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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汉 字 简 化
’

陈章太

汉字的历史
,

如果从殷商时代算起
,

距今已有三千多年了
.

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
,

汉字一直处于

变动与相对稳定之中
。

汉字的演变
,

就其形体来说
,

有简化也有繁化
,

但主要还是简化
,

这是汉字形

体变化的基本趋势
。

另一方面
,

为了使汉字便于掌握和应用
,

人们对汉字不断进行整理和简化
。

尤

其是近几十年来
,

中国对现行汉字进行了有计划的简化
,

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

取得较大的实效
,

也存在一些问题
。

对中国的汉字简化怎样认识
,

对未来汉字简化如何看待
,

这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和

地区的语文工作者和社会上许多人共同关心的问题
。

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发表个人的意见
,

以就教于

同道
。

本文所说的
“
汉字简化

”

是狭义的
,

具体指对汉字形体的简化
,

主要是精简汉字的笔画
,

不包括

广义汉字简化中的异体字
、

生僻字以及字形
、

部件整理和汉字字量的限制与减少
。

但是在行文时会

涉及广义汉字简化的某些内容
。

先简要谈谈中国汉字简化的情况
。

中国的汉字简化早已有之
,

甲骨文
、

金文有简体字
,

小篆有简体字
,

隶书
、

楷书的简体字更多
。

唐
、

宋以后
,

简体字逐渐由手写扩大到印刷
,

数量也随着大大增加
.

到了近代
,

太平天国将简体字应

用于行政
、

文丧及其他方面
,

连玉玺也使用简体字
。

进入本世睡以来
,

不仅社会上出现更多的简体字
,

还有一些有识之士研究简体字
,

并提 出各林

汉字简化方案
。

最有影响的是 1 92 1 年陆费遣发表的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 》
,

1 9 2 2 年钱玄同在国语

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的《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 》
。

前者提出了整理汉字的办法
:

限定通俗用字
,

减

少汉字笔画
; 后者主张把简体字广泛应用于一切正规的书面语

,

实际上是号召把简体字作为运动来

推行
。

这之后
.

陆续整理并出版了一批简体字专书
,

如《宋元以来俗字谱 》 ( 1 93 。 )
,

《国音常用字汇 》

( 1 9 3 2 )
,

((简字标准字表 }) ( 1 9 3 4 )
,

《家了体字谱 )) ( 1 9 3 5 )
,

《简体字典 》 ( 1 9 3 6 )
,

《常用简字表 》 ( 1 9 3 6 )
,

《简

体字表 》 ( 1 93 7 )
。

这些专书收简体导大多在 2 0 0 0一 3 0 0 0 字
,

最多的有 4 0 0。 多字
.

1 9 3 5 年
,

民国政府

教育部在总结
、

吸收过去简体字的违础上
,

正式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 》
,

收字 32 4 个
。

这个字表因

遭到一些人的激烈攻击
,

1 9 3 6 年民国政府又下令收 回
。

这个简体字表虽然短命
,

但对社会上应用
、

流行简体字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

从沈去有关的情况看
.

简体字 比较简便好用
,

所 以生命力很强
,

它不

仅在随便的场 合使用
,

在庄重的场 含也使用
,

有些字书还收有不少的简体字
。

莽 本文于 19 91 年 10 月在韩国汉城举行加
“

东亚语言政策国际学术会议
”

上宣读
,

原稿题 目是 《中国的汉字简化问题 }
,

这次发

表时改为这 个题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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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
,

对汉字进行了有计划的简化
,

并使简化字成为合法的规范字
。

1 9 5 1

年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 》
,

收字 5 55 个
。

在此基础上
,

经反复讨论
、

研究和修订
,

1 9 5 5 年提出并公布

公汉字简化方案 (草案 ) 》
,

收简化字 79 8 个
。 “

草案
”
最后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和全国文字改革

会议慎重讨论
、

认真修订
,

并经 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23 次会议讨论通过
,

定名为《汉字简化方案 》于

1 9 5 6 年正式公布
。 “

方案
”

第一表收可以正式应用的简化字 23 。个
,

第二表收先试用后修正推行的

简化字 2 85 个
,

第三表收先试用后修正推行的 54 个可以类推的简化字偏旁
。

1 9 6 4 年
,

中国文字改

革委员会根据国务院的有关指示
,

编辑出版 了《简化字总表 》
,

包括偏旁类推简化字在 内
,

共收简化

字 2 2 3 8 个
,

其中
“
签

” “

须
” 两字重见

,

实际收简化字 2 2 3 6 个
。

1 9 7 7 年在
“

文化大革命
”

的特定历史条

件下
,

匆促公布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 (草案 ) 》
,

收整体简化字 46 2 个
,

连同偏旁类推简化字
,

共

8 5 3 个
。

因
“

草案
”

很不成熟
,

问题较多
,

群众意见较大
,

先是在中小学课本 中停止使用
,

后又于 1 9 8 6

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废止
。

19 8 6年在废止 《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 (草案 ) 》的同时
,

重新发表 《简化字

总
、

表 》
,

并对原
“
总表

”
的个别字作了调整

。

至此
,

中国正式的汉字简化实际上暂告一段落
。

但是
,

汉

字的简化 民间仍在继续
,

不仅已废止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 (草案 ))) 中的一些字有些人继续使用
,

社会上还不断造出新的简体字
。

当今中国
,

简化字是法定的规范字
,

已广泛应用于行政
、

文书
、

新闻
、

出版
,

教育
、

影视
、

电脑等方

面
,

掌握和使用简化字的人占识字人的绝大多数
,

达数亿人之众
,

这是不能忽视和无可改变的事实
。

中国的简化汉字还被有些国家所采用
,

成为这些国家华文教育的规范用字
,

世界汉语教学中
,

大多

也把简化汉字作为规范字
。

中国进行汉字简化有许多原因
,

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

1
.

汉字繁难
,

不利于人们的学 习和应用
,

这是汉字简化最根本的原因
。

汉字的繁难主要表现在

字数多
、

笔 画繁
、

结构复杂
。

根据一些字书的收字和一些重要文献的用字统计
,

先秦用字总量 7 0 0 。

左右 (实际字数可能要多一些 )
,

常用字占其 中的一半
,

以后每年大体平均增加 20 一 30 字
,

到现在
,

汉字总数大概 已达 6 0 0 0。 左右
,

其中通用字 7 。。。 左右
,

常用字 3 5 0 0 左右
。

这样的字数实在是太多

了 ! 笔画繁多也相当突出
。

根据《经籍纂话 》和 《大汉和辞典 》等字书收字的笔画统计
,

属 7 画到 18 画

的字最多
,

约占各时期总字数的 80 %左右
,

而平均笔画大体是 12 画
。

《大汉和辞典 》所收 5 0 。。 o 来

字 当中
,

20 画以上的字有 7 。。。 多个
,

30 画以上的字有 2 00 多个
。

至于部件结构
,

据对 《辞海 》的

1 5 0 0 。 多字的分析统计
,

共有部件 70 0 多个
。

有的对《辞源 》的 9 0 0 0 多字进行分析
,

归纳出部首和偏

旁 12 0 0 多个
。

用这么多部件组成的汉字
,

其结构怎么能不复杂呢 ?

汉字的繁难对人们学习和运用汉字确实造成了不小的困难
,

人们不能不对它进行必要的简化
。

2
.

为了扫除文盲和普及教育
。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
,

清末以来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

在这样的社会里
,

广大群众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
,

社会上文盲众多
,

数以亿计
,

到 40 年代末期
,

文盲

占全国同年龄段总人数的 80 %以上
。

这种状况严重地妨碍着人民素质的提高
,

影响了国家的发展

和社会的进步
。

因此当时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和统治阶级开明派就曾积极主张简化汉字
,

以利于普

及教育
,

提高文化
,

开发 民智
,

增强国力
。

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时
,

国家统一
,

百废待兴
,

最重要的是充分发挥人民大众的作用
。

然而全国

有百分八十以上的人是文盲
,

他们的作用必然受到局限
。

为了逐渐解决这个问题
,

必须进行大规模

的扫 盲
,

同时大力普及教育
,

而简化字确实有利于这些工作
,

因此
,

50 年代时 中国掀起了汉字简化

高潮
,

研制并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 》
,

60 年代上半期又编辑
、

出版《简化字总表 》
。

即使是 19 7 7 年匆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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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公布 《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 咬草案) 》
,

主要 目的也是这个
,

只不过急于求成
,

违反规律
,

效果不好
,

不得不告终
。

3
.

同政治变革和社会进步紧密结 合
。

这种情况明显地表现在三个时期
。

( l) 太平夭国时期
。

太

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农民革命运动
,

它对政治
、

社会
、

文化实行一系列重大改革
,

对汉字

也进 行简化
,

并第一次使简体字取得合法地位
。

( 2) 从清末到 民国时期
。

这个时期的汉字简化
.

同资

产阶级 民主主义革命相结合
,

同辛亥革命
、

五四运动和抗 日救亡运动相结合
,

是这时期政治革新和

社会进步的产物
。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时期
。

这一时期的汉字简化
,

同一系列政治改革和社

会革新有密切关系
,

是为政治改革和社会革新服务的
。

这是因为政治改革和社会革新必然导致文化

革新
,

而汉字简化是文化革新的一项内容
。

4
.

跟文字改革运动有密切关系
。

从清末以来
,

中国逐渐兴起文字 改革运动
。

中国的文字改革
,

是要使文字更加简便
,

以利人们掌握和应用
,

其方向是想实行文字拼音化
。

而完成这项任务是长期
、

复杂的
。

为了便于学习和应用
,

汉字要先简化
。

19 2 2 年钱玄同在炙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案沙中说
: “

文字

本是一种工具
.

工具应该以适用与否为优劣之标准
。 ’ , “

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
,

减 省现行汉字笔画

是治标的办法
”

. “ `

治标的办法实是 目前最切要的办法
。 ” 1 9 5 5 年 4 月

,

吴玉章在全国政 协报告会上

做题 为《关于汉字简化问题 》的报告时指出
: “

在汉字拼音化 以前
,

首先适当地整理 和简化现在的汉

字
.

使它尽可能减少在教学
、

阅读
、

书写和使用上的困难
,

就有迫切的需要
。

汉字的简化是汉字改革

的第一步
。 ”

中国在 50 年代确定的文字改革三项任务
,

第一项就是简化汉字
。

此外
,

宋
、

元以来的话本
、

小说以及后来的地方曲艺等俗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

也是社会上大量出

现简体字的原因
。

现代科技的发达
,

特别是 电脑的普及应用
,

也促使现代汉字进行必要的简化
。

凡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 区
,

在进行汉字简化时
,

都必须确立一定的原则和方法
。

中国 50 年代

的汉字简化
,

总原则是
“

约定俗成
,

稳步前进
。 ”

这就是在过去汉字简化 的基础上进行简化
,

首先整

理
、

研究和肯定
一

民期在群众中流行的
、

已经社会化了的简体字
,

只作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

简体字的选

定以最常用的字为限
,

不是每一个繁难的字都简化
;所需要简化的字分期分批进行

,

不一次解决
,

也

不一次推行
。

这样做既符合社会需要
,

又有群众基础 ;既便利初学者的学习
,

又照顾已识字人的习

惯
,

有利于简化字的顺利推行
。

这个时期中国汉字简化的方法
,

可以归纳为省略
、

改形
、

代替
、

新造四大类
,

具体有以下几种主

要方法
。

1
.

保留原字轮廓
。

如
: “

感
”
作

“

虑
” , “

盖
”

作
“

盖
” , “

全
”

作
“

伞
” , “

榭
”

作
“

树
” , “

莽
”

作
“

齐
” , “

鼠
”

作

“

窜
” , “

齿
”

作
“

齿
” , “

龟
”

作
“

龟
”

等
。

2
.

保 留原字的特征部分
。

如
“

罄
”

作
“

声
” , “

阴
”

作
“

开
” , “

馨
”

作
“

医
” , “

耀
”

作
“

来
” “

磨
”

作
“

么
” ,

`

瞻
”

作
“

虐
” , “

窜
”

作
“ `

宁
” , “

退
”

作
“

迟
”

等
。

3
.

改换形 声字较复杂的声符或形符
。

如
“

峨
”

作
“

德
”

作
“

亿
” , “

瘩
”

作
“

痒
” , `“

貌
’

作
“

肮
” , “

鼓
”

作
“

硷
”

等

4
.

改非形声字为形声字
。

如
“

悲
”

作
“

态
” , “

垂卜
”

作

“

歼
” , “

事l
”

作
“

剧
”

.
“

蒲
”

作
“

弥
” , “

瘫
”

作
“

拥
” ,

“

邮
” , “ “

赛
”

5
.

同音代替
。

如
“

丑
”

代
“ 、魄

’ . “

里
` ’

代
“

裹
” , “

台
”

代
“

奎
” , “

千

审
”

等
。

`

榴
’ , “

困
”

代
“

”目
” , “

谷
”

代
“

素纷
“

冬
”
代

“

警
’ , “

出
”

代
“

酌
”

等
。

6
.

草书楷化
。

“

韦
”

代
“

常
” , “

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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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东
”

代
“

束
”

,
“

书
”

代
“

奢
” , “

马
”

代
“

禹
” , “

专
”

代
“

粤
” , “

农
”

代
“

震
” , “

为
”

代
“

篇
” ,

代
“

舍
”

等
。



7
.

改复杂偏旁为简单的象征符号
。

如
“

懂
”

作
“

仅
” , “

漠
”

作
“

汉
” , “

勘
”

作
“

劝
” , “

鸡
”

作
“

鸡
” , “

裁
”

;异
“

戏
” , “

邵
”

作
“

邓
. , ,

“

攀
”

作
“

学
”

.
“

典
”

作
“

兴
”

等
。

8
.

新造会意字
。

如
“

尘
”

代
“

屋
” , “

宝
”

代
“

窦
” , “

灭
”

代
“

戚
” , “

丛
”

代
“

菠
” , “

体
”

代
“

艘
” , “

灶
”

代

“

毫
` ,

等
。

9
.

符号代替
。

如
“

义
”

代
“

羲
” . “

头
”

代
“

硕
” , “

万
”

代
“

离
” , “

币
”

代
“

年
” , “

办
”

代
“

辫
” , “

枣
”

代
“

炎
” 。

1 0
.

借用古字
。

如
“

云
”

代
“

霎
” , “

从
”

代
“

徒
” , “

电
`

尔
”

代
“

雨
” , “`

才
”

代
`

,.4
’ 。

等

”
`

代
“

雹
” , “

胡
”

代
“

跳
” , “

须
”

`觉
“

臂
” , “

礼
”

弋̀
’ `

傻
” ,

这些汉字简化的原则和方法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

而是在研究
、

总结前人简化汉字的做法和经验

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

1 9 2 2 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
“

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
”

中就明确

指出
:

. `

现在减省汉字笔画
,

应该恨据现在通行于民众社会的简体字
。 ”
又说

: “

自古以来
,

早有假借一

书
.

凡同音的字彼此都可通用
。 ”

他还分析
、

归纳了历 史上简体字的构成方式
,

共有八 种八 l )全体删

减
,

粗具框廓
;

( 2 ) 采用草书
:

( 3 )仅写原字的一部分
; ( 4) 原字的一部分用很简单的几笔替代

; ( 5 )采

用古体
;

( 6 )音符改少笔画 ; ( 7 )别造简体
;

( 8) 假借他字
。

这些过去简化汉字的原则和方法都被现在

所吸收了
,

只不过现在的原则和方法 比过去略为完善一些罢了
。

四

《汉字简化方案 夕的制订和推行
,

以及 《简化字总表 》的编印和使用的事实证明
,

上述中国确定的

简化汉字的原则是正确的
.

也 是符合实际的
,

对汉字简化方法的运用基本上是恰当的
,

所以那一时

期的汉字简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1
.

减少了人们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困难
,

这是最大的效果
。

《汉字简化方案 》中所收的 5巧 个字
,

多数是宋
、

元以来 长期在社会
_ ’ _

流行的简体字
,

人们比较熟悉
。

这批字加上《简化字总表 。收取的经

过偏旁类推的简化字
.

简化字 任
、

数达到 2 2 3 6 个
,

占现行汉字中 3 5 0 0 个常用字的一大半
。

至于笔画
,

5 1 5个字简化前每字笔画平均 1 6
.

08 画
,

简化后每字平均 8
.

16 画
,

简少了一半左右的笔画
。

这就大

大缓和了汉字繁谁
一

与学习
、

使用的矛盾
,

减轻了初学汉字和使用汉字者的负担
,

节省了人们的许多

时间和粘 力

2
.

在扫除文盲中充分发挥作用
。

到本世纪 40 年代末
.

中国的文 盲人数约占全国同年龄段总人

数的 8 。% 以 上
.

这 对中国建设
.

和发展极为不利
,

因此从 5 。 年代到 6 。 年代
,

中国 多次 环展扫盲运

动
。

扫盲中最重要的是解决识字问题
,

而汉字简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汉字的繁难
,

对识字教学有

帮助
。

有人在一些地方的扫盲班同时用简化字和繁体字进辛于扫盲试验
.

结果是用简化字扫
一

盲比用繁

体字扫盲效率高 2。 %左右
。

事实证明
,

简化字在扫盲识字教学中很受教师和学员的欢迎
,

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
。

3
.

有利于普及教育
。

由于各种原因
,

中国的教育长期处于落后牡 龙
,

儿童失学率很高
,

人材严重

不足
.

影响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

因此普及教育
、

加快发展教育事 业便成为中国 50 年代及以后的紧

迫任 务
。

普及教育
,

以识字教学为核心的语文教学是其重要闪容
。

识字教学要求汉字结构简易化
、

部件规范化
,

简 化字 比繁体字更适合这样的要求
,

尤其是在书写方面更具优越性
.

因此简化字在普

及教育中发挥了 不小的作用
。

有些科研人员对小李
一

沂文教学的试验研究表明
,

在识字教学 中
,

简化

字 比繁体字的效率要高 15 %左右
,

而在书写方面 则高出 4 0 % 以上
。

4
`

对现 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帮助
。

玩代件技的发展以电脑为中心
,

电脑中的文字信息处理是

重要的问题
。

《汉字简化方案 》和 《简化宁
一

沪
、

表 》的公布和印行
,

对电脑用字的规范化
、

标准化
,

以及 汉

字编码输入输出
、

汉字自动识别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

这已为中文信息处理学界所公认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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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汉字简化也为排版印刷
、

汉字机械处理等创造 了便利条件
。

当然
,

汉字简化也有
’ `

失
”

和
“

弊
”

的一面
,

这主要表现在
:

1
.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某些学 习者的负担
。

一批汉字简化之后
,

成为法定的规范字
,

但原来的

繁体字有时还要 使用
、

无法废止
.

这实际上增加了汉字的数量
。

有些人为了某种需要
,

往往在学习了

简化字之后还要认识一些繁体字
,

如果不认识繁体字
,

阅读古籍 以及其他用繁体字印刷的读物会有

一些困准
,

这 自然增加了学 习上的某些负担
。

2
.

有些字简化得不太合适
,

造成 认读和书写的某些困难
。

有些简化字容易跟相近形体的字混淆

(特别是手写体 )
,

造成认读和识别的困难
,

如
“

!七一 几
,

风 一凤
,

没一设
,

治一 治
,

沂 一诉
,

沦 一 沧
,

伦

一 沧
.

抡一 抢
”

等
。

有些字失去汉字形体匀称的特点
,

字形欠佳
,

缺乏美感
,

如
“
厂

、

广
、

产
、

严
、

飞
、

习
、

亏
”

等 有些字形体上跟 未简 化的字相同
,

而音义有别
,

容易造成混乱
,

如
“

树叶 ( 案 )
”
的

“

叶
”

和
“ 口

一

卜

韵
”

的
. `
口十

” , “

姓 肖 (

莆
”

的
“

肖
”

和
` ’

肖像
”
的

“

肖
” , “

剩余 (纷 ,的
“
余

”
和

“

余 (我 ,
”

等
。

还有一些字 不合

原汉字的体系
.

学 习时无法联想类推
,

只能死记
,

也给学习者带来某些不便
。

尤其是一些用符号简化

的字
.

其字 形同原体系离得更远
,

无音义可循
.

学起来费劲
,

如
“

对
、

邓
、

戏
、

鸡
、

劝
、

难
、

欢
、

汉
、

仅
、

叹
、

权
”

等
。

3
.

简化字数较多
,

而注意汉字规范化不够
,

一定涅度 上造成社会用字混乱
。

特别是《第二次汉字

简 化方案 (草案 ) )公布以后
,

有些人误以为汉字可以随便简随便写
,

于是社会上用字混乱现象 日趋

严重
,

不规范的简体字
、

错别字到处可见
。

当然
,

造成社会用字混乱的原因很多
,

主要原因也不是汉

字简化
,

只是说这跟汉字简化时注意整体化
、

规范化不够有些关系
。

尽管汉字简化的这些
“

失
”

和
. `

弊
”

同
“
得

”

和
“
利

”

相比是次要的
,

但也应该很好研究
、

认真对待
。

汉字 简化工作和汉字简化方法也存在一些 问题
,

最主要的是
:

1
.

指导 思想上有急于求成的成分
,

对
“

稳步前进
”

的原 则贯彻得不够坚决
,

所以简化 的字数较

多
,

对汉字简 化的整体研究不够
,

尤其是匆促公布很不成熟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 (草案 ) 办
,

造成

重大的失误
。

2
.

过多的考虑精简笔画数
.

因此对有些汉字简化方法运用得不够适当
,

如同音代替
、

草书浩化
、

符号 代替用得过 多
,

结果有些字简化得不太好
。

3
.

简化了一些不该简化的或可简化可不简化的字
.

而有些使用频率高笔画繁的常用字却没有

简化
。

还有其 他一些问题
,

如简化后多 出不必要的部件
,

增加汉早结构的复朵性
,

有 的新部件不便称

说等
。

对待这些问题必须实事求是
,

既要认真总结
,

也不可过份夸大
。

从 以 上的情况着
一

,

汉字既不断发生变化又保持相对的稳定
,

汉字简化及其他汉字规范化
、

标准

化工 作
、

都必须遵循
“

约定俗成
、

稳步前进
”

方针
,

切不可急于求成
,

匆促从事
,

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

效果

五

中国汉字简 化的未来情形将 会是怎样 ?

从汉字形 {本演变的基本趋势和长期以来社会 上不断 自发简化汉字的情况看
,

中国现 行的汉字

形体还会继续发上简化
。

但从过去 自觉进行汉字简化的正常情况和社会某些需要看
,

今后行政上对

汉字简化必将极为谨慎
,

使现行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的稳定
。

1 9 8 6 年 1 月在北京召

开的中国
“

全国语 言文字工作会 议
”

明确宣布
:

从长远看汉字不能不简化
,

但今后对于汉字的简化
,

应持谨慎的态度 在一个时期内使汉字的形体保持相对的稳定
,

以利社会应用
。

1 9 8 6 年 6 月 2 4 「1
,

1 9
`
佗 年第 2 期

` ·

5
·



中国国务院在批转废止 《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 (草案 ))) 的有关报告时也指出
: “

今后
,

对汉字的简化

应持谨慎的态度
,

使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
,

以利于社会应用
。 ”

这祥说并不是说今后不再简化汉字了
,

汉字不再简化是不可能的
。

因为
:

( 1) 中国已公布的《汉

字简化方案 》和编印的《简化字总表 》中少数字简化得不太合适
,

经过一个时期的使用
,

证明需要修

改
。

过去汉字简化中还留有一些
“

尾巴
” ,

如《简化字总表 》中的一些字只简化了整个字的偏旁部分
,

而没有简化这些字的其他繁难部分
,

这一工作需要
“

收尾” 、已废止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 (草案 ) 》

中的有些简化字还是不错的
,

很受群众欢迎
,

至今还在社会上继续流行
,

这些字应该适当加以承认
。

这两件未了的事
,

不能永远搁着不管
,

而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加以解决
。

( 2) 现行汉字中还有一些使用

频率高笔画繁的字没有简化
,

这不符合社会和科技的实际需要
。

如中国国家标准《信息交换用汉字

编码字符集
·

基本集 》收入的 6 7 6 3 个通用汉字中
,

就有 13 8 个字因结构
、

笔画繁难而不能在 15 又

16 的点阵字形中使用
,

如
“

量
、

膏
、

酬
、

滋
”

等
,

信息处理学界对这些字不得不强行压缩笔画
。

这些

压缩笔画的字属于不规范字
,

总要妥善处理
。

( 3) 人们 自发简化的字
,

少数简化得 合理并已约定俗成

和社会化了的
,

经过认真研究后
,

应当在适当的时候予以肯定
。

不过
,

可以预料
,

未来较长时期内
,

中国现行汉字的形体必将保持相对的稳定
。

汉字 简化一定不

会太快太多
,

,

已有的简化 汉字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一次谨慎
、

认真的修订和少量补充之后
,

将会稳定

下来
,

中国的汉字简化也将告一段落
。

汉字简化实际上不只是中国的事
,

凡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都存在这个问题
,

只是情况不完全

相同罢了
。

为了合理有效地简化
、

规范现行汉字
,

必须切实加强国际合作
。

希望使用汉字的国家和

地区在这个 问题上能够很好交流意见
.

加强合作
,

共同研究
,

努力寻求多一些统一
,

少一点儿分歧
,

这样才能使汉字更加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科技发展的需要
。

本文的几点主要结论
。

1
.

中国的汉字简化有其长远的历史
,

也是社会发展和科技发达的实际需要
,

而不是 由谁主观
、

人为地搞起来的
。

简化汉字在中国已经广泛应用于各个方面
,

并且为一些国家所采用
,

使用者已达

数亿之众
,

这是不能忽视和无可改变的事实
。

2
.

中国的汉字简化在总体上是正确的
,

但在具体工作中有缺点有问题
;实际效果是较好的

,

但

有某些副作用
。

对汉字简化中存在的问题应当认真对待
,

但不能过份夸大
。

3
.

中国的汉字不可能不再简化
,

但今后的汉字简化必须极其谨慎
,

不能常简多简
。

在今后相当

长的时期内
,

汉字的形体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
,

以利各方面应用
。

4
.

汉字简化不 只是 中国的事
,

今后的汉字简化必须充分考虑国际合作
。

希望使用汉字的国家和

地 区
,

在汉字简化和规范的问题上
,

今后能够很好交流意见
,

加强合作
,

以利各有关国家和地区对汉

字的使用
。

语言文字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