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工作  

　主体化和多样化相结合
◆于根元　施春宏

 

一

国家语委主任许嘉璐同志 1997 年 12 月

23日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尊重语言文字自身发展规律 ,还要求我们正确

处理好语言文字主体化和多样化之间的关系 。

比如 ,推广普通话 ,促使公民普遍具备普通话应

用能力 ,并在必要的场合自觉使用普通话 ,这是

坚持主体化原则;推普不是要消灭方言 ,方言在

不少场合具有其自身的使用价值 ,这是贯彻多

样化原则 。”

这个“对未来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的经验 ,是“在工作实践中”取得的 ,也是吸取了

12年来语言应用研究的重要成果 。尤其在双

语双方言研究方面 ,许多学者发表了这样的意

见。例如詹伯慧先生在《普通话“南下”和粤方

言“北上” ———在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演讲》

(《方言·共同语·语文教学》 ,澳门日报出版社 ,

1995)的结论部分说:“普通话`南下' 和粤方言

`北上' 体现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

展市场经济' 的形势下 ,政治 、经济 、文化诸因素

正在全面影响社会语言生活的发展 ,长期以来

主要靠政治因素左右语言(方言)发展的局面已

经被打破 ,经济因素制约语言(方言)发展的作

用在粤方言`北上' 中正充分显示出来。”“尽管

经济因素对社会语言生活的发展能够产生影

响 ,在制约语言发展诸因素中 ,仍然是政治因素

更为突出 。 ……粤方言和普通话会同时得到发

展 ,但它们始终保持主从的关系:普通话是主

导 ,`南下'是主流;粤方言是从属 , `北上' 是支

流。”“语言生活多元化是当今世界语言发展带

普遍性的趋势。”国家语委语用所为主的一些单

位的学者 1997年 5月 13日还以“多样化:语言

生活的大趋势”为题开展了一次语言哲学对话 。

二

这里说的主体化 ,是跟多样化结合的主体

化 。这里说的多样化 ,是跟主体化结合的多样

化 。主体化和多样化是相互结合的两个侧面。

多样化 ,一方面相对于简单化 、贫乏 、一体

化 。指的是丰富:品种丰富 ,情况丰富。品种 ,

如包括双语双方言 、地方普通话 。语体 ,包括亦

庄亦谐 、书面语和口语的交融。现在 ,许多节目

主持人的语言是一种书面语和口语交融的状

态 ,细分起来 ,情况也很丰富 。广播电视的品种

增加了 ,广播电视语言的情况也多种多样了 。

再拿词汇来说 ,有基本词 、新词语 、流行词语 、外

语词 、外来词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进一步注意

服装的样式和色彩了 ,进一步注意饮食的色香

味了 ,也进一步注意语言的样式 、色香味了 。

多样化 ,另一方面相对于杂乱 、不规范 。多

样化 ,是在规范层次比较高的基础上形成的 。

多样化 ,选择的余地大 ,便于表达多种多样的内

容 、情感 、色彩。交际是双方的事 ,对方需要丰

富 ,能理解丰富 ,这一方才好使用和发展他丰富

的语言 。而且有主体化 ,才谈得上多样化 。

多样化的总的标志 ,是语言生活呈现出立

体 、多层次 ,多种多样 ,进一步满足多样化交际

的需要 ,并且使用者总体认可这个趋势 ,推动这

个趋势 。多样化 、丰富 ,是语言和语言生活健康

发展的重要标志 。

我们过去对语言品种的多样化有比较多的

认识 ,而对同一语言内语言生活的多样化认识

得还不够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 ,我们对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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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多样化的认识比较模糊 ,甚至不怎么主

张多样化 ,以为语言生活多样化了就不利于交

际 ,就会导致语言交际的困难 、混乱 。如果不提

多样化 ,势必将主体化理解为一体化。一体化

实际就是对语言生活的认识简单化 、纯粹化 ,有

时导致我们语言工作的粗糙化 、粗暴化 。主张

多样化并不主张语言生活的随意性 。在提倡多

样化的同时 ,我们还要提倡主体化。没有主体

化就谈不上多样化 ,就是分散化 ,就会导致语言

生活群体的分裂 ,不利于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 。

将多样化和主体化对立起来 ,这不是辩证的观

点。辩证不是折衷 ,而是分清主次 ,是承认矛盾

的现实同一性 ,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

语言生活是分层次的 ,语言是分层次的 ,一

体化不符合语言生活的本来面目。一体化排斥

多样化。主体化有助于多样化 。多样化为主体

化提供丰富的营养 ,有助于主体化。普通话就

是吸取多方面的营养包括汉语方言的营养而发

展的。主体化是多样化的主导方面 ,不是多样

化的对立方面。主体化在多样化里属于上位层

次 ,其余处于隶属地位 ,在下位层次 。两者相互

促进 ,相互保护 ,形成良性循环 。

似乎有人说 ,语言品种越少的地方经济越

发达 ,语言品种越多的地方经济越落后 。我们

认为 ,既多样化又主体化 ,从长远来说 ,比一体

化的或者几乎一体化的更有力量 ,这个力量包

括经济力和文化力 ,或者叫综合力。似乎有人

说 ,语言品种和情况多了 ,学起来是很大的浪

费。我们要较真儿的话 ,那么计划经济倒是省

事。多样化 ,不是规定每个人把语言的所有品

种和情况都精通了。我们提出普通话的标准是

一个 ,但是不同的人说普通话的水平不强求一

致 ,这也是一种多样化 ,没有要求每个人把标准

普通话 、各种地方普通话都掌握了 。再者 , 据

说 ,小孩子学话期间 ,如果正确引导 ,多学几种

话不很困难 ,而且对开发智力很有用处 。

多样化是事物发展的一种趋势 ,语言生活

自然也不例外 。要求用普通话统一汉语方言 ,

实际上还是没有充分认识语言是个什么样的工

具 ,没有真正将交际作为语言的根本属性。应

该说普通话和汉语方言各有各的交际价值和交

际要求。普通话的地位高于汉语各方言 ,但也

要考虑到具体情景下汉语方言交际的特定效

果 。只要它弥补了普通话交际的某些空白 、没

有影响普通话的全国通用语地位 、没有干扰普

通话的交际需要 ,我们就应该欢迎这样的多样

化 。语言生活既需要全国通用语又不鄙弃汉语

方言的交际 。这实际上体现了尊重语言 、尊重

语言生活 、尊重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的情怀 。

所谓健康的语言生活 ,就是在各种条件下 ,无阻

碍地 、充分实现语言的交际功能 。

四

世界本来是多样化的 ,社会本来是多样化

的 ,语言生活本来是多样化的 ,语言也本来是多

样化的。说穿了 ,在语言生活多样化方面本来

不需要我们做多少事情 ,不去阻碍也就行了 。

阻碍也阻碍不了多少 、阻碍不了多久 。这既然

是个大趋势 , 就不是一些人长久阻碍得了的 。

顺乎自然 ,因势利导 ,可以做一些促进工作 。

语言并不是全民一致的 ,而是为不同层次

的人交际服务的 ,它本来就不宜于单一 。这是

说总体的单一。大家说话在最基本的部分有许

多基本的要求 ,而语文水平高了之后 ,个性的东

西也越多 ,包括群体的差异和个人的风格。我

们重视并且研究社会语言学 、文化语言学 、语言

风格学 ,正是适应语言生活多样化的需要 。

社会发展时期 ,思想活跃时期 ,往往重视和

呈现语言生活的多样化 。这个时候 ,特别需要

包容 。社会发展时期 ,已经有了或者正在形成

主体化 ,对进一步促进主体化充满信心 ,也敢于

多样化 。

多样化是语言生活的大趋势。任何时代 、

任何社会 、任何国家 、任何语言都存在这样的趋

势 ,只不过在不同的情形中 ,多样化的表现方式

和形式 、表现的深度和广度有所不同罢了。即

使在很封闭的社会环境中 ,多样化也是一种客

观事实;改革开放更加促成了多样化的展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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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可能长久处于很稳定的状态 。据说一些

民族共同语早就推广得很好的发达国家 ,出现

了新方言或者准新方言。多样化也是语言发展

的要求 ,是语言能量的发散 ,是语言资源的开发。

语言是为所有的人服务的 。多样化的根源

在于人的多样化(个人的层次不同和人群的层

次不同),在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多样化。既然人

的多样化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多样化是客观现

实 ,那么连接人际的语言生活自然表现出多姿

多彩的特色来 。具体到实际的语言交际中 ,表

达者的多样化(多层次性)使语言表达多样化 ,

接受者的多样化(多层次性)也引导语言表达的

多样化。两者相交更增加了语言生活的多样

化。何况每个人都是表达和接受的综合体。

语言的交际工具性是无所不在的 ,语言的

人文性是语言生活丰富多彩的人文生活的展

示。开放性与语言生活的多样化互为因果 ,层

次性是语言生活多样化的体现 。多样化体现在

动态的过程中 ,动态的趋向便形成了语言生活

的多样化趋势。

五

迎接 、欢迎 、研究 、引导 、促进这个大趋势 ,

是正确 、积极的态度。

主体化和多样化结合 ,比一体化高 、好 。会

有一些杂乱的情况出现 ,要研究 、引导 。

不必去宣传一体化 ,比如宣传某某市是没

有方言的城市 ,这也不切实际 ,一体化不比多样

化好 。目光看远一点 ,不必为了追求一体化而

人为地损害多样化。我们需要的是发展主体

化 ,而不是限制多样化。不必认为系统就是单

一 。以前说现代汉语里也使用方言 、文言等 ,但

是认为现代汉语同方言 、文言是不同的系统 。

其实 ,任何时期的语言都不是单一的 ,系统本来

也不单一。任何对语言静态的线性的认识都不

切实际 。

(国家语委语用所　100010

华语教学出版社　1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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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生也晚”是许多人写文章的时候爱用的一句客气话 ,往往是用来说明自己年

轻 , 知道得太少。学过一些文言的人都知道 ,这个“也”字是句子中间的语气词 , 相当

于现代汉语的“啊”字 , 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也”字。现代汉语的“也”在文言里要说

成“亦” 。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编写组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也] 字条:

“ ③句中语气词 ,表示语气的停顿 , 以引起下文。”举例是《荀子·天论》 :“天不为人之

恶寒也辍冬。”释义和举例都正确地反映了文言中“也”字的用法 , “余生也晚” 里的

“也”字属此类。这个“也”字跟当“ 也 , 也是” 讲的“ 亦”字不同。同书[ 亦] 字条:“ ①

也 , 也是。《史记·陈涉世家》 :̀今亡亦死 , 举大计亦死 , 等死 ,死国可乎!' ……[ 注意]

这个意义古人只说`亦' , 不说`也' 。”

由此可见 ,“余生也晚”是不能写成“余生亦晚”的 。遗憾的是 , 这一点似乎还没能

为有的作家所认识。1997年12月27日《光明日报》第六版有篇文章里有这样的句子:

“余生亦晚 , 在我出生的时候 , 我们这个大家族早已经开始败落。在我的记忆

中 ,我们这个大家族虽然还有一座深宅大院 , 但这个深宅大院 , 却只会使人感到空

旷。我几乎没有看到过荣华富贵和歌舞升平 ,我看到过太多的泪水和愁怨。”

不必多引原文就可以看出作者是想说自己年轻 , 没赶上看到大家族昔日的辉

煌。该说“余生也晚”而说成“余生亦晚” , 一字之差使这一篇文章逊色不少。

我个人始终认为 ,说话写文章能用现代汉语讲清楚就不一定非用文言不可;出于

修辞需要或别的什么需要而用文言的时候 ,也得弄清楚所用的字词的确切意思才行。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　100732)

语文短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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