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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4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的论文集《语言文字应用探索》，书内收入我在2004年以前写
的论文28篇。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是我的另一本论文集《语言文字应用丛稿》，收入自2004年以来我写的论文31篇。
这31篇论文分为五组，讨论的问题分别是：规范汉字表、简繁字、现代汉字（简繁字除外）、语文现
代化和语文辞书。
这些文章都是发表过的，这次编为文集，其中有几篇文章有小的改动。
改动是基于两种原因，一种是表述上有细微的改变，另一种是发表时曾经过编辑的加工，这次恢复了
原稿。
　　这些文章的写作，曾经耗费了许多时间，几经修改，力戒轻忽草率，但是限于学力和精力，创获
有限，不敢自以为是，敬祈各界读者指正。
　　这本文集中有些文章是答复别人的批评，有些文章是提出对别人文章的商榷。
为了便于读者比较论辩双方的是非，我曾想把相关的文章和我的文章放在一起，请读者审阅。
可是我和这些文章的作者绝大多数并不相识，无法征得他们的同意，这种设想只得作罢。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我和这些作者之间的论辩完全属于学术探讨。
我对他们非常尊敬，是他们的著作启发了我的思考。
我的看法一定会有谬误之处，需要日后补充修正。
　　感谢语文出版社为出版这本小书尽心尽力的所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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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31篇，这31篇论文分为五组，讨论的问题分别是：规范汉字表、简繁字、现代汉字(简繁字除
外)、语文现代化和语文辞书。
这些文章都是发表过的，这次编为文集，其中有几篇文章有小的改动。
改动是基于两种原因，一种是表述上有细微的改变，另一种是发表时曾经过编辑的加工，这次恢复了
原稿。
     本书可供相关语言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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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现代汉字学的学科建设再论《规范汉字表》的研制进入“收官”阶段的《规范汉字表》的研制《规范
汉字表》研制中的几个问题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简化汉字60年树立科学汉字观，正确认识繁简字  —
—接受《北华大学学报》编辑李开拓先生的访谈类推简化和类推繁化汉字繁简体的使用与传统文化的
继承正确对待繁体字的学习和使用简化字杂谈“复兴繁体字”——一个无法实现的梦评《中文兴衰关
乎国家统一》谈汉字的评价和前途  ——《现代汉字体系的科学性、简易性》质疑对《关于(现代汉语
常用字表)的两点意见》的意见汉字拆分的两种类型竖钩归折的主要理由要正确理解“统读”关于“记
念”和“纪念”  ——答杨荣树先生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科学阐释  ——《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编选序
言语文现代化这个筐子里该装什么东西？
汉语拼音与汉语拼音化  ——答某报记者问汉语拼音是现代化的文化桥梁汉语拼音是中国语文的瑰宝
慎言修订《汉语拼音方案》汉字输入中的形码和音码在争论中前行的字母词谈“据形定部”有关《现
代汉语词典》体例的几点建议略议《汉语大字典》的修订于细微处见精神  ——谈《新华字典》第十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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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认为，“彻底”解决现行规范字的矛盾这个目标是脱离实际的，也是做不到的。
像汉字这样复杂的系统，各部分之间几乎不可能完全协调一致，达到人们所希望的理想状态。
还是朱德熙先生说的对：“汉字里不合理的东西多得很，挑了这个还有那个，永远改不完。
我主张将错就错，现在已经够乱了，千万不要再随便改动了。
”⑨　　“重在整合”是指把原有的多个规范字表整合在一起，以便应用。
原有的规范字表发布的时间有先有后，而且体例不一，使用时常常要查阅几个字表，费时费力，十分
不便。
把这些字表整合在一起，把里面存在的矛盾、不一致的地方统一起来，这对推行规范汉字会带来很大
的好处。
要做好这件事，必须熟悉近50年来汉字简化和整理的历史，了解现有字表的利弊得失，然后才能做出
抉择，趋利避害。
这是件十分困难的事，也是十分重要的事。
做好了这件事，我们研制《规范汉字表》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多半。
　　“适度调整”是指对现有的规范进行调整时，必须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考虑社会付出的成本。
事实是提出调整方案不算最难，最难是要被群众所接受。
如果群众不接受，单靠行政手段去推行，也时常达不到目的，这叫民心不可违。
语言文字具有稳定性，对原有规范的调整，就是打破旧规范建立新规范。
群众是否愿意接受，主要看调整是否必要，调整后使用是否方便。
1986年重新发布《简化字总表》时只改动了6个半字，恢复“叠”“覆”为规范字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可是把“象”和“像”分开，恢复“像”为规范字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是因为“象”和“像”是高频字，对它们的调整群众感到并不十分必要，而且调整后使用不便。
为了方便调整，我把可以把推行的难度分为大、中、小三个等级。
改变单字的字形、改变单字和语素的配合关系，这个最难。
如把“斗争、干部”改为“门争、斡部”，就属于这一类。
调整字表的分级，和每级里的字种，难度中等；调整异体字，把某些淘汰的异体字恢复为规范字，难
度也属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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