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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字简化 的厉史到众有多长

施 春 宏

(陕西 日报 ) 1 9 9 4 年 9 月 3 日报导陕西省渭北澄城县发现 了一 口金代大铁钟
,

距今 已有

80 2 年
。

钟体铭文中有 16 2 个简化汉字
,

并称这一发现
“

将我国简化汉字的历史提前了近 500

年
,

从而结束了
`

汉字简化 300 年
’

的历史说法
。 ”

新华社 19 94 年 10 月 27 日也播发了
“

汉字简

化八百年
”

的消息
。

(人民 日报 ) ( 1 9 94 年 n 月 5 日 )等多家报刊登载了这一消息
。

今年 1 月

2 0 日
,

(光明 日报 )发表何其烈的来信
,

以 1 9 8 3 年湖南长沙的考古发现为例
,

认为这则消息
“

大

有谬误
,

事实上汉字简化始于唐代而不是金代
,

迄今已有一千余年
” 。

然而
,

笔者认为
,

无论是

理论上还是实践上
,

300 年之说
,

8 00 年之说
,

抑或一千余年之说都是错误的。

从汉字字体演变的历史来说
,

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简化
,

主要反映在同字异形 (异体字 )的

减少
、

字的写法与结构的趋简上
。

小篆是大篆的简化
,

隶书是篆书 的简化
,

而草书
、

楷书
、

行书

也都是前期文字的简化
。

笔画的减少只是汉字字体递变过程中的伴随物
。

若单以减少笔画而

言
,

长沙出土的战国时期楚国帛书中就有一些简体字
,

如将
“

其
”

写作
“

元
” ,

将
“

作
”

写作
“

乍
”

等
。

秦朝的小篆即简化了不少笔画过于繁复的战国字
,

如将石鼓文
“

粼
” “

黑
” “

中
”

简化成
“

吾
” “

受
”

“

中
”

等
。

即便上溯到 甲骨文
,

简体与繁体并存的现象就已存在
。

简体的大量 出现在战国时期
,

当时的陶器
、

钱币
、

兵器上用简体字
,

甚至玺印和钟鼎这种比较郑重的器物上也用简体字
。

我

们认为
,

自从有了汉字
,

不久就存在着简体
,

汉字简化现象的这种推演应是顺理成章的
。

再以萌芽于西汉
,

成熟于东汉末年
,

魏晋以后盛行的楷书而论
。

今天的简化字主要从隶楷

行草的简写体而来
。 “

楷书的减笔字在南北朝时期 ( 4一 6 世纪 ) 已经出现
,

到唐宋以后逐渐加

多
,

大体都是一些常用而笔画又比较多的字
。 ”

( (中国大百科全书 (语言文字 ) )第 2 26 页 )据此
,

楷书简化至少经历
一

了 16 00 年
。

其实
,

在汉代金石刻文和手写体中就出现了简体字
。

楷书的形

成历史已有 18 00 余年
,

因此我们认为
,

仅仅楷书简化就已经历了 1 800 余年了
。

唐宋以后简体

字大量增加主要是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与推广
。

实际上
,

汉字简化存在着两种途径
,

一是政府有组织地简化
,

最早是秦始皇的
“

书同文
”

运

动
。

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划化的字体
,

而隶变使汉字进一步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文字
,

同时也

是汉字由繁趋简的演变现象
。

以后大多数朝代都在一定程度上开展了正字运动
。

现在所说的

简化字是在历代的简体字和俗字的基础上形成的
,

《简化字总表 )中有很多字是
“

述而不作
” ,

有

的直接采用古字
,

如
“

从
、

众
、

气
、

礼
、

无
”

等字便见于 (说文解字 )
。

二是民间自行简化
,

几乎与汉

字历史相始终
,

有的俗体字 (俗体不一定是简体
,

但大多是简体 )正成为简化字的源头
。

因此
,

我们要说明的是
:

一
、

汉字 的简化不等于楷体字的简化
,

也不仅仅是笔 画的减省
。

二
、

汉字简化和简化字都是历时概念
,

不能仅从与 (简化字总表 》中的字是否相同推断某个汉字

是否进行了简化
。

三
、

考古发现只能说明某个时期已经有某些简化字
,

而不能据此推断简化字

就始于此
,

必须综合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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