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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20 世纪 20 年代）

在中国千年的封建社会当中，以文言文为代表的文化一直占

据重要地位。文言文推崇的教育理念是只有少数人方能够接触贵
族教育，大部分社会底层处于知识盲区，未能接受到良好的教

育[1]。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出于思想统

治与政治治理的需求，利用晦涩难懂的文言媒介构建文化藩篱，
对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一种排斥。百年来，中国汉语言文学改革

与嬗变可以追溯到晚晴黄遵宪提出的“语文合一”主张，其在

1887 年《日本国志》中提出“语言与文字分离，则通文者少；
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观点。后世将这一观点称为汉语

言变革与嬗变前奏。清末梁启超、陈荣衮等人倡导晚清白话运

动与20 世纪初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五四白话文革命，有力
地促成中国传统汉语言文学向白话文转变，推动汉语言的现代化

转型[2 ]。

1.1晚清启蒙与文学语言改革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集体价值一直是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

不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还是仁者爱人的儒家理念，整体上倡导的

是一种忘我的价值追求。对于个人而言，这一价值追求最大弊端
便是迷失自我与个性泯灭。在如此价值观指引下，人们便会形成

一种以国家意志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至上价值观念，进而变成“顺

民。而晚清时期思想启蒙运动主要表现是当国家权力出现危机之
时，人民自我意识觉醒，而这种觉醒需要借助知识分子的倡导与

呐喊，方才能够实现。处于这一环境中，晚清中国思想启蒙任务

最终锁定在打破文言文对人民大众思想束缚[3]。由此便造就中国
近代以来思想启蒙运动主要是从文学书面语言变革开始。是以，

一些文人墨客便从中国延续数千年诗文进行改革，提出诗界革命。

其中，黄遵宪以其语言改革成效被称作是诗界革命旗帜。诗界革
命是维新变法后兴起一种诗歌改变运动，有力冲击了传统诗歌的

形式主义文风，用新语言反映新时代、新思想，意在摆脱旧体诗

歌的约束，一定程度上解放诗歌的表现力，推动汉语言改革与嬗
变。

1.2文言白话进程

文言与白话共同属于汉语言体系，但实际上二者是两种不同
的话语表现形式，最明显的区别是在语言与语法结构上[4]。白话

与文言文主要区别是，文言文在繁体字运用、句读停顿、语言结

构置换等方面。如今，我们使用通俗易懂的现代汉语进行创作与
交流极为方便。而经历了数千年文言文的中国社会则经历多种坎

坷与阵痛。因此探究从文言文到白话嬗变，便需要将目光转移至

清末汉语言改革与白话运动为标志的语言革命。从中国文化发展
历程上来看，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主要是从文学语言范式

转变开始。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文言白话化开启中国现代文学进

程[ 5 ]。
1.3白话理论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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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与民国初年，中国文化处于中外交锋与古今区分的

临界点，加之动荡的社会实情打破中华民族独立自主文化发展状

况。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严峻生存危机，但
同时也孕育着新社会文化形态。在此历史环境中，晚清文人志士

最早提出文言白话化改革，主要代表者主要包括梁启超、黄遵宪、

王照等人物。黄遵宪在1887年黄遵宪《日本国志》中提出语言与
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为文言文白

话化奠定理论基础。同时，他对诗歌中抄袭成风的文学现象进行

批判，主张我手写我口的创作理念，明确文言白话化具体要求，这
比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提出文化改良早了近三十年。因此被称作

是文言文白话开始。梁启超作为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发起者与推动

者，其发起的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对中国文言文为主诗歌改革
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用。在诗界革命中，梁启超提出新意境、新

语句和古风格主张，明确对诗歌语言提出新语句。与旧时语句对

比，梁启超的新语句不仅要求内容新，还要求形式与格式新，这
为文言文白话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总体而言，晚清社会思想状

况在政治控制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下，从一片死气沉沉景象转

变为波涛汹涌的状况。然而，在危机中不论是文化自身的发展，还
是出于社会发展需求的考虑，梁启超、林白水等人均提出白话的

主张，掀起晚清文学的改革浪潮。总之，晚清时期文言白话的提

出，是文化自信发展必然结果。
1.4文言白话的语用资源

在晚清时期，中国面对内外交困窘境，开始文化运动。在

文化运动中，文言文白话化提上日程。讨论文言文白话化成为
文化运动主要内容之一。在实际探讨过程中，什么是文言文白

话？如何实现文言文白话化？文言文与传统文言之间关系如何成

为新文化运动中需要讨论重要课题。首先，文言白话化内涵是
什么，文言与白话之间关系其实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

间的对立关系，二者之间不可调和矛盾体现了文言与白话之间存

在隔阂。文言主要是指封建社会中以古汉语为基础，经过艺术
加工而成的书面用语，较为重视云麓与辞章典故，重视文体限

制与文采铺设，主要以诗词歌赋为主，且主要流行于封建官员

之间。对于文言理解，一般需要经过专业学习和训练的知识分
子方能够看懂。白话主要是指俗语，是在人民大众间的流行用

语，以简短明了为主要特征，较为重视实用性，但与由于地域

因素也会呈现出不同白话形式，如各地区方言。白话在文化运
动中作用是打破封建社会文言与白话之间沟通壁垒，实现文言与

白话两大文化圈的统一。其次，如何实现文言白话。最为直接

方式就是白话文文学，具体方式主通过通俗小说而实现。自小
说诞生以来，一直被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所接纳，也被排斥在

三教九流之外。同时，小说在社会民众中获得流行，尤其是在

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群中，文笔通俗易懂的小说对于其来说是主要
的精神供给。小说主要是通过浅读、听书、传诵等方式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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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之间流行。与格调高雅的诗词相比，小说较为贴近人民大

众。因此，小说成为晚清时期文言文学白话化的主要方式之一，

且此方案可行性极高。实际情况中也证明以小说作为文言白话化
的改革方案，确实能够达到文化普及的效果。同时，报章白话与

翻译白话均是文言白话主要语用资源。

2　汉语言通俗化进程（20 世纪 30 年代 -1976 年）
从20 世纪30 年代起，汉语言受政治媒介生态作用逐渐凸

显。以1949 年为界，汉语言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主要包

含的阶段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呈现出共产党
与国民党两大党派对峙的局面，为争取社会话语权，和打破国

民党文化围剿，以左联作为代表开展文学阵营文学运动，推行

文艺大众化，这一行动最重要的成就便是文学语言开始向人民大
众靠拢。

2.1新文言与语音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将白话作为文学正统是现代文学区别传统文学的主要标志。
五四后，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新文学的主要标志，但融合口

语、方言，以及部分文言之后的白话，使得群众阅读文学作品

更加困难，形成了四不像的新文言，出现新文学与广大读者疏
离的情况。之后，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兴起，新文学逐渐与人民

大众结合，开始服务大众。这主要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之一就是实现文学语言大众化，要求文学作品的文字组织必须要
实现简明易懂，使得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均能够听懂古代语言文

字。基于此，作家会竭尽全力排除知识分子式的句法，主要研

究工人与农民能够接受的语言表达方法。至此，追去大众语
言，建设大众化文学，促进新文学语言与大众紧密联系成为新

时期文言白话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白话语言为新文学创作

提供了材料，但是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差别，即语言是语言，
文学是文学。语言需要加工后方才能够成为文学，具体流程如图

1所示。

2.2文学语言的大众接受困境
一种新语言出现必然会拥有不同的阶段，尤其萌芽与发展阶

段，且需要一定的载体。语言或者文学作为一种媒介，是与其本

身存在媒介生态具有密切的关系。近代以来，白话运动与新语言
的政治媒介生态、文化媒介生态以及经济媒介生态具有密切的关

系。换言之，语言革命是由当时整个社会的直接或者间接作用于

其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等因素组成。因此，透过文字或者
语言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审视当时社会的历史发展情况。

在中国封建社会当中文学具有阶级性。而近代兴起白话文学受到

传统社会治理影响，其也存在一定阶级性。白话文发展，是在

特定的历史社会赋予了知识分子进行大众思想启蒙，其启蒙的对

象主要是以文化程度不高或者目不识丁广大社会底层民众。随着
无产阶级革命兴起，广大社会群众成为了白话文学的改变传播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因为人民群众受到压迫最为严重，因此呈现

白话文学在形式与内容上均体现无产阶级的生活与生产需要。与
文言文学相比，白话文学阶级性并没有明确的外延。因此，一

个普通居民只要具备一定阅读能力，不论其身份如何，均能够

成为白话文学的服务对象。
2.3大众语的构建路径

社会文化的主动权主要掌握在社会大众手中，而占据社会

80%以上大众处于低文化水平阶段，这就导致社会文化资源分配
存在严重不均衡现象，如何打破这一局面成为无产阶级需要解决

的主要问题。文艺大众化的一个主要的障碍便是语言。五四白话

并不是广大人民群众，因此通过学者们的多种讨论，可从以下几
个方面构建大宗语言的实施路径。首先，以现有知识分子作为引

导，引导人民大众利用新语言。其次，提高大众文化水平。可

通过推行学校基础教育，组织大众通过识字运动改善文字贫困的
实情。最后，加强大众语的宣传与普及教育，通过创作通俗易

懂的大众小说，研发新戏曲等方式，实现文艺大众化。

3　汉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20 世纪末）
汉语言语境的变迁让欧化的现代汉语成为承担百年中国文学

形象的符号媒介。进入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文化语境的变化，

新时期文学确立新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形式是在多元文学格局
中形成，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

宽松下的话语解放；二是多元文学格局与汉语言文学形式多变。

新时期，在党和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实施对内改革与对外
开放战略。这一环境因素为汉语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1    白话与文学间的关系

有力地推动了汉语言发展与
现代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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