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全理企


喊 ｉｆ漆ｊ
？

斯劣 2 0 1 5 年 第 3 期

Ｘ化委全视 同 中 汉 孛 去全的

潜在危机
＊

高玉昆

【 内容提要 】 中 国 文化安全中 的重要要素是汉字安全。
汉字 安全是指 ：

汉字

系 统这项 中华 民族文化的 重要载体处 于没有危险的 ， 即既没有外部的 威胁 又没有

内部的 混乱和疾 患的客观状态 ； 在 中 国 国 家文化 中 不 失去其主导地位 ； 保持合理

的纯洁性
；
不给人民带 来不便和害 处 ；

中 国人使用 汉字 的权利 不 受外部 强权的 威

胁和侵害 。 目 前 ，
汉字在 中 国媒体 以及社会生活各领域 中 的应 用 方 面 存有潜在危

机 ，

人们对汉字安全问题的认识存有误 区
，
不 重视汉字应 用 的 合理性 、 纯洁性和

规范性
，
出现 了 汉字 系统的混乱和疾 患

，

给人 民生 活 带 来 了 一定程度的 不便和 害

处
，
汉字安全的危机 由此 萌 生 。 中 国 大众传媒过度使 用 英文 字母 缩略词 对汉字安

全构成外源性的 冲击 。 海峡 两岸 以及港澳地 区 汉 字字 形 不 统一 、 中 国 人书 写汉 字

能力 下降 以及不雅汉字的 滥用 ， 形 成对汉字安全的 内 源 性冲击 。
正视汉字安全 的

潜在危机 ，
积极应对

，
维护祖 国 汉字体 系 的安全 、 完整和稳定 ，

对于 落 实 总体 国

家安全观 ， 保持对 自 身 文化的 自 信 、 耐 力 和定 力 ，
提升文化软 实 力 ， 都具有极其

重要的意 义 。

【 关键词 】 文化安全 ；
汉字安全 ；

潜在危机 ； 外源性风险 ； 内 源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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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互联网时代的迅猛发展 、 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世界大国 国力的博弈深

层次展开
，
当代中 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愈显突 出 。 2 0 0 2 年 9 月 ， 时任中 国外交部

部长唐家玻在第 5 7 届联合国大会上指 出 ：

“

安全问题不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 ，
巳

经涉及政治 、 经济 、 金融 、 科技 、 文化等诸多领域
”

， 代表中国政府从新的国家安

全观的角度 ，
首次明确提出 文化安全问题 。

① 2 0 0 3 年 8 月
，
在第十六届 中共中 央

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会议上 ，
中 国最高决策层第一次将

“

国家文化安全
”

问题

提高到重要位置 ， 指出要
“

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
”

。 文化安全巳成为政

治安全 、 军事安全 、 经济安全之后的 中 国 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具有国

家安全战略的重大意义 。 2 0 1 4 年 4 月 ， 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时 ，
又首次提出

“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

， 强调
“

既重视传统安全 ，
又

重视非传统安全
”

， 将文化安全列为当代国家安全体系 中十
一

项构成要素之一 ， 成

为五项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 中的重要
一项 。

② 文化安全研究可谓新时期国家安全

理论学界之
“

显学
”

， 正如有学者所言 ：

“

文化安全是在经济全球化 、 信息 网络

化 、 文化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时代命题
”

；

“

当前 ， 文化安全与

政治安全 、 经济安全和信息安全并列 ， 成为国家的四大安全之
一

”

。
③

一中 国人对文化安全 中汉字安全问题的误 区

按照 目前国家安全理论研究的共识 ，

“

国家安全就是
一

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

观状态 ， 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
”

。 作为

国家安全派生要素之一的文化安全 ， 其最基本的内容就是语言文字安全 。 按照 《国

家安全学》 的阐述 ， 语言文字安全的基本含义是 ：

“
一

个国家使用 自 己 固有的语言与

文字的权利不受外部因素特别是外部强权的威胁和侵害 ……保持合理的纯洁性
……

不至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多于便利的不便 、 多于益处的害处
”

。
④

目前 ，
汉字在中 国

社会生活 中的应用方面 ， 由 于英文缩略词滥用 、 两岸 三地之间汉字字形不统
一

、

中 国人书写汉字的能力下降 、 不雅汉字的泛滥 ， 都极大地影响 了保持汉字系统的

① 唐家琉 ： 《在第 5 7 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 ， 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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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张小平 ： 《 当前中 国文化安全问题研究》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 0 1 2 年版 ， 第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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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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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纯洁性
，
呈现出汉字系统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 ， 给民众带来了

一

定程度的不便和害处
，

正在萌生文化安全中汉字安全的危机 。 正如 《人民 日报 》 评

论员曾指出的 ：

“
一

些报刊上错别字随处可见 ， 电视荧屏上的错别字时有所见 ， 广播

和电视中读音的讹误时有所闻 ，

一些地区和行业滥用繁体字 、 乱造简体字 ，

……语

言文字应用的混乱 ，
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的发展 。

”

①

中 国文化安全问题重大而复杂 ， 其中对汉语言文字安全问题的探讨也是充满

争议 。 在当前无国界的互联网时代 ，
在全球化 、

“

地球村
”

的世界大潮中 ’ 与讨论

政治安全 、 军事安全或经济安全明显不同的是 ， 讨论汉字安全问题可谓敏感而棘

手的话题
，
颇具学术风险 。 概括而言 ， 目前社会上 以及学界对汉字安全问题的认

识存在三方面的误区 。

一是某些 自谓
“

世界主义者
”“

国际主义者
”“

融入世界大潮流主义者
”

的人

士认为 ’ 在互联网信息大发展时代 、 数字化生存时代 ， 在
“

非零和性
”

与全球共

赢的现代化时代 ， 人们都向往并享受着全球化 、 跨文化交流给国人带来的方便和

惊喜 ， 而这时呼吁汉字安全的理念 ，
那就是守旧 、 不开化的冬烘思想 ， 往往被扣

上文化保守主义 、 民族主义 、 排外主义等帽子 。 马歇尔 ？ 麦克卢汉 （
ＨｅｒｂｅｒｔＭ ａｒ？

ｓｈａｌｌＭｃＬｕｈａｎ ）在 2 0 世纪 6 0 年代提出 的
“

地球村
”

传播学概念
——

“

我们这个

地球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村落
”

，

② 更是这种质疑重视汉字安全的
一

个利器 。 又受当

代英美语言文化以及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强势影响 ， 不少国人认为 ， 在
“

世界是平

的
”

之全球化背景 中 ， 全世界的语言文字理应相互开放 、 交流
， 所谓保持汉字的

稳定性 、 纯洁性是
“

伪命题
”

。

二是有一些人认为
，
中 国政治 、 经济和文化正在崛起 ， 不必担心什么汉字的

安全问题 ， 不必杞人忧天 。 孔子学院在全球各大洲全面
“

开花
”

， 当今全世界都在

学习汉语言文字 ， 汉字安全没有受到什么威胁、 不存在什么风险或危机 。

三是不少媒体 、 国人甚至学者对复杂而重大的汉语言文字学术问题的认识存在误

区
， 没有厘清汉语与汉字的关系 ’ 将 汉字

”

理解为
“

汉语词汇
”

， 把两者混为
一谈 。

《人民 日报》 发表的有关语言的纯洁和健康 、 反对外来语滥用等一系列评论文章 ，

③ 受

① 《人民 日 报》 评论员 ： 《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继续奋斗 》 ，
载 《人民 日报》 ，

2 0 0 1 年

6 月 6 日 ， 第 4 版 。

② ［ 加 ］ 马歇尔 ？ 麦克卢汉 ： 《理解媒介 ■

论人的延伸 》
，
何道宽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 0 0 4 年版 ， 第 2 2 页 。

③ 董洪亮 ： 《守护我们语言的纯洁和健康 外来语滥用 ，
不行 ！ 》 ， 载 《人民 日 报》 ，

2 0 1 4

年 4 月 1 1 曰
， 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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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很多网 民的质疑 ， 被认为是伪命题 ， 甚至有 《让所谓的
“

汉语纯洁性
”

随风去

吧》 这样的文章见诸媒体 ，

① 其实也正是因为 《人民 日 报》 评论的表述在学术性

和科学性方面出现不足 ， 反而引起很多读者的误解 。 不少全球文化多元主义的拥

？者往往夹杂着偏激 、 浮躁的情绪 ， 从而产生简单化 、 情绪化的表述 ： 汉语怎么

不可 以吸收外来词汇？ 其实 ， 我们反对的并不是
“

禽流感
”“

微小颗粒物
”

这样

的外来词汇、 概念或语义 ，
而是

“

Ｈ 7 Ｎ 9

＂＂

ＰＭ 2
．

5
＂

这类非汉字笔画特质的英文

字母缩略词大量嵌入中国大众媒体 ， 进人报刊文章之中 ； 我们忧患的是汉字形态的

纯洁性、 规范性 ， 而不是词汇语义意义上的汉语纯洁性 。 所以 ， 《人民 日 报》 等媒体

笼统地提
“

汉语的纯洁性
”

并不科学 ， 本身就存在学术误区 ， 容易引起歧义 ， 应该

提
“

汉字的规范性
”

或
“

汉语写作中使用规范的汉字
”

才准确 。

文化安全这种
“

非传统安全的研究 ， 属于高难度的系统工程 ， 需要多学科的

攻关
，
更需要广泛的参与和支持

”

。
？ 习近平在论及思想宣传工作时曾指示 ， 阐释

中 国文化特色时要做到
“

四个讲清楚
”

，
要求在各个层面讲清楚 、 讲明 白 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渊源 、 文化积淀 、 发展脉络 、 精神追求等方面的独特创造 。

笔者认为 ， 探讨汉字安全问题应该做到 ：

一

是要在
“

跨学科
”

和
“

多视阈
”

的角

度观察 ，
二是要在更深层的学术层面讲清楚 。 正如有学者谈到 目前文化安全研究

时指出 ：

“

从宏观全局性和全程性问题转 向微观局部性和环节性问题 ， 突出研究的

深人性和准确性 。 只有学理研究的深人和局部环节性问题的明晰 ， 才能进
一

步在

更高层次上从宏观和全局的国家战略高度解答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

。
③ 我们

正视汉字安全面临的潜在危机 ， 深人细致地展开对汉字安全问题的探讨 ， 有助于

纠正当前学界对中国文化安全研究的空泛化现象 。

二汉字安全在 中 国 文化安全 中 的特性

汉字安全是保障中国文化安全的重要元素 ，
汉字体系

一旦变异或者消亡 ， 也

就谈不上中华文化的存在或延续 。 传说中华先民先祖创造汉字时惊天动地 ，

“

天雨

① 张春续 ： 《让所谓的
“

汉语纯洁性
”

随风去吧 》 ， 腾讯网 ， ｈｔｔｐ ： ／／ｖｉｅｗ ．ｎｅｗｓ ．

ｑｑ
．ｃ ｏｍ／ｏｒｉ

ｇ
ｉ
＂

ｎａｌ／ｉｎｔｏｕｃ ｈｔｏｄａｙ／ｎ 2 7 7 5 

．ｈｔｍｌ 0

② 王逸舟 ： 《非传统安全与现实中国丛书 ■ 总序》 ， 载潘一禾主编 ： 《文化安全》 ，
杭州 ：

浙江大学出版社 2 0 0 7 年版 ， 第 7 页 。

③ 韩源 ： 《 国家文化安全论 全球背景下的中 国战略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 0 1 3 年版 ，
第 2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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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 ， 鬼夜哭
”

。 汉字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
正如

“

字圣
”

许慎所言 ， 是
“

经艺之本 ， 王政之始 ； 前人所以垂后 ， 后人所 以识古
”

，

① 蕴藏着

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信息 ， 是中国文化的主要根基和承载者 ，
是中华民族的面孔 、

灵魂和精神象征 ， 而不仅仅只是记录汉语言的工具 。 曾有学者说 ：

“

方块字教育愈

普及 ，
则民族愈团结 ；

民族愈 团结 ， 则政治统一便愈容易推动 。

……如今世界 ，

四个人之中便有一个是
‘

炎黄子孙
’

，
岂偶然哉 ？

”

② 五千年的中华灿烂文明 ， 现

今似乎什么都发生了巨变
，
例如社会制度 、 生活方式 、 烹饪饮食 、 语法词汇等等 。

连音韵也发生巨大变化 ， 今人吟诵唐诗宋词会发现很多 巳不合辙押韵 。 但唯有汉

字的形态和结构特性还是保持本色原样 ， 包含着巨大的文化认同和凝聚力量 ， 是

中华民族保持统
一的最稳定的 因素之一 。 中 国各地方风俗 、 方言迥异 ，

几千年来

虽然也时有分裂 、 乱离 ， 但至今仍然作为大
一

统的世界强国 屹立世界东方 ， 除了

政治 、 文化诸原因之外 ， 稳定的汉字体系也是重要旳原因 。
2 0 世纪初瑞典著名汉

学家高本汉 （ ＫｌａｓＢ ｅｒｎｈａｒｄ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Ｋａｒｌｇｒｅｎ ） 指 出 ：

“

历代以来 ， 中 国所以能保

存政治上的统一
，
大部分也不得不归功于这种文言的统一势力 。

”

③ 汉字对古代中

华帝国控制东南亚大陆也发挥着巨大优势 ， 正如西方汉学家所说 ：

“

汉字对中 国文

化产生统
一和保存的效应……在东亚历史上 ， 汉字也有重要的压倒性的重要意义 ，

这就是中华帝 国对朝鲜 、 日本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所拥有的文化支配地位
”

。

④

汉字安全对中国文化安全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 被誉为世界第五大发明的汉

字 ， 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基石 ， 由 于其鲜 明 的方块特征 、 平面形态以及布局对称 、

构件组合等特性 ， 同时还衍生 了许多与之相关的艺术门类 ， 如书法 、 剪纸 、 楹联 、

字谜 、 格律诗词等 ， 具有很强的艺术属性 。 2 0 0 8 年北京奥运会运用篆体汉字设计

会徽以及运动项 目标识 ， 得到世界舆论的好评 。 2 0 1 4 年 8 月 南京青奥会吉祥物
＂

Ｗ
， 受到国人的热捧 ， 被誉为

“

青春的密码
”

。 不用
“

乐乐
”

两字 ， 而用不

常见的汉字
“

而而
”

，
也是因为设计者紧扣南京的象征物雨花石 ， 用本来指敲击石

头发出声音 、 谐音
“

乐
”

的
“

妬
”

这个字 ，
给人一种平面设计的新奇感 ， 充分运

用了汉字的文化元素 ，
显示了汉字艺术的魅力 。 2 0 1 4 年 1 1 月 ，

中国举办亚太经济

① ［汉 ］ 许慎 ： 《说文解字 ？ 叙》 （ 影印 ［清 ］ 陈昌 治刻本 ） ， 北京 ：
中华书局 1 9 6 3 年版 ，

第 1 页 。

② 唐德刚 ： 《胡适杂忆》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1 9 9 0 年版 ，

第 1 7 9 页 。

③ ［瑞典 ］ 高本汉 ： 《 中 国文与 中 国语》 ，
张世禄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 9 3 3 年版 ， 第

4 9 页 。

④ ［加 ］ 罗伯特 ？

洛根 ： 《字母表效应 ： 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
， 何道宽译 ，

上海 ： 复旦大

学出版社 2 0 1 2 年版 ， 第 5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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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期

合作组织峰会 ， 在北京
“

水立方
”

的烟火表演 ， 也是着力 在夜空 中用 烟火呈现
“

春 、 夏 、 秋 、 冬
”

四字 ， 进而彰显中 国特色 。 可见 ， 我们应当 增强汉字安全意

识 ， 使汉字系统始终保持合理的纯洁性和稳定性 ， 从而为中 国文化安全提供保障 。

有学者认为 ：

“

当我们 回过头来看汉字文明 的时候 ， 最重要的启发就是 ， 任何政

治 、 军事甚至制度上的成就都是暂时的 ， 而文化内在的生命力则是永久的 。 但是

决定文化 内 在生命力 的东西是什么 呢 ？ 是文字 ，
以及用 文字写成的伟 大经

典 。
…
…

无论光阴如何流转 ， 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 ， 美丽的 中文不老 ， 我们的民

族之魂就会熠熠生辉 。 珍视汉字这个文化精髓 ， 传承这份宝贵财富 ， 是每个中 国

人义不容辞 的责任 、 无与伦比的荣耀
”

。
？

当代国人对汉字安全的忽视和误解 ， 原因很多 。 其中主要原因就是近代以来

中 国学术界对汉字学与汉语学的关系问题研究上出现的偏差和误区 。 在 中华传统

文化中 ， 文字学 自古就是独立的学科 ，
有深远的学术渊源 。 远在周代 ，

宫廷教育

科 目设立
“

六艺
”

： 五礼 、 六乐 、 五射 、 五驭 、 六书 、 九数 。 其中之
一的

“

六书
”

（象形 、 会意 、 指事 、 形声 、 假借 、 转注 ） 就是研习汉字形体结构的学科 。 此后两

千多年 ， 汉字学在中华传统学术中 的崇髙地位已无人质疑 。 但 由 于 自晚清 以来经

济 、 军事的积弱衰败 ， 导致近现代 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不 自信 ， 这正如有学者所感

叹 ：

“

鸦片战争以来 ， 中华民族为追求现代化 ， 付出极大代价
——解构承载中 国文

化的知识体系 ， 反复批判 自 己 的文化 ， 在接受来 自西方的 、 有利 于中 国现代化建

设的思想观念的同时 ，
也逐步遮蔽了 自 己的文化意识 ，

一

步步丧失 了 自 己的文化

自信 。

”② 在中 国汉语言文字学术理论发展中 ， 长期照搬西方的语言学理论 。 欧洲

自亚里士多德 （
Ａｒｉｓｔｏ ｔｌｅ ）

“

文字是言语的符号
”

到索绪尔 （ Ｆｅ ｒｄｉｎａｎｄｄｅＳａｕｓ
－

ｓｕｒｅ
）

“

言语中心主义
”

， 都认为
“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
”

，

“

文字只是

语言的工具
”

， 言语为本 、 体 ， 文字为辅 、 用 。 因而 ， 传统西方语言学系统并不重

视文字学 。 风靡世界语言学界的
“

索绪尔主义
”

是在西方拼音文字系统的语言传

统背景下产生的 ， 并不适宜中 国语言文字的研究 。 忽视汉字的特质 ， 具有极大的

缺陷和严重局限性 。 甚至后来许多西方学者也不苟同 ， 当代法国哲学家雅克
？ 德

里达 （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ｚｒ ｉｄａ ） 1 9 6 7 年发表的 《论文字学》 就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具

有本质差别的实体 ， 文字不是语言 ， 文字独立于语言 。

“

文字学是一 门独立的学

①
＂

人民论坛
”

特别策划组 ： 《盘点当前最具价值的 2 0 个汉字
“

德信孝
”

位列前三》 ，
人

民 网 ， ｈｔｔｐ ：

／／ｔｈｅｏｒｙ
．

ｐ
ｅｏｐ

ｌｅ ． ｃｏｍ ． ｅｎ／ｎ／ 2 0 1 3 ／ 1 0 0 8 ／ｃ 4 0 5 3 1

＿

2 3 1 2 1 7 7 5 ．ｈｔｍｌ 。

② 吕嘉 ： 《左右分歧源于中 国文化危机》 ， 载 《环球时报》 ， 2 0 1 4 年 8 月 7 日 ， 第 1 4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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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

，

“

创立文字科学或文字哲学是一项必要而艰巨的任务
”

。
① 牛津大学前语言学

系主任罗伊 ？ 哈里斯 （
ＲｏｙＨ ａｒｒｉｓ

） 在 《文字再思》 （
Ｒ 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Ｗｒｉ ｔｉｎｇ ） 中提出

：

文字的产生 ，
并不是为了记录语言

，
文字和语言是两个平行的系统 。 法国著名汉

学家白乐桑 （ Ｊ
ｏｅｌＢｅｌｌａｓｓｅｎ

） 指出 ：

“

中 国文字是中 国文化的遗传基因 ， 远远不仅

仅是工具 ，
而且影响着中 国文化 。

”

？

早在 2 0 世纪 4 0 年代 ， 汉字学家唐兰先生也对盛行的西方语言中心主义保持

清醒的认识 ，
今天看来极为难得 ：

“

千万不要以为这
一

套新兴的科学是万能的 ， 忘

记了 中国文字的特殊情形 ， 把语言和文字的界限混淆了 ， 而抹杀 中国两千年来的

固有的文字学
”

， 认为 由于汉字的历史及其特殊性 ，
汉字学应该是独立的学科 。

③

他在 6 0 年代又继续强调 ：

＂

语言学与文字学是不 同性质的两门科学
＂

。
④ 倡导建立

“

中 国文字学
”

（ 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 。 对于汉字和汉语两者的关系 ，

近期许多学者都极力主张汉字具有其独特性 、 并不全然附属于汉语的观点 。 有学

者指 出 ：

“

汉字的创造和演变渗透了 、 固化了当时的文化信息 。
……汉字能够体现

中国人的文化思想和民族精神… …汉字不仅仅是
一

种文化的负载体 ，
而且是文化

的
‘

化石
’ ”

；

“

要注意汉字跟汉语的区分
”

。
⑤ 还有学者认为 ：

“

汉字是
一个独立

于汉语的视觉符号系统
”

。
？ 也有学者论证

“

汉字与拼音文字不完全相同 ， 它是 自

源性的表意文字… …表意的汉字本身就能构成
一种符号 ， 而不是

‘

符号的符号
’

，

……正因为此 ， 汉字和语言的关系不同于拼音文字
＂

。
⑦ 有学者说得好 ：

“

汉字不

是指向意义 、 本质 、 概念 ， 意义就在汉字中 ，
汉字不是 向事物获取本质 、 概念的

声音桥梁……汉字不是文明 的工具
，
不是科学 、 知识 ， 而是存在 ， 汉字就是文明

本身
”

。
⑧

“

方块汉字作为
一种信息载体 ， 是 中国文化缩微系统 。 汉字本身有深刻

的文化性
”

ｏ
？ 因而许多学者都强调以汉字字形及其构形系统为 中心来研究汉字的

① ［ 法 ］ 雅克 ？ 德里达 ： 《论文字学》 ，
王堂家译 ， 上海 ： 上海译文出版社 1 9 9 9 年版 ， 第 8

页 。

② 张世英 、 白乐桑 ： 《 中法哲学家眼中 的
“

天人合一
”

》 ， 载 《 中华读书报》 ，
2 0 1 4 年 2 月

6 日
， 第 1 5 版 。

③ 唐兰 ： 《 中 国文字史》 ，
上海 ： 开明书店 1 9 4 9 年版 ， 第 4 页 。

④ 唐兰 ： 《谈谈文字学》 ， 载 《文字改革》
，

1 9 6 1 年第 1 0 期 ， 第 2 3 页 。

⑤ 李运富 ： 《汉字学新论》 ， 北京 ：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2 0 1 2 年版 ， 第 2 4 5 页 。

⑥ 张朋朋 ： 《文字论 》 ，
北京 ： 华语教学 出版社 2 0 0 7 年版 ， 第 1 9 页 。

⑦ 徐通销 ：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新探》 ， 载黄亚平主编 ： 《 广义文字学研究 》 ， 济南 ： 齐鲁

书社 2 0 0 9 年版 ， 第 2 6 9 、 2 7 4 页 。

⑧ 于坚 ： 《汉字断想 》 ， 载 《光明 日报》
，

2 0 1 4 年 7 月 4 日 ， 第 1 6 版 。

⑨ 郭锦桴 ： 《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 ， 北京 ：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 9 9 3 年版
，
第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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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性 ， 认为
“

汉字本身是
一种文化项 ， 与文化巨系统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

。
①

依此推理 ， 我们可 以认清汉字安全问题在文化安全之中 的定位与特性 。 第
一

，

汉字安全问题决不能与汉语安全问题等同起来 ， 汉字安全的规律不能完全等 同于

汉语安全的规律 。 汉字的使用和延续 ， 除了适应汉语外 ， 还有其 自身独特的规律 。

而 目前在中 国国家安全理论研究领域 ， 许多论著大多是笼统地论述汉语言文字安

全 ， 不加区别地将之作为文化安全项之下 的
一个子项 ， 其中并没有区分汉语安全

与汉字安全 （参见图 1
） 。

中国国家

文化安全

＿＿

Ｉ 1 1
￣
￣

1

语言文字风俗 习惯价值观念

安全安全安全其他安全

图 1 笼统的中国 国家文化安全分类

其实 ，
汉语安全和汉字安全应为既有联系 ，

又有各 自独立特质的 、 直接与 中

国 国家文化安全关联的两个子项
，
两者不能混为

一

谈 （参见图 2
） 。

中国国家

文化安全

Ｉ Ｉ

￣

1

￣￣


ＩＩ



汉字安全 汉语安全
风

罢】
惯其 他

图 2 科学的中国 国家文化安全分类

第二 ， 汉语系统与汉字系统在对外来语言文字系统的开放程度上应有本质

的区别 ， 汉字安全不可对外来文字的冲击开放 ， 不能简单地套用
一般的语言文

化开放交流的概念来对汉字安全问题进行类推 。 不少国人认为在
“

全球化
”

浪

潮之中 ，
汉语系统应该开放 ， 所以汉字系统也应该开放 。 即往往产生这样的简

单推理 ： 文化理应开放 、 交流 、 多元—汉语言文字理应开放 、 交流 、 多元—汉

字理应开放 、 交流 、 多元 。 其实这并不能成立 。 换言之 ， 在汉语中 的词汇 、 语

义甚至语法等层面 ， 可以 向外来的语言系统开放 、 混合 、 嵌入 ， 我们可持宽容

的态度 ， 所谓
“

汉语纯洁性
”

的提法可能并不妥 。 但是 ，
汉字系统是中 国文化

的本体和真髓 ， 反映和体现着 中华民族的思维特质和对世界认识的独特性 ， 汉

① 齐元涛 ： 《汉字与文化的互证能量》 ， 载 《甘肃社会科学》 ， 2 0 0 1 年第 3 期 ， 第 4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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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安全攸关国家文化整体安全 ， 对于 中华 民族的生存和延续意义重大 。 对外而

言
， 不可 向外来文字系统开放 ， 中 国 大众媒体应重视汉字的纯洁性 、 稳定性 ，

不可滥用英文字母缩略词 ； 对内而言 ，
两岸三地应该在汉字形态上统一 ， 保持

汉字系统的完整性 ， 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含糊 。

遗憾的是 ， 长期以来中 国语言文字学界重汉语 、 轻汉字 ， 将汉字作为汉语的

附属品 ， 这些错误的理念具有相当大的惯性 ， 对当代汉字安全产生 了诸多非常不

利的影响 ，
以致今天 国人以及大众媒体往往缺乏汉字安全意识 ， 忽视汉字安全在

中国文化安全中 的独特性 ， 没有甄别汉语问题与汉字问题 ， 没有界定文字学与训

诂学的领域 ， 也经常将
“

汉字
”

与
“

词汇
”

混淆 ， 将滥用英文字母缩略词视为 常

态
， 无视汉字的纯洁性问题 ， 自觉或不 自觉地逐渐损害了汉字安全 ， 进而也损伤

了 中国文化安全 。

三 汉字安全在新时期 面 临 的外 源性风险

文化安全即指一种文化系统所体现的状态 ， 即其
“

正常运行和持续发展的状

态以及文化利益不受威胁的状态
”

。
① 因此 ， 汉字安全就是指 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

载体
——汉字 ， 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 ， 也就是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又没有内部

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 ； 国人使用汉字 的权利不受外部强权的威胁和侵害 ；
汉

语在国家文化中不失去主导地位 ； 在内外 因素作用下保持合理的纯洁性 ；
不给人

民带来不便和害处 。

当前 ， 中国人使用汉字的权利虽然没有受到外部强权的威胁和侵害 ， 汉字在

国家文化中也没有失去主导地位 ， 但存在着没有保持合理的纯洁性 、 给人民带来

不便和害处的隐性危机 。 汉字安全之
“

危
”

已在我们身边步步逼近 。 有学者论及

文化安全问题时指出 ：

“

对文化安全的威胁既可能来 自外部 ，
也可能来 自 内部

”

，

因而形成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 内外两种原 因 ，

一

是
“

外生性原 因
”

，
即

“

强势政

治经济实体对相对弱势者在文化上的影响 、 渗透甚至替代
”

，
二是

“

内 生性根

源
”

， 即
“

其 自身在时间这个纵向维度的发展过程中 的各种特性和因素的影响
＂

。
②

也有学者表述为
“

文化 内源风 险
”

和
“

文化外源风险
”

， 特别是
“

文化外源风

① 彭新良 ： 《文化外交与 中 国 的软实力 ：

一

种全球化的视角 》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

版社 2 0 0 1 年版 ， 第 4 0 页 。

② 董璐 ： 《文化安全遭受威胁的后果及其 内生性根源》 ， 载 《 国际安全研究 》 ，
2 0 1 4 年第 2

期
，
第 6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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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

，

“

是指由 于内源文化抵抗力不足 ， 缺乏
一

种群体性的识别和抗病毒的免疫能

力而导致外来文化的恶意侵犯和扩张对本国文化的殖 民主义危机 。

一旦这两种风

险形成共振 ， 将造成中国全面的国家文化危机和国家安全问题的发生
”

。
？ 从这样

的角度出发 ， 当前汉字安全也面临来 自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潜在危机 ， 成为影

响或危害中国 国家安全的不利因素 （参见图 3
） 。

繁简字

不统一书写对令滥用英
文字母

滥用七安全￥略词
不雅 下降

汉字

内源性风险 ■分ｔＬ＝ 外源性风险

图 3 汉字安全面临的风险

近年来 ， 中国持续推进改革开放 ，
与世界的信息交流 日趋频繁 。 随着全球化 、

信息化进程的深人发展 ， 英语字母缩略词 （ 或简称
“

字母词
”

） 在 中 国大众媒体

里蜂拥而现 ，
也同时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 ，

不分专业 、
不管对象 、

不

分场合 、 不作翻译 、 不加注释 ， 被过度使用 ， 并呈迅速扩张之势 ， 使汉字系统趋

于失去纯洁性和稳定性 ， 并给广大民众带来了不便 ， 对汉字安全形成外源性风险 。

例如 （括号内为汉字译名 ） ：
ＣＤ（激光唱片 ） 、

ＯＡ（ 办公 自 动化 ） 、
ＯＬＥＤ（有机

发光二极管 ） 、 ＣＰ Ｉ（物价指数 ） 、 0 2 0 （ 线上到线下 ） 、
Ｍ 0 0 Ｃ （ 大型开放式网 络

课程 ） 等等 。 目前 ， 影视 、 报纸 、 书刊以及新兴媒体 ， 甚至 国家正规 出版物和正

式文件 ， 往往弃用汉字译名词汇 ，
而喜用英文字母缩略词 ， 使汉字文章 中的非汉

字成分所 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 近期 《人民 日 报 》 记者例举了
一

则这样 的充斥着英

文字母缩略词的段落 ：

“

采用 了基于 Ｏｐｅｎ
ＥｄＸ 开源平台 ，

开发了ＨＴＭＬ 5 视频播放

器 ，
不再依赖国外课程播放首选 的 ＹｏｕＴｕｂｅ

， 解决 了 国 内用户无法访问 国外 Ｅ ｄＸ

平台的 问题 。

”

？ 这令我们担忧 ，

一篇文章 中出现如此多 的
“

零翻译
”

字母词 ，
不

知道有多少读者能看得懂 ，
这样 的文章 ，

必定给受众带来极大的 困惑和不便 。

中 国传统文化中表示次序的 甲
、
乙 、 丙 、 丁等常用汉字 ，

目前正逐渐被英文

字母
“

ＡＢＣＤ
”

取代 ， 如北京地铁 的各个进出 站 口标识牌上就是这样 。 英文字母

① 韩源 ： 《 国 家文 化安全论
——全球背景 下 的 中 国 战略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 0 1 3 年版 ， 第 3 9 页 。

② 董洪亮 ： 《 大量外语词不经转换直接使用 破坏 了汉语的纯洁和健康 》 ，
载 《 人民 日

报 》 ，

2 0 1 4 年 4 月 2 5 日 ， 第 1 2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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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
＂

取代了汉字楼层标志 ， 楼房建筑里的
“
一

层
”

、

“

二层
”

等标志 ，
往往被

＂

Ｆ ｌ

＂＂

Ｆ 2

＂

等所取代 。 高速公路收费站的电子收费通道也全然印成英文字母
＂

ＥＴＣ
”

。 英文字母已经成为方块汉字的
“

对手
＂

和
“

杀手
”

。 中 国在 自 己 国土上

举办的大型国际性活动 的重要标志 、 会徽
，
时常弃用汉字 。 各类市政建设中文字

标志 、 公交车站雨亭上的各类广告牌甚至公共场所的卫生间 ， 往往用英文字母取

代了汉字 。 许多政法机构工作人员 的制服上不见汉字 ， 只有英文字母 。 连个别著

名大学的校徽上 ， 也
“

消灭
”

了汉字 。 中 国公民手持的机票 、 超市购买的生活用

品商品标签 ， 也常常是毫无汉字的踪迹
，
剥夺了 中 国公民的汉字使用权 ，

也给消

费者带来心理上的不安全感 。

英文字母缩略词大量进人大众传媒的问题 ， 早在 2 0 0 4 年就开始受到人们的质

疑或反对 ，

① 而十年后的今天还没有得到解决 ， 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 许多正规

出版物大量使用
“

零翻译
”

的英文字母缩略词 ， 如将 ＵＭＩＳＴ 、 ＯＥＭ 、
ＰＲＣ

、
ＳＭＴＰ

等英文缩略字母词直接使用于汉字文章之中 。 英语字母词在中 国大众媒体以及文

化生活中的盛行 ，
显示了国人对汉字安全问题的认同趋于失语状态 ，

汉字安全的

危机迫在眉睫 。 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当前中 国社会
“

去中 国化
”

的一种表现 ， 也并

非夸张 。

现今英文字母词
“

侵入
”

中 国大众媒体的数量无疑呈逐年增多的趋势 。 2 0 0 1

年上海辞书出版社 《字母词词典》 收录了正式出版物所使用的两千多条英文字母

缩略词 。
2 0 0 2 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实用字母词词典》 收录了英文字母缩略语有

1 3 0 0 条 。 2 0 0 9 年外研社 《汉语字母词词典》 收集字母词达 2  6 0 0 余条 。 据国家语

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对 2 0 0 5 年报纸 、 广播电视 、 网络等媒体的汉字使用情况调

査 ， 英文字母与符号的数量 占语料库字符总数的 5 ． 8 3 ％ 。 这对于汉字系统而言是

严重的伤害 。 而对高校 网络媒体 （ ＢＢＳ ） 用字调査的结果显示 ， 即使排除可视为

汉语言文字的有机成分标点和数字 ， 非汉字的异质成分仍然高达 3 3％ 。 以致有学

者惊叹 ：

“
一

种语言文字 ， 如果异质成分高达这个比例 ， 它能否保证本质而不变 ，

保持原有系统而不崩溃 ？

”

② 2 0 1 1 年 ，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 的
一项问卷调

查显示 ， 即使是文化程度较高的网民 ， 对 1 2 个在媒体上使用频度较高的英文缩略

词 （如 ＧＤＰ 、 4 Ｓ 店 、 3 Ｇ 、 ＡＴＭ 、 ＧＰＳ ） 也远未达到
“

知道其大概含义
”

的程度 ，

① 顾雪林 、 潘国霜 ： 《用科学态度维护祖国语言文字主权 》 ，
载 《 中 国教育报》 ， 2 0 0 4 年 9

月 1 5 日 ， 第 3 版 。

② 连登岗 ： 《论汉语文杂用外文与字母词》 ， 载 《 中 国文字研究》 ， 2 0 0 9 年第 1 辑 ， 第

1 5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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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民众对一些英文缩略词的真正含义更是知之甚少 。
？

大量英文字母词不转换为汉字形态 ， 在大众媒体中直接地大量嵌入汉字体系 ，

造成国人阅读和交流上的障碍 。 中国 1 3 亿人 口 中学习英文的只有 3 亿人 ，
不熟悉英

文的多达 1 0 亿人之众 ， 作为大众传媒 ，
理应使用大多数人看得懂的汉字。 特别是对

部分未受英语教育的读者 ， 阅读夹杂英文字母的中文文章时有困难 ， 往往会阻碍信

息的传播 ， 甚至可能造成误会 ，
同时也带来广大媒体受众审美视觉的不快 ，

造成心

理的不安或疑惑 ， 对国民的文化心理造成负面影响 ，
这些都已经引起公众的不满 。

这些现状警示我们 ： 汉字体系正在受到外来文字系统的严重污染或冲击 ， 如果听之

任之 ， 任由其扩张 、 泛滥 ， 不加以有效控制和制止 ， 那么 ， 传承了数千年的瑰丽的

汉字系统必将成为不伦不类的混杂物 ， 进而危及汉字安全 ， 冲击国家文化安全的基

因或基石 ， 其结果正如 《人民 日报》 评论所言 ：

“ ‘

零翻译
’

的外语词 ， 既破坏了

汉语言文字的严整与和谐 ，

……从深层次来说 ， 也消解了 中 国文化精深而丰富的

内涵 。

＂

② 有学者认为
，
大量英文字母词

“

以原词形态 （包括其缩略形式 ） 强势介

人本土语言
，

… …确实会消解汉语的表意功能 ， 影响汉语的理解和交流
”

。
③ 其结

果就会带来汉字的消减或损伤 ， 最终导致中华文化的衰败 、 甚至消失 。

目前中 国大众传媒滥用英文字母缩略词 、 排斥汉字的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 。

在主观原因方面 ， 首先 ， 相当
一

部分媒体从业人员或社会人士 ， 有意无意地将英

文缩略词随意嵌人报纸杂志 ， 视之为炫科技 、 炫英文 、 赶时 尚 、 上档次 、 文化知

识水平高以及与 国 际接轨的行为 。 有
“

智商
”
一词不用 ，

非要用
“

ＩＱ
”

；
不说

“

自 己安装
”

， 偏要说
＂

ＤＩＹ
＂

； 不写
“

贵宾卡
”

， 非要写
“

ＶＩＰ 卡
”

；
不写

“

脸谱

网
”

， 非写
“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

； 不写
“

应用软件
”

， 非得写
“

ＡＰＰ
”

。 生 吞活剥地
“

拿

来
”

， 损伤了汉字体系的整体性和纯洁性 ， 增加 了受众理解的难度 。 或者普遍存有

图省事 、 省时间的心理 ， 即使知道已有汉字翻译词 ， 但是也会用上英文字母词 。

对随时出现的英文
〒
母缩略语词缺乏研究透 、 翻译好的热情 。 甚至有学人持有这

种论调 ：

“

写哪种‘体和是否抛弃传统文化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

， 用英文字母词是
“

经济有效的方法
”

，

“

省得我们组织人数众多的专业翻译队伍整天围在成千上万

① 吴晶 ： 《 中 国人怎样用
“

洋词
”

专业机构来规范》 ， 新华网 ，
ｈｔｔ

ｐ
： ／／ｎｅｗｓ ．ｘ 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 ｃｏｍ／

ｐｏ ｌｉｔ ｉｃｓ ／ 2 0 1 2
－

0 6 ／ 2 0 ／ｃ」 1 2 2 6 2 3 0 1 
．ｈｔｍ 。

② 董洪亮 ： 《＾：量外语词不经转换直接使用 破坏了汉语的纯洁和健康》 ， 载 《人 民 曰

报》 ，
2 0 1 4 年 4 月 2 5 日 ， 第 1 2 版 。

③ 黄安靖 ： 《 外语词经过
“

汉化
”

才能 留存 》 ， 载 《北京 日 报》 ，
2 0 1 4 年 6 月 3 0 日

， 第

2 1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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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来新词术语旁边 ， 为吟安
一

个字而捻断数茎须
”

。

“

即使有一天汉文变得与今

天面 目全非 ， 我们也不必把它视作彻底 的灭亡 ， 而应视之为涅槃之后的新生
”

。
？

如此数典忘祖 ， 真是令人痛心 ， 值得警锡 。 汉字消亡了
， 何谈中国 国家文化安全？

何来什么涅槃？

其次 ， 由于前文所述的长期 以来学术界对汉字与汉语的关系问题上的理论偏

差 ， 至今尚有不少文化界学人还是走不出重语言 、 轻汉字的误区 ， 认为汉字只是

汉语应用的
一

个工具而已 。 如还有人认为
“

具体的语言体系和具体的文字体系没

有必然的联系 ，

… …并不是某种语言注定非用某种文字不可
”

。
② 甚至个别蔑视汉

字的人士还喜滋滋地认为
“

字母词 的出现和使用标志着 中 国正在进人双文字时代 。

双文字即文字双元化 ， 也可称为
‘

双文制
’

， 是汉字拼音化的前导
”

。
③ 有人认为

媒体应用的英文字母词
“

属于汉语成分 ， 而不宜再视作外语
”

，
④ 并认为使用英文

字母词是汉语生命力与动态发展活力的体现 。 这些观点
，
从汉字学理论上而言都

是明显错误的 。

最后 ， 更深层的原因应是来 自 中国 2 0 世纪以来盛行的汉字落后论 、 汉字繁难

论以及对拉丁字母的迷信崇拜的
“

后遗症
”

， 其实就是
一种变相的民族文化的 自信

心的丢失 ， 也带来社会对媒体滥用英文缩略语词 、 排斥汉字 的宽容 。 早在 1 9 2 3

年 ， 钱玄同倡导
“

汉字拉丁化论
”

和
“

汉字废除论
”

， 认为唯此才能提高国 民文

化素养 ， 才能富民强国 ，

“

竭力提倡写汉字的文章之间尽可能夹杂许多外国字
”

；

“

人家用的名词 ， 早已约定俗成了 ， 我们除了照用 ， 是没有第二种好办法的 。 我主

张这些学术上 的名词 ， 老老实实的把原字写进我们 的 国 语来 ， 才是正办 。 什么
‘

意译
’

、

‘

音译
’

， 都是吃饱饭 ， 没事干 ， 闲扯淡
＂

。
⑤ 认为使用英文字母词理所应

该 。 直到今天 ， 网络上仍时有汉字劣势论的文章 出现 。 这真如唐代诗人司空图所

感叹的 ：

“

汉儿尽说胡人语 ， 却 向城头骂汉人
”

。
？

当然 ， 目前媒体以及社会上滥用英文字母词 、 排斥汉字的现状也有其客观的

① 聂鸿音 ： 《 中国文字概略》 ，
北京 ： 语文出版社 1 9 9 8 年版 ， 第 2 4 0 、 2 4 8 页 。

② 刘伶 ： 《语言学概要 》 ， 北京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 9 8 7 年版 ， 第 2 6 6 页 。

③ 李海洋 ： 《字母词 与现代汉语书写系统 》 ， 载 《北华大学学报》
，

2 0 0 6 年第 2 期
， 第

4 6 页 。

④ 段业辉 ： 《权威媒体字母词使用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 载 《语言文字应用 》 ，
2 0 1 4 年第 1

期 ’ 第 6 7 页 。

⑤ 钱玄同 ： 《汉字革命 》 ， 载 《钱玄同文集》 第 3 卷 ，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1 9 9 9 年

版
’ 第 5 9 页 。

⑥ ［唐 ］ 司空图 ： 《河湟有感》 ， 载彭定求 ： 《全唐诗 （ 第 6 3 3 卷 ） 》 ，
北京 ： 中华书局 1 9 6 0

年版 ’ 第 7 2 6 1 页 。

？
 3 4 ？



阑次漆ｊ
＊

斯宛 2 0 1 5 年第 3 期

原因 ， 那就是当代英美语言文字的强势进人 。 随着当今全球经济
一

体化进程的推

进 ，
英语逐渐成为强势的语言文字 。 目前 ，

英语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正在强势地不

断向全世界扩展 。 据统计 ， 现在互联网上的信息中有 8 5 ％是用英文传播的 ； 在联

合国各种国际场合使用的语文中 ，

9 5％ 是英文 ， 非英文发言 （稿 ） 和文件必须全

文译为英文 ， 汉语的使用率只 占到百分之零点几 。 多年以前在上海召开的
“

第 四

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
”

上
， 号称与 国际接轨 ， 从论文汇编到会议网站 、 从演

讲到提问 ， 乃至会场门 口 的指南手册 ， 限定全部使用英文 ， 以致有公众深深感伤

当今中 国社会如此摒弃 自 己的语言文字 。
？

由于西方英语国家在科技 、 医药等领域 尚处于领先位置 ， 更 由于英美等国的

强大的经济实力 、 军事实力 、 文化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 ，
英文将继续加速进行它

在全球文化交流范围扩张领地的进程 。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
？ 亨廷顿 （ Ｓａｍｕｅｌ

Ｐ ．Ｈｕｎ ｔｉｎｇｔｏｎ
） 曾说 ：

“

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 ，
构成主要威胁的 ，

并非来 自

外国军队的侵略 ，
而是来 自外 国观念的侵人 ，

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

更快 、 更深人
”

。
？ 按照美国学者约瑟夫 ？ 奈 （ Ｊ

ｏｓｅ
ｐｈ

Ｓ
．Ｎｙｅ ） 的观点 ：

“

软实力

——

即我们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
”

，

③ 英文就是凭借其 自 身 的语言文字强势 ，

以使他人信服而 自愿跟随的
“

软实力
”

， 对中 国汉字安全形成强大的冲击 ， 大有文

字上的
“

同质化
”

之势 ，
逐渐在语言文字领域吞噬中华文化的重要元素

——汉字

体系 ， 实现所谓的
“

文化上的替代
”

。
④
中国媒体以及社会生活中大量英文字母词

的过度被使用 ，
也是与 当代的西方理念 、 英文词汇的海量涌入分不开的 。 正如有

学者指 出 ，

“

美国人是把文化软实力 当作
‘

矛
’

来运用 的
”

。
⑤ 英国学者奈尔 ？ 弗

格森 （ Ｍａｌｉ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 也直言 ：

“

软实力实际上只是带着天鹅绒手套的
一

只铁掌而

已
”

。
？ 英文对汉字体系 的扩张和推广 ， 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

① 刘县书 ： 《学术会议按惯例使用英语 汉语将沦为科学看客》 ， 载 《 中 国青年报》 ， 2 0 0 6

年 7 月 5 日
，
第 9 版 。

② ［ 美 ］ 塞缪尔 ？

亨廷顿 ：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 ，
王冠华译 ，

北京 ： 生活 ？ 读书 ？ 新

知三联书店 1 9 8 9 年版 ， 第 1 4 1 页 。

③ ［美 ］ 约瑟夫 ？ 奈 ： 《美国霸权的困惑》
，
郑志 国等译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 0 0 2 年

版 ，
第 5 页 。

④ ［ 英 ］ 大卫 ？ 麦克奎恩 ： 《理解电视》 ， 苗棣等译 ，
北京 ： 华夏 出版社 2 0 0 3 年版 ， 第

2 3 2 页 。

⑤ 郭小聪 ： 《 中 国文化传统中 的凝聚力 与软实力 》 ， 载 《 国际安全研究》
，

2 0 1 4 年第 2 期 ，

第 8 8 页 。

⑥
［英 ］

奈尔
？

弗格森 ： 《巨人 ： 美国大帝国 的代价》 ， 李承恩译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 出

版社 2 0 0 7 年版 ， 第 2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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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妾全视 阈 中 汉孛妾全的 漭在危机

有人认为是比原殖民主义方式更具有隐蔽性 、 渗透性和威胁性的新殖民主义手段 ，

也并非毫无道理。

面对当前汉字安全的外源性风险 ， 笔者认为应当在如下几方面及时应对 。

第
一

， 中 国政府相关部门应当把汉字应用工作 、 特别是遏制英文字母词滥用

的工作 ，
提高到维护文化安全 、 汉字安全的高度来认识 ； 重视汉字安全 ， 充分履

行职责 ， 及时跟进与汉字安全相关的立法工作 ， 出台有力 的措施 ， 加大汉字规范

应用管理的力度 。

许多国家政府都非常重视本国文字安全问题 。 例如 ， 俄罗斯把保护母语纳人

了 国家安全战略 。 德国加强德文网络研究 ， 试图将德文打入互联网 ， 与英文对抗 。

不少国家也曾经掀起过
“

纯洁语言
”

的活动
，
最为突出 的是法 国的

“

纯洁法语运

动
”

。 面对英文的强势
“

人侵
”

， 法国政府不遗余力 ， 出 台了
一

系列捍卫法文纯洁

性的保护政策与措施 。
1 9 7 5 年

， 法 国议会批准了 国民议会议员 巴斯
－

罗里奥尔

（
ＬｉｏＢａｓ

－Ｌａｕｒｉｏｌ ） 提交的保护法语议案 （ 即罗里奧尔法 ） ， 规定商业广告和街头招

牌等处滥用英文可视为违法 。 1 9 9 4 年 8 月法国议会通过了 《法语使用法 》 ， 规定

公共场所的标语 、 公告等必须使用法文 ， 如果是引进的外语广告 ， 原文旁必须附

加字体不小于原文的法文 。
？ 任何个人违反此法令将被处 以高额罚款 ， 自然人罚

款 5  0 0 0 法郎 ， 法人 2
．
 5 万法郎 。

现任土耳其总统雷杰普
？

塔伊普
？

埃尔多安 （ ＲｅｃｅｐＴａｙｙｉｐＥｒｄｏｇａｎ ） 就提出

必须把学习奥斯曼
－ 土耳其文作为高 中的

一

门必修课 ， 在土耳其社会引发了一场

有关文化与传统复兴关系的争论 。 土耳其凯末尔 （
Ｋｅｍａｌ

） 党人在 1 9 2 3 年建国后

推行激进改革 ， 包括政治 、 经济 、 教育等方面模仿西方 、 全盘西化 。 尤其是 1 9 2 8

年的文字改革 、 即所谓的拉丁化改革 ， 是土耳其追求现代化 、 接近西方的
一

个激

进步骤 ， 但却造成其后代完全看不懂本民族的古代甚至近代文献的结局 ， 更读不

懂他们祖先的碑铭 ，
完全割裂了历史 ， 使民族的文化之根长期断裂 ， 属于文化上

“

自宫
”

式的现代化 。 埃尔多安就把当初废除奥斯曼文形容为 切断 了土耳其的
“

颈静脉
”

。 目前恢复学习奥斯曼语的教育政策 ， 是土耳其恢复其 自身
“

根源
”

的

必要步骤 ， 有利于弥合因为近代的激进改革所造成的土耳其人与其传统的断裂 。

目前 ， 中国政府部门 巳颁布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 《 国

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 0 1 2 － 2 0 2 0 年 ） 》 《 国家行政机关公

① 李永群 ： 《法国
“

纯洁法语
”

运动见成效 》 ， 载 《人民 日 报》 ，
2 0 1 4 年 1 2 月 4 日 ， 第

2 2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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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处理办法》 ，
特别是 2 0 1 0 年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曾下发 《关于进一步规范 出版物

文字使用的通知》 ， 要求在汉语出版物 中 ， 禁止出现随意夹带使用英文单词或字母

缩写等外国语言文字 。 同年 ， 国家广电总局也下发通知 ， 要求在广播 电视机构播

出的电视节 目 中进
一

步规范用语 ， 不能使用 ＮＢＡ 、 Ｆ 1 甚至 ＧＤＰ 等英文缩写词 。

对这些已有的有关汉字应用规范 的法律法规 ，
我们要切实落实 ，

加大执法力度 ，

约束社会各领域排斥汉字的现状 ， 确保汉字安全 。 近期有学者提出
“

带着警觉加

入全球
”

的理念 ， 以求避免在众声喧哗之中 ， 中华民族文化在全球化中被扼杀 。
？

这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思考 。 改革开放之初 ， 就有学者担忧 ， 面对美国主导的全

球化趋势
，
有的国家为了取得进人国际主流社会的权利 ，

有可能其代价是会丧失

部分文化主权 。
？ 我们但愿这样的担忧不会在 中国成为现实 ； 相信在现代化 、 全

球化进程中 ，
汉字安全应得到保障 ， 国人使用汉字的权利不会丧失或受到损害 。

第二 ， 充分发挥大众媒体 、 书刊报纸出版界的标杆示范作用 。 权威媒体 、 网

站作为大众传播的主要载体 ， 影响着社会上的主流用语 ， 引导着广大青少年的汉

字使用的方向 ， 责任重大 ， 应当 以身垂范 ， 共同肩负起责任 ，
自觉维护汉字体系

的完整和纯洁 。 特别是汉语汉字辞典字典的编写工作 ， 对于中 国社会和教育具有

强大的权威效应 ， 我们应当以正确的学术思想为指导 ， 加大对汉字辞书的编写审

定工作 。 商务印书馆 《现代汉语词典》 自 1 9 9 6 年第三版开始 ，
于附录之中增设

“

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
”
一栏 目 ， 收录字母词 3 9 条

，
而到 2 0 1 2 年第六版则猛增到

2 3 9 条
，
平均每年增加 1 5 条 ， 以致百余名学者联名举报 《现代汉语词典》 违法 。

这些学者指出 ， 把英语词汇
“

纳人
”

汉语词典 ， 导致汉英混用 ， 对汉字安全造成

了威胁 ， 甚至
“

是汉字拉丁化百年以来对汉字最严重的破坏
”

。
③ 具有 国家权威的

汉语词典决不应当收录英文字母词 ，
因 为这样的编纂理念表面看是与社会生活接

轨 、 顺应网络民意 、 为公众方便
，
实则违背 了汉语宇典编写的学术规范 ，

也使公

众产生错觉 ， 将英文字母词与汉字等 同 ， 误认为这些英文字母词可以理所当然地

在中文写作 中应用 。 其实 ， 这些英文字母词与字形 、 字源 、 偏旁等汉字学范畴毫

无关系 ， 充其量只是
一

个书报编辑排版的技术问题 。

第三 ， 中国翻译界、 学术界应拿出我们 自身的文化 自信力 和战斗力 ， 加强翻

① 刘东 ： 《再造传统 ： 带着瞀觉加人全球》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 0 1 4 年版

， 第 1 页 。

② 王沪 宁 ： 《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 ： 对主权观念的挑战 》
， 载 《 复旦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

科学版 ） 》 ，
1 9 9 4 年第 3 期 ， 第 1 2 页 。

③ 孙丽萍 ： 《打响
“

汉语保卫战
”
——百余位学者质疑新版 ＜ 汉语词典 ＞收录西文缩略词

事件追踪》
，
新华网

，
ｈｔｔ

ｐ
： ／／ｎｅｗｓ ． ｘ

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 ｃｏｍ／ｌｏｃａｌ
／ 2 0 1 2

－

0 8 ／ 3 0 ／ｃ
＿

1 1 2 8 9 6 5 4 0 ．ｈｔ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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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人才的培养 ， 提高媒体从业人员 的翻译业务素质 ， 积极应对 日 益涌现的外来英

文字母词 ， 将汉译工作及时跟进 ， 有所作为 ， 杜绝
“

零翻译
”

现象 。 有学者指出 ：

“

汉语言文字承载了丰富的汉民族文化 ， 过度使用外语词 、 字母词可能会冲击汉语

言文化的独特性 ， 有可能造成
一

定的语言交际障碍 ， 所以 ， 目前对外语词进行中

文译写规范是很有必要的 。

”

①

我们反观世界其他语言文字体系在引进外来词语时的规律 ， 都是转换为本语

种的文字形态 。 如 日本的 日 语出版物中也运用大量的英语语汇 ， 但也都是以 日 文

字符形式排印 。 英美的英文出版物中极少出现汉字 、 斯拉夫字母 、 日 文字母等 。 英

文 ｚｏｍｂｉｅ（僵尸 ） 原本来 自西非语言 、
ｖａｍｐｉｒｅ（ 吸血鬼 ） 来 自 匈牙利语 、

ｔｏｍａｔｏ

（ 西红柿 ） 来 自 墨西哥的地方语言 ， 但都是转换为英文字母形态而进入英文书报 ，

绝非使用外来字形字母 。 当代英语也 吸纳 了很 多 中 文词 汇 ， 例如 ｋｃｍｇｆｕ（ 功

夫 ） 、
ｔｏｆｕ（ 豆腐 ） 、

ｃｈｉｐａｏ（旗袍 ） 、 ｆｅ ｉｖｇｓｈｕ ｉ（ 风水 ） 、 Ｔａ ｉＣｈｉ（太极 ） 等 ， 但都

是转换为英文字母形态而非直接使用汉字形态 。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 又有一批

中文新词进人英文 日 常词汇中 ， 据统计
，
截止 2 0 1 3 年 1 1 月 ， 《牛津英语词典》

（ ＯｘｆｏｒｄＥｎｇｌｉｓｈＤｉｃ ｔｉｏｎａｒｙ） 已新收人约 1 2 0 条来 自 中文的词汇或语句 ， 但都是以英

文字母直译拼音的形式进入英文传媒 ， 而绝非使用汉字 。 例如
“

中 国航天员
”

被

译作 ｔａｉｋｏｎａｕ ｔ
， 是 由

“

太空
”

的汉语拼音 ｔａｉｋｏｎｇ与英文 ａｓ ｔｒｏｎａｕｔ 合成 ， 将外语词

转化为英文字母形态再使用 ， 而并不是直接写成
“

太空 ｎｍｉｔ

”

。 这种做法
， 其实就

是为了保持他们本民族的文字安全 。

中国历史上也曾面临数次外来文字系统冲击 、 改变汉字的危机 ， 但历朝历代

的统治者都很好地解决了外来语汇汉字化的 问题 。 秦汉以来 ，

“

葡萄
”“

石榴
”

“

苜蓿
”“

狮子
”“

玻璃
”“

骆驼
”

等词汇 、 概念 ， 大量从西域引入 ， 但都是翻译 、

转换为汉字形态 ， 而并没有使用西域文字 。 魏晋以 迄唐宋 ， 中 国接纳了佛教文化

的观念和语汇 ， 弓 丨进了
“

菩萨
”“

金刚
”“

浮屠
”“

烦恼
”

等大量梵语词汇
，
也都

相应地运用汉字译名流布 ， 并没有采用梵文字母 ， 流传至今的佛教经典也都是汉

字形态 ，
而非采用梵文。 假设上述这些外来词汇在今天是以拉丁字母的形式传入

中国 ， 那么 ， 今天的大众传播恐怕就直接使用英文字母缩略词了 。 若言
“

两个夜

叉 （
Ｙａｋｓａ

）

”

， 可能就写成
“

两个 Ｙ
”

；
‘ ‘

很多烦恼 （
Ｋｌｅ ｓａ ）

＂

，
可能就写成

＂

很多

Ｋ
＂

； 四谛
“

苦集灭道
”

（
Ｃ ａｔｕｒｓａｔｙａ ） 或许就会写成

“

四 Ｃ
”

；
“
一

刹那 （
Ｋｓａｎａ

）

① 李小华 ： 《论大众媒介字母词的分级界定与使用 》 ， 载 《语言文字应用 》 ，
2 0 1 4 年第 1

期 ， 第 7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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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

可能就会写成
“
一

Ｋ 时间
”

。 如此这般 ，
汉字体系恐怕早就离析殆尽了 。

从北魏 、 辽 、 金 、 元以至清代 ， 统治集团所使用的文字都属于拼音文字系统 ， 但

都没有强行推行汉字的改变 ， 而是清醒地认识到汉字是个具有严格 自我规律的稳

定体系 ， 非常明 白在如此疆域广大 、 人 口众多 、 风俗复杂的中 国 ，

一旦更换或改

变汉字 ， 必定会带来国 家的分裂与大乱 ， 因而都明 智地维护了汉字体系的稳定 。

近代化学元素词汇也都是从外文字母成功地转换为汉字 ，
如将化学元素外文名称

Ｔｌ 、 Ｐｕ 转化为汉字
“

铊
”“

钚
”

等等 。 在当代 ，
我们也成功地将像 ＡＩＤＳ 、 Ｅ

－

ｍａｉ ｌ ，

ＴＯＦＥＬ 等很多英文缩略字母词
，

规范为
“

艾滋病
”“

电邮
＂ “

托福
”

这样的汉字词

汇
， 在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 ， 避免了过度使用英文字母词 。 可见 ， 将英文字母缩

略词转化为汉字词汇来运用 ， 是完全可能而且有效的 。

因此 ， 中 国传媒以及翻译等各领域应当增大对英文字母词 的研究 、 翻译工作

力度 ， 及时于官方平台发布对外来英文字母词的规范汉字翻译标准 。 正如有学者

说 ：

“

保护汉字就是保护汉字的独特字形 ，
使汉字字形不被改变 ，

因为改变汉字字

形就等于破坏汉字了
”

。

？“

我们有两千年累积下来的外来词汉化改移的优 良传

统
”

，
当今我们也应该有文化 自信力将英文字母词的汉字化工作做得更好 ，

“

更有

必要立项研究如何做好英文字母词的汉化工作
”

。
② 目前 ， 外语中文译写规范部际

联席会议制度 巳经建立 ， 并正在逐批颁布 《推荐使用外语词中文译名表》 。 这对于

应对汉字体系遭到破坏和撕裂的外源性风险 ， 都是有力的举措 。

四 汉字安全在新时期面 临 的 内 源性风险

“

总体国家安全观
”

的一个重要特点 ， 就是凸显中 国内部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

全要素 。 正如有学者所归纳的 ：

“

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讲外部安全问题 ， 又讲内部安

全问题
， 而且特别强调 内部安全的重要性 ， 从而实现了 国家安全领域的内外两方

面的统
一

”

。
③ 探讨汉字安全问题 ， 我们不能全然责怪外来的英美强势语言文化 ，

汉字体系内部的 自身建设发展状态也更加重要 。 有学者认为 ，

“

文化安全不仅应包含

对外层面 ，
也应重视对内取向 。 简言之

， 文化安全要求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

系统在国际体系中 ， 对内保持向心力 、 延续性 ， 对外保持独立性、 完整性 。 为完成

① 张朋朋 ： 《文字论》 ，
北京 ： 华语教学出版社 2 0 0 9 年版 ，

第 1 1 3 页 。

② 邢福义 ： 《词达而已矣
＂

论汉语汉字与英文字母词》 ， 载 《 光明 日报》 ， 2 0 1 3 年 4 月

2 2 日 ， 第 1 5 版 。

③ 刘跃进 ：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 载 《 国际安全研究》 ，
2 0 1 4 年第 6 期 ， 第 1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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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这一重要使命 ， 既要致力于建设独立 、 统一的民族文化 ， 又要采

取有力措施来维护和确保民族国家文化的同一性
”

。

？ 所谓文化安全风险的
“

内生

性根源
”

，

“

即对 自身文化缺乏较高的认同 、 并且由于文化对内吸引力 的丧失而导

致文化传承的困难 、 主流价值体系受到挑战 、 语言的纯洁性出现危机 、 教育体系

受到冲击等 ，
从而对文化安全造成威胁

… …源 自文化内部的 内生性根源 ，
往往在

其存续 、 发展过程中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意义
”

。
② 当前 ， 汉字安全在中华民族

内部的认同 以及传承上也遇到了潜在的危机。 汉字简繁字形不统
一

、 国人提笔忘

字以及滥用不雅汉字 ， 构成了汉字安全的 内源性风险 。

（

－

） 当代汉字体系繁简字形尚未统
一

汉字安全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大业 。 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 ，
台湾地区与祖国

大陆 目前未能实现统
一

， 在汉字使用上形成了繁体字 （笔者认为应称之为
“

传统

字
”

） 与简化字的差异 。 香港 、 澳门虽然回归祖国 ， 但汉字字形也并未实现统
一

。

汉字字形的不统
一

， 人为造成了
“
一国两字

”

的局面
，
同时也造成对外汉语教学

中识字教学的不统一 ， 呈现 出汉字系统内部混乱和疾患 的客观状态 ，
成为国家统

一

大业的不安全因素之
一

。

根据对祖国大陆 《现代汉语通用字表 》 和台 湾地区 《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 》

的分析统计 ， 在约 5  0 0 0 个使用频率较高 的现行汉字中 ， 约有 6 0 ％ 的字形存在或

大或小的差异 。 有学者感叹 ：

“

在包括海峡两岸及港澳在内的全国范围 内 由于文字

制度的不
一致 ， 造成信息交流的

一

定难度 。

…
…在中小学生中 ， 甚至相当的大学

生中 由于未受到繁体宇规范教育 ，
又不注意去査字典 ， 因 而无法很好利用或完全

无法利用 1 9 6 1 年以前出版的书刊文献 ， 甚至可能因转换繁体字不当而闹出笑话 ，

进一步加重文字使用的混乱程度
，
这是不能不引起重视的 。

” ③ 台湾学者也担忧当

前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的现状 ：

“

在文化上 ，
两岸书不同文 ； 在语言上 ， 两岸南腔北

调
”

， 使台湾年轻一代
“

对中 国的感情归属 ， 陷人无止境的身份认同漩涡
＂

。
④ 有

台湾同胞回祖国大陆时看到饭馆
“

刀削面
”

的文字感到很不舒服 ， 因为在传统汉

字系统里 ，

“

面
”

字专指面孔 ， 而
“

麵
”

字才是指简化字中 的
“

面条
”

。 台湾曾有

① 孙英春 ： 《软实力理论反思与 中 国 的文化安全观 》 ， 载 《 国际安全研究 》 ，
2 0 1 4 年第 2

期 ， 第 1 0 8 页 。

② 董骑 ： 《 文化安全遭受威胁的后果及其内生性根源 》 ， 载 《 国际安全研究》 ， 2 0 1 4 年第 2

期 ， 第 8 0 页 。

③ 史有为 ： 《汉字简化的价值评估》 ， 载 《语文建设》 ，

1 9 9 1 年第 3 期 ， 第 3 1 页 。

④ 常孟辰 ： 《台媒 ： 台湾人为何不想当中国人 追根究底是恐惧》 ，
环球网 ，

ｈｔｔｐ ： ／／ｍｉｌ
．ｈｕ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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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陳虚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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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宛 2 0 1 5 年 第 3 期

人批评汉字简化后出现的汉字变异现象 （括弧内为简化字 ） ：

“

親 （ 亲 ） 不见 ， 愛

（爱 ） 无心 ， 產 （产 ） 不生 ， 厫 （ 厂 ） 空空 ， 麵 （ 面 ） 无麦 ， 運 （ 运 ） 无车 ， 導

（导 ） 无道 ， 兒 （儿 ） 无首 ， 有雲 （云 ） 无雨 ，
開關 （开关 ） 无门 ， 鄉 （ 乡 ） 里

无郎 。

”

应该看到其中存有对大陆的政治偏见 ， 但其指出的个别简化字的理据性不

足 、 造成对传统文化元素的衰减 ， 并非毫无道理 。

1 9 0 9 年 ， 清末学者陆费逵在 《教育杂志 》 创刊号上发表 《普通教育应当采用

俗体字》 ， 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 。 后来 由于历史政治的变故动荡 ， 海峡两岸走上不

同的社会发展道路 。 新中国于 1 9 5 6 年推行简化字 ， 对普及文化大有益处 ， 但对传

承文化 、 阅读古籍 、 继承传统价值观等层面 ， 有些字形的简化并不尽如人意 。

2 0 世纪 7 0 年代 ， 出 于各种原因 ， 其中包括政治原因 ， 台湾地区将祖国大陆所

称的
“

繁体字
”

正式称为
“

正体字
”

， 并确立其正统地位 ， 赋予其
“

中华文化的

标志
”

的地位
，
也成为 区隔台湾地区与祖国大陆的标志 。 1 9 7 6 年

，

＂

台湾教育主

管部门
”

函告各学校学生写字 、 教科书等印刷品必须使用正体字 ， 不得使用简化

字 。 自 2 0 0 4 年始 ， 每年举办
“

汉字文化节
”

， 还在美国 以及欧洲 国家举办相关活

动 ， 积极推广传统字 。
2 0 1 1 年 ， 以马英九为代表的

“

总统府
”

指示 ，

“

台湾 当局
”

所有
“

官方文件和官方 网站
”

不能使用简化字 ，
以维护其作为

“

中华文化领航

者
”

的地位 。

“

交通部观光局
”

以及台湾
“

故宫博物院
”

等文化单位 ， 也都要求

删除简化字对照的 网 页 。 如此这般 ， 祖国大陆使用的简化字 岂不成了 不正规的
“

不正体
”“

旁体
＂

了吗？ 这关系到今后海峡两岸统
一

大业 ， 绝非
一

个如何写字的

小问题 ， 而是决不能忽视的汉字安全问题 。

汉字
“

简
”

与
‘

‘

繁
”

的纠结是困扰 自 1 9 世纪末至今的中 国人的心结 ， 反映

了 中华文化在转型时期 的矛盾与追求 。 伴随着深刻的历史政治背景 ， 海峡两岸汉

字政策轨迹不同 ，
当今汉字系统面临着被撕裂的危机 。 1 9 5 4 年 2 月 ， 国 民党

“

立

法委员
”

廖维藩不满罗家伦的简体字主张 ， 拟定
“

设立文字制定程序法以 固 国

本
”

的提案 ， 案由是
“

为制止毁灭 中 国文字 ， 破坏中 国文化 ， 危及国家命脉
”

。
？

今天看来
，
除了其中 的政治原因 ， 其对汉字的看法是深刻而有益的 。 陈立夫也谈

到 ：

“

书同文
”

是
“

国家民族统
一团结之先决条件

”

之一 ，

“

吾国之所以拥有八亿

人口
，
而能和善相处成为

一家
， 延续五千余年光荣历史文化而不坠者 ， 其原因在

此
”

。 希望
“

中华文字之手写字形 ， 能举国一致 ； 海外侨胞 ， 亦
一

同推行 ， 长使 中

华民族在
‘

书同文 、 字同形 、 语同音
’

的大一统之下 ， 更加凝固团结 ， 千年万世 ，

① 戴红亮 ： 《 台湾语言文字政策》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 0 1 2 年版 ， 第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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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垂无疆之休
”

。
？ 不可否认 ，

“

台湾国 民党当局
”

对传统字强行赋予了
“

国家
”

政治的象征意义 ， 自诩其
“

维护 中华文化的正统地位
”

、

“

做中华文化的领航者
”

、

“

显示台湾在中华文化的主体角色
”

， 这些都具有 明显的政治动机 ， 但其从汉字安

全的角度出发强调传统字是中华文化的标志 、 维护传统字 以 防止 中华文化断层
，

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

据此 ，
为了积极应对当代汉字体系简繁体不统一的局 面 ，

我们应在如下几方

面考量 。

第一 ， 我们要将汉字简繁体不统
一

的问题提髙到汉字安全 、 甚至 国家安全的

高度来认识 。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 诸侯各 自 为政
，
字形不同 ， 社会

动荡 。 公元前 2 2 1 年秦始皇统
一

中 国后 ， 推行
“

书同文
”

的政策
，

丞相李斯编写

识字课本 《仓颉篇》 ， 用小篆作为全国统
一的字体 ， 大大促进了全国经济和文化的

发展 。 自此
，

“

书同文
”

成为中华历史上实现统
一

的基本而重要的国策 。 正如学者

所言 ：

“

中华民族素有
‘

书同文
’

的传统 。 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汉字发展演变

的历史 ， 可以发现 ，

‘

书同文
’

总是和中华民族政治的统
一相联系 ， 而

‘

文字异

形
’

总是与政治的分裂相始终的
”

。
② 纵观世界各国文字体系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

也可以看出 ， 统
一

的文字是国家凝聚力 的重要源泉 。 南斯拉夫被称为
“

两种文

字 、

一个国家
”

， 统一语言为塞克语 （ Ｓｅｒｂｏ
－Ｃｒｏａｔｉａｎ ）

， 但由 于政治宗教的影响 ，

始终用两种字母书写 ：

一

为斯拉夫字母 （ 西里尔字母 ，
Ｃｙｒｉ ） ，

—

为拉丁字母 ，

形成
“
一语两文

”

的局面 ， 这也是 1 9 9 2 年之后造成 国家解体 、 分裂为六个国家

的重要原因之一 。 可见一种稳定 的文字体系在 国家安全中具有 的重要价值和

作用 。

今天我们要实现振兴中华的中国梦 ， 实现祖国统
一

，
汉字安全问题非常重要 。

如果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汉字字形不统
一

，
几代人后 ， 中华民族能有认同感吗？

有学者说 ：

“

未来的世界大国不仅在经济 、 政治 、 军事上要是大国
，
在文化上更要

是大国 、 强国 。

…
…真正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归根到底 ， 汉字传递的是中

国 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信息 ， 文化优势正是中国发挥地区乃至世界影响力的有利 因

素 。 所以 ， 从文化战略的角度 ，
也必须重视汉字

‘

简体
’

和
‘

繁体
’

的问题
”

。
③

① 陈立夫 ： 《标准行书范本 ？

序》 ， 台北 ： 台湾书局 1 9 7 8 年版 ， 第 2 页 。

② 林允富 ： 《祖国统
一

与繁简字统
一

》
， 载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

1 9 9 7 年

第 4 期 ， 第 1 1 5 页 。

③ 冯雷 ： 《汉字的发展方 向——汉字
‘

繁
’ ‘

简
’

之争的文化考辨》 ， 载 《文化中国 》 ，

2 0 0 9 年第 3 期 ， 第 3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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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今汉字繁简不统
一的局面 ， 有学者一语道破 ：

“

当今华人世界中繁简汉字的

并存 ，
某种对立 、 分裂 ， 实质上是列强对中 国侵略留下的创伤

”

。
？ 有学者指 出 ：

＂

大中华文化——大陆 、 两岸三地
， 也包括海外两百多个国家的华人社区

——汉字

处于严重不和谐中 …… 至少对 目前来说 ，
它造成了大中华文化的断裂和隔阂

”

。

“

要和谐汉语 ， 必先和谐汉字 ； 要和谐大中华文化 ， 亦须先和谐汉字 。
… …正视并

解决简化字问题并与繁体字沟通 ， 刻不容缓
”

。
②

第二 ， 本着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
，
发挥政府的权威作用 ， 切实解决汉字简繁

体不统
一

的问题 。 以前就有很多文艺界的文化名人 、 政协委员强烈要求恢复传统

字形 ， 也有人建议
“

用十年时间废除简体汉字
”

。 但对于繁简问题 ， 目前两岸很难

达成共识 ， 结果也就是维持现状 。 2 0 0 6 年之后 ， 台湾 当局提 出诸如
“

识正书简
”

“

识繁写简
”“

识繁用简
”

， 皆为不得已的折中之举。 有学者认为这又带来新的 困

惑和麻烦 ：

“

繁简并存决非长久之计 ， 那将争论不息 ，
贻害无穷 。

”

③ 我们应该从

中华文化的大局出发 ， 从汉字安全的高度 ， 努力
“

纳入科学的思考 ， 降低政治的

温度
”

。
④ 祖国大陆推行的简化字几乎都是古 已有之 ， 是在社会之中流行了几百上

千年并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字形字体 ， 并非是新中 国政府硬性创造的 。 其实早在

1 9 3 5 年 ， 简化字就作为政府行为推广 ，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就公布了 《第

一

批简体字表》 ， 共收 3 2 4 字 。 所以台湾当局和有关人士理应破除认为简化字是大陆

政治产物的误区 。 另一方面
，
台湾地区 《标准字体表》 中确定的标准形体中有 比

较合理的
，
祖国大陆的语言文字权威部门也不应当漠然视之 ， 在对某些汉字进行

调整时 ， 也应当考虑台湾地区的汉字标准 。 王力先生早在 1 9 3 8 年所作的 《汉字的

将来》 写道 ：

“ ‘

六书
’

虽是守旧的东西 ， 然而二千年来 ，
汉字的形式赖此而得到

统
一

。 守 旧虽可批评 ， 而统
一

的利益实在太大了 ， 为了要求统
一而守旧 ，

还是值

得的 。 试看各国的文字也都在墨守着旧的形式 ，
英文的 ｎｉｇｈ ｔ

、
ｒｉｇｈｔ 并不曾因求便

利而改为 ｎｉ ｔｅ 、 ｒ ｉｔｅ
； 法文的 ｓｃｅａｕ 、 ｃｈａｍｐｓ 也不曾因求便利而改为 ｓｏ 、 ｃｈａｎ 。 违反

旧形式而求便利 ， 在书写上诚然便利 了些 ，
但是失去 了文字的统

一

性 ，
究竟是得

不偿失 。 因为统一性本身就有最大的便利 ，
而且 ， 我们对一切生活都应该有规则 ，

① 许寿権 ： 《汉字复兴的脚步》 ，
北京 ： 学苑 出版社 2 0 1 4 年版 ， 第 2 0 4 页 。

② 李裙平 ： 《正视简繁字的沟通一关于和谐汉字的一些思考》 ， 载 《文化中 国》 ，
2 0 0 9

年第 3 期 ， 第 1 9 、 2 7 页。

③ 丁启 阵 ： 《汉字繁简并存不是长久之计》 ， 载 《 中华读书报》 ， 2 0 0 9 年 3 月 2 5 日 ， 第

1 8 版 。

④ 赵明丽 ： 《汉字的应用与传播》 ，
北京 ： 华语教学出版社 1 9 9 9 年版 ， 第 1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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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化委全旄 阈 中 汉孛去全的 漭在危軋

写字也不该随意乱写 。

”

？ 这对今天汉字安全问题仍具有现实意义 ， 即对汉字字形

不可一味地
“

唯简化是从
”

。 要抓住机遇 ， 组织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学者专家 ，

切实落实汉字字形统
一的学术审定工作 ， 分阶段、 分步骤地逐

一

审定每一个汉字 ，

逐步缩小差异 ，
该简化的就简化 ， 该恢复的就恢复

； 不是全然简化 ， 亦非全然 回

归繁体 ，

一

切以统
一

字形为重 ，

一

切以符合汉字学规律为标准 ，

以求两岸在不远

的将来 ， 做到政治上
“
一国两制

”

、 汉字上
“

两岸一
‘

字
’ ”

， 早 日统一汉字字形 ，

使汉字安全真正消除隐患 ， 进而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软实力 。

（
二

） 国人汉字书写能力严重下降

汉字是世界历史上各大文字体系中 唯
一传承至今的表意文字 ， 包含着丰富的

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 ， 是我们民族祖先智慧的结晶 ， 是中华文明最灿烂的瑰宝之

一

， 蕴藏着不可侵犯的民族尊严 、 崇高强大的民族意识和 自强不息的创造智慧 。

不论是提按疾涅的手写过程 ， 还是温润雄奇的各异风格 ， 书写汉字体现了中 国人

的形象思维和才华修养 。

“

西方文化重语言 ， 重说
； 中 国文化重文字 ， 重写

”

；

“

中 国文化在其深层结构上是以字学为核心的 。 之所以说是
‘

深层
’

的 ， 是因 为
‘

字学
’

似乎是中国
一

切传统学 问的基础 ， 中 国传统式的学者 ，
无论治经 、 治史 、

治诗 ， 总要在
‘

字学
’

上下一番工夫 ， 才能真正站得住脚
”

。
？ 汉字是中国精英文

化的根源 ，

“

精英文化 ， 都要以文字作为前提 。

” ③ 我们不可丟失汉字书写的文化

传统 ， 正如著名汉学家髙本汉所言 ：

“

中 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言情形非常适合 ， 所

以它是必不可少的 。 中国人抛弃汉字之 日就是他们放弃 自 己的文化基础之时 。

”

④

汉字的书写传承已经 日 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 其中错别字与书写难看最为

显著 。 国家语委的一项调查显示 ， 花费超过 1／ 4 的时间用在外语学习 的大学生达

到 6 5 ％ 以上
，
以致有人惊叹 ：

“

汉语是否已经到 了危急时刻可 以讨论 ， 但是汉语

汉字的使用和中华文化的传承确实 出了不容忽视的 问题。 对汉语汉字的普遍蔑视

会逐步消解和瓦解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 。

” ⑤ 在山西省太原市桃园南路西里

街 ，

一

面经常有学生路过的使用传统汉字刻制 了近百首唐诗宋词的文化墙引起了

① 王力 ： 《汉字改革》
，
载 《龙虫并雕集 （ 二 ） 》 ， 北京 ： 中华书局 1 9 8 0 年版 ， 第 6 6 5 页 。

② 叶秀山 ： 《美的哲学 》 ， 载 《 叶秀 山文集 ？ 美学卷》 ， 重庆 ： 重庆 出版社 2 0 0 0 年版 ， 第

1 0 0 页 。

③ 何九盈 ： 《汉字文化学》 ，
沈阳 ： 辽宁人民出版社 2 0 0 0 年版 ， 第 2 8 7 页 。

④ ［瑞典 ］ 高本汉 ： 《 中 国文与 中国语》
， 张世禄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 9 3 3 年版 ， 第

4 9 页 。

⑤ 陈菁霞 ： 《专家呼吁要警觉
“

中 国人不会写中 国字
”

》 ， 载 《 中华读书报》 ，
2 0 1 3 年 9 月

1 1 日 ， 第 1 版 。

？

 4 4 
？





2 0 1 5年 笫
3 期

当地市民的非议 。 据市 民统计 ， 这面
“

文化墙
”

上共计出现了 3 3 处错别字 。 设立

单位的初衷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 但在古诗词的简繁体转化时出现了纰漏 。

“

白髪

三千丈
”

的
“

髪
”

字错用为
“

發
”

，

“

舊人看新曆
”

的
“

曆
”

字错用为
“

歴
”

， 造

成
“

文化墙
”

无文化的尴尬 。
？ 甚至在北京的孔庙和 国子监这

－
的 国家级文物机

构里 ， 许多标牌 、 装饰品上也错字频出 。
2 0 1 1 年故宫博物院感＆北京市公安局破

获失盗事件而赠送的锦旗上 ， 仅仅十个汉字 ， 却将
“

捍卫
”

写成
“

撼卫
”

， 引起

网友揶揄 ： 差错率高达 1 0％ 。
②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手机 、 互联网的普及 ， 由 于电脑键盘打字的流行 ， 汉字书

写由持笔变为大部分由电脑输人来完成 ， 又因为
“

外语热
”

以及影像文化盛行等

因素的冲击 ，
造成了 国人提笔忘字 ， 汉字手写能力急剧下降 ， 汉字书写

“

渐行渐

远
”

， 出现了数典忘祖的
“

新文盲
”

， 给汉字安全带来巨大的冲击 ， 电脑被称为
“

手写体的诅咒
”

。

“

零点指标数据
”

针对京 、 沪 、 穗等 1 2 个城市进行的
“

中 国人

书法
”

系列 的调查结果显示 ： 有 9 4 ． 1 ％ 的受访者都 曾提笔忘字 。
③ 一项对 3 1 9 名

大学生的测试显示 ， 有 1 6 ． 4 ％ 的人承认 自 己在汉语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是
“

不认识

的汉字太多
”

， 有 3 0 ． 1 ％ 的人认为
“

影像文化占据绝对优势 ， 文字越来越不重

要
”

等 。
④

如何应对国人汉字书写能力下降的危机 ， 我们应该进行如下几方面的努力 ：

第
一

， 在思想认识上充分重视汉字书写能力 。 汉字书写问题不能仅视为
一

个

人的写字能力 ， 而应当提高到关系汉字安全问题的高度来认识 ， 提高到增强文化

软实力 的高度来考量 。 如果 中国未来几代人写字能力持续普遍下降 ， 汉字的传承

就会形成缺损 ， 会导致文化 自信严重缺失 以及中华民族价值观和信仰 的危机 。

“

键

盘书写代替了手写文化 ，

……汉字完全由拉丁字母所代替 ，
而失去了它的

‘

象形
’

的特征 。

”

随着手书的逐渐消失 ， 我们的思维方式 、 生活方式和对世界的看法也都

会发生改变 ，

“

书写文化的变化 ， 影响到了语言文字安全 ， 进而也为意识形态安全

① 黄锐 ： 《 山西太原
“

文化墙
”

出 现错别字 》
， 新华网 ，

ｈｔｔ
ｐ

： ／／ｎｅｗｓ ．ｘ 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 ｃｏｍ／ｐｏ ｌｉ
ｔ
ｉｃｓ ／

2 0 1 4
－

1 2 ／1 0 ／ｃ
＿

1 1 1 3 5 9 5 1 4 0 ．ｈｔｍ 。

② 侯莎莎 ： 《故宫赠警方锦旗 出现错另！
1字》 ， 新华网 ，

ｈｔｔ
ｐ

： ／／ｎｅｗｓ ． ｘｉｎｌｍａｎｅｔ ．ｃ ｏｍ／ｐｈｏｔｏ／ 2 0 1 1
－

0 5 ／ 1 4 ／ｃ
＿

1 2 1 4 1 5 0 1 ｌ
＿

3 ．ｈｔｍ。

③ 朱越 、 战 《

“

汉字热
”

中热议汉字文化传承》 ， 载 《光明 日报》 ， 2 0 1 3 年 9 月 2 8 日 ，

第 6 版。

④ 向楠 ： 《 8 0 ． 8％ 的人确认我们存在汉语应用能力危机》 ， 中青在线 ，
ｈｔｔ

ｐ
： ／／ｚｑｂ ．ｃｙｏＬ ｃｏ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2 0 1 0
－

1 2 ／ 2 1 ／ｃ ｏｎｔｅｎｔ
＿

3 4 6 6 5 3 6 ．ｈｔ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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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化去全视 同 中汶孛妾全的漭在危机

和价值观念安全带来隐患 。

“

？

著名媒体文化学家尼尔 ？ 波兹曼 （
Ｎｅ ｉ ｌＰｏｓｔｍａｎ ） 曾提到欧洲 中世纪进入愚

昧黑暗时期的原 因 ：

“

每
一

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 ， 北方蛮人人侵后 ，
罗马帝国

跟着就灭亡了 ， 传统文化被神秘化 ， 欧洲随后陷人所谓的愚昧黑暗时代和 中世

纪
”

， 他总结了 四点原 因 ， 其中
“

第
一

点是读写能力 的消失
”

，

“

我们定义一个

识字文化 （
ｌｉｔｅ ｒａｔｕｒｅｃｕｌｔｕｒｅ

） ， 不是基于它是否拥有
一

个文化系统 ， 而是基于社

会上有多少人能够识字
”

。
？ 这样的历史经验教训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 如果国人汉

字书写能力持续下降 ，

“

长此以往 ， 不仅会影响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 ， 而且会危及

国家文化安全…… 电子时代汉字书写能力退化只是表层危机 ，
汉字灵魂的丧失才

是深层危机 。 我们不仅要治标 ， 更要治本 。 只有切实加强汉字历史和文化的研究

与教学 ，
唤 回汉字的灵魂与精神 ， 让国人对汉字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 才能重

塑文化 自信 ， 增强 国家文化软实力 。

” ③

第二 ， 在全民教育教学体制上要进行调整与改革 。 中 国当代社会过度推行英

语教育 、 强调英文考试 ， 大大挤占 了国人研习 、 书写汉字的时 间 。 英语学习 当然

重要 ， 但是在今天的中 国 ， 从幼儿园到大学 ， 从学校到社会培训 ， 在教育 、 升学

和晋级等诸多方面 ， 过于强调英语学习和考试。 由于英语考试事关人们的前途和

命运 ， 大中小学生们只能利用
一

切可以 利用的时间去学习英语 ， 而减少 了对汉字

文化的研习 。 在大学里 ， 英语是必修课 ， 而大学语文则往往只是象征性的选修课。

毕业后应聘工作时 ， 用人单位也更看重应聘者的英语水平 ， 这都让很多大学生往

往产生
“

如今英语比汉语更重要
”

的观念 ； 从幼儿园到大学再到工作 ， 英语学习

花费掉人们很大的精力和时间 ， 严重挤占了他们学 习汉字的时间 。 因此 ， 我们要

充分评估推行全民英语学习 和考核对中 国汉字安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 调整当

前的教育理念以及课程设置 ， 减少外语课的课时 ， 加强大中小学校中有关汉字 、

书法的教育教学 。 在高校中重视
“

大学语文
”“

大学书法
”“

硬笔书法
”“

汉字学

概论
”

等课程的设置 ，
列为必修课 ， 设定充分的学分 。 大力开展课内课外的各类

汉字书写或书法考试 、 比赛和展览 ， 同时减轻英文学习 的负担 ， 使大学生研习汉

① 董璐 ： 《文化安全遭受威胁的后果及其内生性根源 》 ， 载 《 国际安全研究》 ， 2 0 1 4 年第 2

期
， 第 7 6 页 。

② ［ 美 ］ 尼尔 ？ 波兹曼 ： 《娱乐至死》 ， 章艳译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 0 0 9 年版 ， 第

1 7 2 、 1 7 3 页 。

③ 沈祖春 ： 《认识与应对
“

汉字危机
”

》 ，
光明网

，
ｈｔ ｔｐ ： ／／ｎｅｗｓ ．

ｇ
ｍｗ ． ｃｎ／ 2 0 1 4

－

0 5 ／ 1 0 ／ｃｏｎｔｅｎｔ
＿

1 1 2 7 4 9 7 2 ．ｈ ｔｍ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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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涑虔ｊ
？

斯宛 2 0 1 5 年 第 3 期

字书写的时间得到充分保障 。

第三 ，
政府应整合相关部门加强对全社会各领域汉字书写规范的监督和管理 。

汉朝对汉字的书写就有严格的法律制度 ， 规定书写汉字的笔画不可随意增减 。 汉

初萧何立法 ：

“

吏民上书字或不正 ， 辄举劾
”

。
？ 汉武帝时 ， 郎中令石建呈上书奏 ，

退朝后 ， 突然想起奏折中
“

马
”

（馬 ） 字少写 了一个笔画 ， 惶恐至极 ， 因为很可

能遭到
“

遣两
”

之罪 。
？ 可见当时社会对汉字书写非常重视 ，

以致后来刘勰感叹

道 ：

＂

汉初草律 ， 明著厥法。 太史学童 ， 教试六体 ；
又吏 民上书 ， 字谬辄劾 。 是以

马字缺画 ， 而石建惧死 ； 虽云性慎 ， 亦时重文也 。

”

③ 今天政府部门应当对社会公

共交通场所 、 设施
，
博物馆 、 美术馆 、 影剧院等文化场所以及影视屏幕的字幕 ，

加强正确使用汉字的督查工作 ， 加大处罚力度 ， 消除错别字
“

硬伤
”

。 对公务员队

伍也要有计划地加强培训 ，
对政府机构的公文 、 牌匾标志 中的错别字现象也要跟

进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 。

（
三

）
大众传媒以及社会某些人群滥用不雅汉字

在世界各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的历史长河之中 ， 都普遍遵循本民族文字应用 中

的禁忌规矩 ， 普遍认为涉及性行为和性器官的字词是
一种亵渎语 ， 大众媒体都不

会使用此类文字 ，
正式出版物 中必须出 现时 ， 也常以 隐讳符号来代替 。 在英美文

字系 统中 ， 即使出 现 了
“

性解放
”

之风 ， 美 国人也并不是毫不掩饰地谈论性

（
ｓｅｘ

） ， 英语文化中特别忌讳在公共场合或男女都在场的情况下说那些 由 四个字母

组成的下流字词 （
ｆｏｕ ｒ

－

ｌｅｔｔｅｒｗｏｒｄｓ
） ，

④ 这类
“

四字母词
”

词曾被禁止收入 《 牛津

英文词典》 ， 也被严禁用在媒体以及 日 常书写中 ，
否则会被认为缺乏修养 、 谈吐不

雅 。 理所当然 ， 这
一

类含义的汉字也是我们大众传媒中应 当避忌的 。

但是 ， 当代中 国从引领大众文化的各类媒体到
一般民众网 民 ， 对粗鄙不雅汉 ．

字的使用竟然毫无顾忌 ， 以致
“

屌丝
”“

屌爆天
”“

傻逼
”“

我靠
”“

很屌
”“

学

屌
”

等不雅字词滥用 。 2 0 1 3 年 ，

“

北外特别行动小组
”

将源 自美国的话剧 《 阴道

独 白》 定名为 《 阴道之道》 ， 设计了特别宣传活动 ， 在网络大众媒体上发布了
一

系列 图文 ， 大量书写
“

阴道
”

等一系列涉及性器官禁忌的不雅汉字词汇 ， 引发了

① ［汉 ］ 班固 ： 《汉书
？ 艺文志 》

，
北京 ： 中华书局 1 9 6 2 年版 ， 第 1 7 2 1 页。

② ［汉 ］ 司马迁 ： 《史记 ？ 万石张叔列传》 ，
北京 ： 中华书局 1 9 5 9 年版 ， 第 2 7 6 6 页 。

③ 范文澜 ： 《文心雕龙注 》 ，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 9 7 8 年版 ， 第 6 2 3 页 。

④ 指ｆＵｃｋ 、
ｓｈｉｔ 、

ｃｕｎ ｔ、 ｄａｍｎ 、 ｐ ｉ
ｓｓ 等不雅词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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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极端对立的反应 。
？ 2 0 1 1 年底 ， 词语

“

屌丝
”

在中 国大陆地区年轻人群体中

流行开来 ， 在谷歌 （
Ｇｏｏｇｌｅ

） 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竟然达到 4  1 1 0 万次
，

在新浪微

博的搜索结果超过 2 2 0 万条 。 2 0 1 2 年 1 1 月 3 日
，

“

屌丝
”
一词堂而皇之登上 《人

民 日 报》 ， 引发 了 网友 以及社会大众的质疑 。 2 0 1 3 年 4 月 ， 在中 国 当红却也备

受争议的流行语
“

屌丝
”

走出 国 门 ， 伴随着商业广告 ，

“

屌丝 Ｄｉａｏｓｉ
——Ｍａｄｅｉｎ

Ｃｈｉｎａ
＂

的醒 目字样出 现在纽约时代广场 的 电视荧幕 ， 但很快被美国有关当 局禁

播 。
② 按照美国广告 、 传媒界的业内规定 ，

一些俚语及不雅之词必须被
“

屏蔽
”

掉 。 近期媒体曾报道某媒介研究中心发布的所谓全国首份 《屌丝生存现状报告》 ，

其中写道 ：

屌 丝平均薪酬 2 9 1 7 ．  7 元
，

7 2
． 3 ％ 的屌丝觉得 自 己活得不开心 。 最让屌 丝

们放不下 的还有亲 情 ， 屌 丝们平均每个 月 给父母 1 0 7 6 ． 7 元 。 从不 同 行业 来

看 ， 农林业屌 丝指数最高 ， 市场／公关／媒介、 运动健 身和金融／银行／投资／基

金／证券行业的屌 丝指数相对偏低。
… …根据调查报告 ， 屌 丝的基本

“

身份特

征
”

是这样的 ： 男 屌 丝一般在 2 1
－ 2 5 岁 ；

女屌 丝在 2 6
－

3 0 岁之间
；
他们 受教

育程度普遍不 高 ；
大部分外 出打拼 ，

还没找到另 一半 ， 平均 月 入 2 9 1 7 ．  7 元。
③

这样满篇
“

屌
”

字的文章映入社会大众特别是未成年人的眼帘 ， 当如何卒读？

“

屌丝
”

常用 以讥讽一个人具有穷 、 丑 、 矮 、 呆 、 胖等特征 ， 概指一类社会阶

层群体 ， 包括农民工 、 城市小手工业者 、 青年工人 、 不满现状的企业小雇员 、 困

厄 的专科生等等 。
④ 但是 ， 这完全可以试用例如

“

懵青
”“

穷草
”

等一类字词来

称谓 ， 为何偏偏用
“

屌
”

字 ？ 媒体以及某些 国人对此乐用不疲 ， 对受众而言也

形成了汉字层面的隐形暴力 ， 明显反映 了我们汉字应用理念中 的不 良因素 。 我

们经常 自 以为 当代社会比野蛮的封建时代更文明 ，
可是连元明时期的通俗文学

《水浒传 》 尚且间接地使用
“

鸟
”

字来处理涉及性器官的字词 ， 而当今号称现

代文明的媒体 ，
难道非得赤裸裸地使用

“

屌
”

字吗 ？

与特殊教育教学以及科普场合不同 ，
不雅汉字在社会生活和大众媒体中 的滥

用 ， 触犯了传统文化中汉字使用上的忌讳 ， 违背了 自古以来民众的用字文明规范 ，

① 傅双琪 ： 《校园女权主义话剧触碰公开谈
“

性
”

的禁忌》
，
新华网

，

ｈｔｔ
ｐ

： ／／ｔｉｅＷＳ ． Ｘｉｎｈｕａ
－

ｎｅｔ ． ｃ ｏｍ／ｅｄｕ／ 2 0 1 3
－

1 1 ／ 1 5  ／ｃ
—

1 2 5 7 0 7 4 0 0 

．ｈｔｍ  0

② 林方伟 ： 《又见高丝
——这回它走出 了 中 国 》 ， 载 ［新加坡 ］ 联合早报网 ，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

2ａｏｂａｏ ．ｃｏｍ／ｓｏｃ ｉａｌ ／ｍｉｘ／ｓｔｏｒ
ｙ

2 0 1 3 0 5 2 2
－

2 0 7 1 6 2  0

③ 董裴 ： 《

“

屌丝生存报告
”

的意义与温度 》 ， 凤凰网 ，
ｈｔｔｐ ： ／／ｎｅｗｓ

．ｔｆｅｎｇ ．ｅ ｏｍ／ａ／ 2 0 1 4 1 0 3 0 ／

4 2 3 3 8 3 6 8
＿

0 ． ｓｈｔｍｌｏ

④ 百度
？ 百科 ： 《屌丝 》 ， ｈｔｔｐ ： ／／ｂａ ｉｋｅ．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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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其他群体民众的不满 ， 还会给国人相互间的交流与理解带来阻碍 ， 从而可能

危害国人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 。 不知这是当代人放荡不羁 、 自 由任性 ， 还是文

化自戕 、 自毁长城的一种表现 ？

因此 ， 制定针对滥用不雅汉字现状的对策 ， 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

第
一

， 提高国人对汉字安全意识的认识 ， 以规范使用汉字为荣 ， 以使用不雅

汉字为耻 。 汉字承载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智 慧 、 思想与力量 ， 造就了 中 国源远

流长 、 底蕴深厚的文化气象 。 自古以来 ， 先人就敬重汉字的优雅 ， 刘勰 《文心雕

龙 ？ 练字 》 曾写道 ：

“

曹摅诗称 ：

‘

岂不愿斯游 ， 褊心恶猶呶
’

。 两字诡异 ， 大疵

美篇 。 况乃过此
，
其可观乎 ！

”

认为西晋曹摅诗句中 的
“

汹呶
”

这两个怪僻不雅

的字
，
就使本应美好的诗篇大受玷污 。

？ 社会上有人对不雅汉字随意滥用 ， 看似

博取噱头 ， 吸引 眼球 ， 增加点击率 ， 实则是对青少年的
一种文化误导 ， 更是对汉

字安全的
一

种损害 。

第二 ， 出版界 、 媒体要 自查 自律 ， 以身作则 ， 避免使用不雅汉字 ， 充分发挥

标杆效应 ， 弓 丨导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践行良好的汉字应用规范 。

“

珍视汉字这项

中国文化的精髓 ， 传承这份宝贵财富 ， 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 无与伦比

的荣耀 。

”

② 我们应大力增强对汉字安全的认识 ，

“

国家相关部门应当履行起职责 ，

媒体作为大众传播的主要载体 ， 也应当 以身垂范 ， 共同肩负起责任 。 对汉字多
一

份敬畏 ， 对外来词多
一

份审慎 。 从小处说
，
这关系到每个人的阅读效率 ； 从大处

说 ，
也关系着汉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和文化命脉的延续 。

”

③ 2 0 1 2 年底 ，
以

“

宣传

语文规范 ， 传播语文知识 ， 引导语文生活 ， 推动语文学习
”

为办刊宗 旨的 《咬文

嚼字》 杂志公布的
“

2 0 1 2 年十大流行语
”

中 ，

“

屌丝
”

并未当选 。 据 《咬文嚼

字》 相关负责人解释说 ， 专家们数次讨论此词 ，

一致认为其不雅 、 恶俗的趣味很

明显 ，

“

不合乎社会道德规范
”

， 有违 《咬文嚼字 》 收选
“

十大流行语
”

原则之
一

的
“

重视语词的文明度
”

标准 。
④ 这就是很好的做法 。

第三 ， 有关政府部门要提高文化安全的意识 ， 加强监督和管理 。 中 国政府主

管部门对社会上滥用不雅汉字的现象不能视而不管 、 处于
“

失语
”

状态 ， 应当整

① 范文澜 ： 《文心雕龙注》 ，
北京 ： 人民文学 出版社 1 9 5 8 年版 ， 第 6 2 4 页 。

② 人民论坛
“

特别策划
”

组 ： 《盘点当前最具价值的 2 0 个汉字
“

德信孝
”

位列前三 》
，
人

民网
，

ｌ
ｉｔｔｐ ： ／／ｔｈｅｏｒｙ ．

ｐ
ｅｏｐ ｌｅ ．ｃｏｍ．ｃｎ ／ｎ／ 2 0 1 3 ／ 1 0 0 8 ／ｃ 4 0 5 3 1

－

2 3 1 2 1 7 7 5 ．ｈｔｍｌ 。

③ 李昌禹 ： 《对汉字多
一

份敬畏》 ， 载 《人民 日 报》 ，
2 0 1 4 年 4 月 1 1 日

， 第 1 2 版 。

④ 张曦 ： 《 2 0 1 2 十大流行语公布
“

屌丝
”“

江南 ｓｔｙｌ
ｅ
”

未上榜》 ， 中 国新 闻网 ，
ｈｔｔ

ｐ
： ／／

ｗｗｗ ． ｃｈ 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ｃｕ ｌ／2 0 1 2 ／ 1 2
－

3 0 ／ 4 4 4 8 9 0 8 ．ｓｈｔｍｌ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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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化去全祝 闼 中 汉孛妾全的 潜在危机

合传媒 、 网络 、 新闻 、 出版甚至立法等部 门 ， 设置统
一

的权威机构来进行综合而

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 进行一场汉字
“

扫不雅
”

的运动 。 例如 ，
2 0 1 4 年召开的政协

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 针对 目前社会媒体上流行的
“

屌丝 、 装逼 、

逼格
”

等不雅字眼儿 ， 就有政协委员认为
“

有的 网络语言反映了 时代进步值得肯

定 ， 但有的网络语言粗俗猥琐 ， 绝不能当作文化的进步 。

”

主张政府有关部门要大

力弘扬和传播汉语的文字美 ， 减少网络语言污染 ，
加强对汉语的保护 。

？

“

中 国国家安全主要面临三大挑战 ： 即文化霸权主义的扩张 、 极端主义文化和

各种不良文化的腐烛及民族分裂主义文化造成的文化分裂
”

。

“

不尊重母语所造成

的国家安全问题对
一个国家和民族思维生存与发展来说 ， 可能是毁灭性的

”

。
②

目

前 ， 大众传媒中特别是网络新媒体中不雅汉字的滥用 ， 可谓
“

不 良文化的腐蚀
”

，

给国人带来内心的不安和忧患 。 正如学者所言 ：

“

国家文化安全关切的就是国家文

化利益是否受到损害 ， 国家文化主权是否受到侵犯 ， 即这种
‘

个性文化
’

是否得

到独立 自主的健康发展 。

”

③ 我们应当及时消除滥用不雅汉字的现象 ， 健康而优雅

地使用汉字 ， 维护汉字安全 。

五 结语

2 0 1 4 年 3 月 ， 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欧洲时特别强调 ：

“

我们要保持对 自 身文化

的 自信 、 耐力 、 定力 。

”④ 在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 ， 他还强调 ：

“

增强忧患意识 ，

做到居安思危
”

。 这些论述对于我们关注汉字安全潜在危机 ，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

老子云 ：

“

为之于未有 ， 治之于未乱
”

。

⑤ 虽然汉字在
“

使用人 口
”

指标上位居世

界第
一

， 可谓优势极大 ， 但我们必须要增强
“

见盛观衰
”

的忧患意识 。

当前汉字安全明显受到了外来字母词的冲击 ， 并且在 内部理念以及实践方面

也存在着混乱状况 ， 因此 ， 汉字安全问题并非无病呻吟 、 夸大其词 ， 而是理应提

① 张建松 ： 《沪政协委员呼吁减少
“

屌丝
”

等网络语言污染现象》 ，
新华网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ｓｈ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 ｃｏｍ／ 2 0 1 5
－

0 1 ＾2 5 ／ｃ
—

1 3 3 9 4 5 5 3 2 ．ｈ ｔｍ 。

② 赵波 ： 《西方文化渗ｉ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影响 》 ，
北京

： 中 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2 0 1 2 年

版
，
第 3 8 、 2 9 8 页 。

③ 韩源 ： 《 国家文化安全论
——全球背景下的中 国战略》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 0 1 3 年版 ， 第 2 5 页 。

④ 戚义明 ： 《文化 自 信壮行复兴路》 ，
新华网

，
ｈｔ＾） ： ／／ｎｅｗｓ ．ｘｉ

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ｙ2 0 1 4
－

0 6 ／ 0 7 ／

ｃ
＿

1 2 6 5 8 9 9 8 4
．
ｈｔｍ。

⑤ 任继愈 ： 《老子新译 》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 8 5 年版

， 第 2 0 0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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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化安全研究的议事 日 程 。 这不但因 为
“

汉字的创造 ，
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

对民族的万世长存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

… …汉字是人类文化史上
一

个非常宝贵的

发明 ， 是中华民族史上非常值得珍惜的传家宝
”

，

① 而且因为
“

语言文字是国家的

战略性文化资源 ，
是建设创新型 国家 、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 推进中 国特色新型工

业化 、 信息化 、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性资源 ；
推进语言文字事业科学发展 ，

．

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备条件 ， 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 推进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 是维护国家主权 、 尊严和核心利益的战略需要 ， 是

促进国家统一 、 民族团结 、 经济发展 、 社会进步 、 提升中 国 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

力的迫切要求 。

”

②

因此 ， 我们要正视汉字安全的潜在危机 ， 积极应对 ， 第
一

， 政府部门提高文

化安全的意识 ， 加强监督和管理 ， 在全民教育教学体制上进行调整与改革 ， 加强

大中小学校中有关汉字 、 书法的教育教学 。 第二 ， 出 版界和媒体 自査 自律 、 以身

作则 ， 充分发挥标杆效应 ， 遵照执行汉字应用规范 。 第三 ，
广大民众提高对汉字

安全意识的认识 、 主动 自觉践行良好的汉字应用规范 。 只有这三个方面共同努力 ，

只有当我们实现中 国梦之时 ， 我们的后代笔下
一笔

一画写的以及媒体呈现的 、 报

刊书籍上印刷的仍是祖先传下来的优雅美观 、 方块平面结构形态的正确汉字 ， 而

不是线性结构的拉丁字母 ， 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维护 中国汉字体系 的安全、 完整和

稳定 。

【收稿 日 期 ：
2 0 1 4 － 1 0 － 0 9 】

【修回 日 期 ：

2 0 1 5 － 0 1
－ 2 9 】

【 责任编辑 ： 齐 琳 Ｉ

① 杨义 ： 《汉字对维护国家统一贡献巨大 》 ， 载 《理论与 当代》 ，
2 0 0 9 年第 5 期 ， 第 5 8 页 。

② 教育部 、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 《 国家 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 0 1 2 －

2 0 2 0 年 ） 》 ’ 教育部 官 网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ｍｏ ｅ． ｅｄｕ ． ｃｎ／ｐｕｂ ｌｉｃ ｆｉｌｅｓ ／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 ／ｈ ｔｍ 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ｅ／ｓ 7 2 4 6 ／

2 0 1 3 0 1 ／ 1 4 6 5 1 1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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