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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部《中国当代语言规划的理论和实践》，是友生郭龙生的博士论文。
龙生原是我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时的部下，自获得硕士学位后即任职于国家语委的语言文
字应用研究所。
我离任后，他又随我攻读博士学位。
语用研究所人少任务重，在他就读期间，还承担着不少课题和相关工作，因此难以按时完成论文。
这样，他的博士学业前后竟用了将近七年才得以完成。
　　龙生是个极为敦朴实在的人。
每当上课或和他讨论问题时，我颇有其“不违如愚”的感觉，但他有时确实“亦足以发”，所以我常
在心里发出“生也不愚”的感叹。
他毕业已经几年了，但只要我上课，则他必到，乃至每位师弟师妹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他更是很少缺
席。
什么时候如果发现他没有坐在下面，那一定是出差了。
师弟师妹也都把他视为真正的兄长，有课或答辩就通知他，需他伸手，他必竭尽全力。
其实论年龄和资历，他们之间确乎已在师友之间了。
　　他所做的工作、他所要写的博士论文，都需要他的这种“如愚”和执著的性格和精神。
　　语言规划工作，政策性、学术性和社会性、操作性都很强。
无论是从事这项工作，还是就语言文字的规范化进行研究，既需要扎实的学术功底，又必须耐得住寂
寞；空头理论家、邯郸学步于外国语言理论和政策者，都不适合这个领域。
功底、勤苦，龙生都是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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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理论角度入手，以问题为切入点，在全面梳理中国当代语言规划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当
代语言规划的定义、目的、意义、任务、内容、类型以及构成要素等，构建了中国当代语言规划的理
论框架。
第一次从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传播规划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当代语言规划的特性与原则、方法与过
程以及实施的条件等。
本书还展望了中国当代语言规划及其研究的未来，指出问题，寻求对策，认为中国急需建立更加完善
的语言规划运行机制，统一协调，有效地管理中国境内的语言文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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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荀子继承了孔子正名论的主旨，强调语言文字必须规范化、标准化，并且是由国家以行政干预的
方式加以实施的。
他折中于孔、墨，从语言发展规律出发，注意到语言的相对稳定性和语言的绝对变异性的特点，主张
循名正实与取实予名相结合。
他一方面纠正了孔子因循守旧、只求语言稳定不顾语言变化的偏颇，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墨子只见语言
变化、取实予名而不顾语言稳定的失误，全面地处理了语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此外他还提出了语言规范的原则和推行民族共同语的方法。
他的语言规范理论，既尊重社会对语言的约定俗成性，又强调了人，特别是明王圣贤干预语言生活、
因实制名的能动性。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措施，规范语言文字。
秦朝文字政策很灵活，采用了多种切实可行的方法疏导社会用字。
西汉中期以前，社会上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社会整体的文字规范意识较强。
东汉末年曾出现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碑刻经书、规范文字的伟大工作。
熹平石经的诞生，使五经有了官方石刻定本，后儒晚学，以石经文字为准的，在统一书面语言文字的
同时，也提高了全社会语言文字的规范意识。
唐初的颜师古奉诏刊正五经文字，制作《字样》，作为国家标准颁行天下，开创了官修正字书的先声
。
颜元孙著《干禄字书》，颜真卿手写并刻之于碑，通过科举考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楷体正字的规范
作用。
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从制度上保证并促进了语言文字的规范。
唐代科举的兴起对语文规范影响巨大，并一直贯穿于之后千余年的文教事业之中。
《康熙字典》作为清政府管理和规范语言文字的成果，具有自觉的进步的规范意识。
作为“御定”的字典，它对于清代的文字规范有促进意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当代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

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是龙生先生的博士论文。
《中国当代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试图从语言规划一般理论问题的探讨人手，对中国当代语言规划
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作较为全面的分析，力图在探求中国当代语言规划独特之处的同时，总结中国当代
语言规划的规律，进一步挖掘中国当代语言规划实践的理论价值，试图构建中国当代语言规划的基本
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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