谓 )
,

所以 sE pe ar nt 。
断不能当作世界通用的语言

,

简直

是无用的东西
。 ” 汇̀日 ]̀ p 2 3 4 一 2 3 5 ,

朱我农断定
“

无用
” ,

可能太绝对了一些
,

但他的确道出了语言文字变迁

的规律
。

作为此次世界语运动的主要提倡者的钱玄

同
,

在受到冷遇和批判之后
,

逐渐放弃了改行世界

语的主张
。

第二
,

世界语传播的时间不长
,

人们对世界

语的认识粗浅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

由于世界

语是一项新生事物
,

而且 刚刚传人经济和文化相

当落后的中国
,

许多人对它并不了解
,

加上一部

分保守者和怀疑者的反对
,

它要在我国传播
,

无

疑是会遇到很大的阻力的
。

世界语究竟是一种什

么语言
,

它有什么用处
,

它的前途如何
,

它对我

国有什么帮助
,

这一系列 的问题都是围绕在人们

心头的迷雾
。

《新青年》 为此曾展开一场大讨论

这就说明了五 四先驱们对世界语都不太了解
。

《新青年 》 杂志 的讨论 首先就是有一 位名叫

T
.

M
.

c ha gn 的读者对世界语心存疑虑而提出来

的
。

他给编辑部记者的信发表在 《新青年》 第二

卷第三号的通信栏 ( 19 16 年 )
。

信的内容是请教

世界语究竟可不可以学
,

学后是否有用
。

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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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答也是模棱两可
、

含糊
、

态度暖昧地答复这

个问题
。

对世界语理解似乎有些不明不白
,

对其前

途更是信心不足
。

想支持之
、

又举棋不定
。

陈独秀的

见识和心态大致可 以表明当时先驱们大多是如此

的
。

胡适基本上是反对改行世界语的
,

但在讨论中

采取不支持不反对 的不吭声
、

视而不见的态度
。

就

连热心支持的鲁迅后来都承认
: “

我是不知道世界

语的— 我只认识
e st a ,

一个字
。 ” ` , 0 “`p , ,。 ,可见五四

健将们只是 出于支持新文化的道义 上支持世界

语
,

而非出于深刻理解方面的理性支持
。

第三
,

世界语的目标不甚明确
、

一致
,

而导致

各自为战
、

未形成合力
。

新世纪派和部分五四先驱

们认识到汉字的流弊而认为语言文字误国
,

由于救

国心切
,

于是积极主张改行世界语
,

正如杨思信在

论述五四先驱们提出废汉文行世界语时说
: “

它既

与辛亥革命时期新世纪派的激烈主张一脉相承
,

同

时又受到近代
`

语言文字误国论
’

的深刻影响
,

加

之黑暗现实的刺激与新文化运动的催生
,

其出现就

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了
。 ” l” ’ `p , 0 , 一 ’ 0 , ’

从这方面来说

迄止五四期间提倡世界语始终没有得到理性的思索

而形成系统的完整的可行的目标
,

只是随时而发
。

胡适则慎重说
: “

中国文字问题
,

我本不配开 口
,

但我仔细想来
,

总觉得这件事不是简单的事
,

须有

十二分的耐性
,

十二分的细心
,

方才可望稍稍找出

一个头绪来
。

若此时想
`

抄近路
’ ,

无论那条
`

近

路
’

是世界语
,

还是英文
,

不但断断办不到
,

还恐

怕挑起许多无谓的纷争
,

反把这问题的真相弄糊涂

了
。 , , l , 。 , `p , “ ` 一 , , , ,

胡适认为仓促行事
,

欲速而不

达
,

明确主张对此问题进行深人的研究后再下结论

定 目标
。

除了前者学术界的情况
,

有的宣传者把目

标定在学习世界语可 以
“

阅五十余国之书报
” ,

“

直接阅彼邦之科学书
,

得新知识
” ,

或者可 以
“

游历外邦
” ,

与各国同志通消息
。

有的则向往民

族平等和睦得
“

大同世界
” 。

他们由于受柴门霍夫

人类一员主义和世界语主义思想的影响
,

对现实采

取 中立主义态度
,

存在着为世界语而世界语的倾

向
。

但是
,

也是一部分世界语者
,

把世界语同中国

的现实斗争结合起来
。

例如
,

他们主张用世界语改

革中国文字
,

结合政治运动
,

以促进社会的进步
。

又如
,

19 25 年
“

五册惨案
”

以后
,

上海世界语学

会将这一事件的全部真相相向各国世界语界进行了

报道
。

还有一部分世界语者开始从事世界语文学的

翻译工作
。

一方面把外国的被压迫者文学
,

通过世

界语译成中文 ; 另一方面把我国进步文学
,

如鲁迅

的 《阿 Q 正传》
,

郭沫若的 《王昭君》 等作品译

成世界语
,

介绍到国外去
。

如此林林总总
,

可以窥

见当时各界对世界语运动是没有具体一致的 目标

的
。

更有甚者
,

由支持世界语运动走向反对之
,

如

19 18 年后
,

周作人就声称
: “

到了近年再经思

考
,

终于得到结论
,

觉得改变言语毕竟是不可能的

事
,

国民要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感情思想
,

终以自己

的国语为最适宜的工具
。 ” `川 `p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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