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发展需要尽快普及汉语拼音正词法
——纪念汉语拼音60周年

彭泽润

今年是《汉语拼音方案》颁布60周年，《汉语拼

音正词法基本规则》颁布30周年。正词法的“年纪”

正好是方案的一半。方案普及得很好，但是正词法普

及得很不理想。社会发展急需普及正词法，但是我们

的基础教育一直没有教学正词法。

汉字几千年来记录汉语，立下了丰功伟绩。但是

汉字数以万计，没有几十个字母的西方文字方便，汉

语也长期没有国际音标这样的简单的语音记录工具。

不过中国人一直在追求汉字注音或者汉语语音简单记

录的方式，经历了从整个音节记录的同音字方式的单

拼，到分成“声母+韵母（声调）”的“反切”方式

的双拼，到分成“声母+韵头+韵身（声调）”的“注

音字母”方式的三拼，到“声母+韵头+韵腹（声调）

+韵尾”的“汉语拼音”方式的四拼。

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汉语拼音方

案》，把汉语音节最多是4个音素的构成的结构彻底

拆分，形成四拼格局，实现了真正的音素化。音素是

最小的语音单位，根据音素（音位）设计视觉符号，

使用的字（字母）是最少的，所以方案采用26个拉

丁字，实际使用了25个。

这个方案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探索的结晶。早期受

到印度文字的影响。后来是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示范，

设计了针对全国各地方言包括北京话的不同的汉语拼

音方案。后来是中国人自己学习西方文字设计方案。

中国人设计的方案，开始接受了拼音文字的原理，但

是不接受西方文字符号，通过改造汉字设计民族特色

的表音符号，后来还是直接采用国际通用的形体简便

的拉丁字。

因此，《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帮助汉字为普通话

服务的最优秀的得力工具。经过60年的普及，特别

是在电子语言信息时代，拼音已经成为汉字寸步不离

的伴侣。汉语拼音及其正词法不仅成为国家标准，而

且已经成为国际标准。今天的汉语书面语输入方法全

面进入词语拼音输入模式，词意识已经悄悄融合在键

盘输入的实践中。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2000年）规定，《汉语拼音方案》是给国家通用文字“规

范汉字”拼音的工具，也是直接拼写国家通用语言“普

通话”的工具。

为了拼写普通话，我们按照世界文字共同进步的

书写方式按照词书写，所以1988年国家颁布《汉语

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就是告诉人们怎么按照词来

拼写汉语。西方的语言即使用拼音文字几千年了，但

是他们早期也是跟汉字一样连续书写，除了标点符号，

没有词的间隔。直到大约7世纪才进步，把书面上的

句子中的每个词用空格隔离。中国的汉语长期书写文

言文，因此长期没有词和字的矛盾问题。

词本来就是语言表达意思的基本单位，因为词是

能够自由充当句子成份的最小单位。比词可能小的语

素，可能没有自由造句的能力。比词大的词组，虽然

自由，但是数量庞大，不利于词典编写和教学效率的

提高。汉语的书面语几千年一直是仿古的文言文，文

言词基本上是一个字记录一个音节长度的语素，一个

语素又是最小又自由的词，所以字的间隔基本上就是

词的间隔，没有正词法的问题。废除文言文一百年来，

字和词已经很不吻合了，汉语的书写才有按照词书写

的新需要。这个需要在拼写汉语的时候，显得更加迫

切。符号系统有这样的反比例关系：总的符号越少，

给特定对象编码需要的符号越多。因为拼写汉语一共

用大约30个字，所以对于每个词需要的字比汉字要

多，人们阅读中自动辨别词的时候需要扫描的字的数

量更加多。即使汉字记录的汉语文本还没有从字式文

本改革成词式文本，但是人们在阅读汉语的时候，必

须在心里完成词的辨认和分离工作才能真正理解。

今天，汉语拼音跟汉字一样，已经成为中国的优

秀传统文化。但是，在60年前，人们很难接受这个

新生事物，很多人特别害怕拼音在帮助汉字的同时会

取代汉字。于是，方案中没有把正词法一起写进去。

30年后，在人们基本接受了方案以后，才根据需要完

（下转封三）

（上接封二）

善拼音方案，颁布正词法。事实上，方案中已经给正

词法预留了接口：提供了多音节词连续拼写可能需要

的隔音技术：能够用Y和W改写的尽量用字符变换，

否则用专门的隔音符号。

现在，在外国，拼写“北京”的Beijing已经逐

渐取代当年外国人根据外语发音特点设计的Peking。

就好像我们看到名胜古迹里有古代汉字一样，我们在

一些保守的英语文本中还能够看到PekingUniversity

（北京大学）的写法。不过，今天在英语等西方语言

里出现的来自汉语的外来词，不只是人名、地名这样

的专名语，连普通的词语，都直接采用汉语拼音的写

法，例如yuan（元）、lishu（隶书）。但是，一个多

音词的拼写，有的按照音节分开写，有的按照正词法

整体写。这是因为中国自己就不重视正词法的普及，

自己就混乱。

我们走在中国的城市街道和农村的主要道路上，

经常看到汉字和拼音对照的指路牌。这些拼音都采用

了正词法按照词书写。我们在中国的出版物里看到的

拼音，包括报纸和期刊的名称拼写，多半也是按照正

词法拼写的。我们再看面向外国人的汉语教材，几乎

全部是按照正词法拼写汉语课文和词语，教材的课文

后面，都是“生词表”，而不是“生字表”。中国小学

生掌握了基本的词才上学，所以主要任务是先把口语

的词变成书面语里的词，关键是认字，但是汉字是复

杂的文字，认字是巨大的任务，所以出现“生字表”。

外国人从零开始，必须一个一个词学。其实，中国的

小孩上小学以前花了6年时间学习汉语，也是一个一

个词学会的。只是认识了字以后，词意识被没有词距

的书写方式冲淡了。

社会到处在应用正词法，然而，我们的小学教材

30年来一直不采用正词法进行拼音教学，一致把“一

会儿（yīhuìr）”这3个字记录的2个音节的必须整

体拼写的词，机械地按照汉字对应的方式拼写成3个

用空格分离的音节：yī huì er。这是值得我们深

思和反思的。

一个外国来的研究生说：他开始学汉语的时候，

全部是一个词一个词学和写，但是后来中国的老师要

求他适应汉语文本的常规，删除词距，使他对汉语的

词的感觉逐渐丢失了。一个中国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的研究生说：我一直不知道有正词法，也不明白为什

么拼音要按照词拼写。可见，社会应用和教育的脱节。

普及正词法应该从小学做起。小学教材的编写应

该请进步的语言学专家掌舵。国务院为了推广普通话，

发现传统的字典无法适应汉语应用需要，责成中国社

会科学院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不断地贯彻正词法，

值得我们学习，也给小学教材教学正词法提供了学术

基础。虽然它开始还比较保守，保留了“字典”的含

糊理念，但是从2005年第5版开始，已经能够区分

一个字记录的词和非词，并且给词标注词性。接着从

2012年第6版开始，把原来按照字分开拼写的成语也

当做一个词整体拼写，实现跟正词法的完整一致。不

过，仍然存在一个遗留问题：给一个字记录的词举例

的时候，还是混淆字典和词典，就是有的是科学地用

词组或者句子给词举例，有的是用复合词给这个字记

录的构词语素举例。这些例子是混合排列的，是原来

词典和字典混合思路的遗留问题。

即使没有词典或者专家给我们把词分辨好，我们

的大众对词是有语感的。实验证明多数的词大众容易

感知。只是词缀，人们容易误会成词，例如把“第-四”、

“可-持续”、“非-物质”、“副-主席”、“物理-学”、

“科学-性”、“现代-化”、“朋友-们”、“语言-学-

家”。还有古代是词，现在是构词成份当做词，例如

“汉-语言文学”、“不科学-性”、“守-株-待-兔”。

这些词再分开就是错误的。

然而语言生活中缺乏词意识的现象还很多。除了

有人还始终抱着《新华字典》，无法查找汉语的词，

除了有人说“革命人民的字典里没有‘屈服’这个字”

的矛盾说法，甚至在高考作文题目里也不知道用词。

2005年北京高考作文题目是《安》，还提示：“安”字

含有“安定”、“安全”、“安宁”、“安逸”以及“安于……”

等意思。毫无疑问提示用的是意思相近的词，题目的

“安”，如果限定在提示的意思范围，根本没有词的资

格，只是构成字的语素。同样，评选年度字，会破坏

汉语词意识，应该评选的是年度词。

总之，基础教育普及正词法和汉语的词意识，不

仅是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已经具备了词典和理

论上的技术基础。小学语文的拼音教学应该结合《汉

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进行。

《明清小说俗字研究》

(作者：曾良)于 2017 年

7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是一部研究明清白

话小说俗字的专著。明

清时期，通俗小说数量繁

多，流行广泛，其中包含

着大量俗字。对这一时期

的俗字，历来研究著作比

较少，系统的理论探讨

还比较薄弱。此书以《古

本小说集成》为主要研

究材料，以《古本小说丛刊》等为参考，在丰富翔实

的文献材料基础上，对明清小说中的俗字进行了系统、

深入的研究。全书共分十五章，内容涉及明清俗字研

究的价值、明清俗字的构形和分析、解读明清俗字应

注意的问题、明清俗写的多种形体表现、识读俗字的

方法、符号化简省的俗字构形等，对明清小说中的俗

字进行了全面整理研究。此项研究，不仅有助于明清

小说的整理与识读，还可为异体字规范、辞书编纂等

提供借鉴，有利于文字学的发展和文字学体系的完善，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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