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学人
!

专题

版面编辑! 刘力源
&'(&)*+,-./0

现
代汉语词汇中的 !国
语"#!国文"$实际来源

于!和制汉语"% 历史上!国语"

一词$ 一般是北方游牧狩猎民
族$进入中原并取得统治权后$

指称本民族语言的专称% 早到
北魏$晚至金 #元 $都将被汉人
视为!夷语"#!胡语"的本族语$

称为!国语"%而制作文字$如元
朝$则称!国书"% 有清一代$满
语 # 满文亦称为 !国语 "#!国
书"% 相对的$汉人使用的语言
文字则称!汉语"#!汉文"%这些
词汇的分别是统治权合法性的
一种宣示%

到
!"

世纪末
#$

世纪初 $

中国教育体制经历了极为剧烈
的变化%实行

!%$$

年的科举制
难以为继$ 主要以日本学制为
蓝本$ 西方教育制度被介绍到
中国$!和制汉语"的课程名称$

像!国语"#!国文学"#!国文"等
等$在翻译文本里开始出现%不
过在最初$汉语语境中的禁忌$

还是得到严格的遵守% 比如梁
启超介绍日本师范课程时 $特
地在!国语"之下$注明!谓倭文
倭语"

&

!论学校四"变法通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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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到庚子事变以后$ 各官方文
件$涉及 !国文 "#!国语 "$都被
改写为 !词章"#!官话"#!中国
文学"#!中国文辞"等等%

到宣统年间 $在立宪运动
中新成立的资政院里 $涉及汉
语拼音化问题的各种文件 $不
断出现 !国语 "一词 $指的则是
汉语而非满语% 晚清拼音化运
动延续到民国二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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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由 !读音统一会 "制定了国音
字母$!国音"的出现 $使得 !国
语 "首先在语音层面上获得了
统一%

而
当时的 !国文 "$则与
!国语 "并无关联 % 民

国初年教育部虽然强调首先
教授 !近世文 "$但基本还是延
续晚清以来 $桐城派 !古文 "的
旨趣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外加
一些诗赋 % 即便 !近世文 "$大
体也是当时的 !报章文字 "$以
今天的眼光看仍属浅近文言
&陈尔杰 ' &(古文 ) 怎样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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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古典白
话虽有上千年的历史 $也并未
纳入教授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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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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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国语运
动"和 !文学革命 "几乎同时展
开% !国语运动"的中心在当时
北洋政府教育部$意在推动!国

语"全面进入中小学教育% !文
学革命"则以北京大学的(新青
年)为阵营$首先着眼于文学写
作中以白话替代文言% 这两个
运动一开始并无交集$ 随后通
过蔡元培取得联系%以胡适#鲁
迅#周作人为代表的作家$很快
创作出一批前所未有的白话作
品% 并以!人的文学"为价值核
心$开始建立!新文学"的传统%

而黎锦熙等所推动的 !国语运
动 "$ 也在几年后获得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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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教育部正式通令
全国*!自本年秋季起$ 凡国民
学校一二年级$ 先改国文为语
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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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教育部又发出通告$规定截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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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凡用文言文改编的
教科书一律废止%

政令迅速带来市场效应 $

也就在这一年$ 商务印书馆印
行 (新体国语教科书)&八册'$

以!国语"为旗帜%紧接着$效应
延续到中学$ 商务印书馆同年
又出版了 (中等学校用白话文
范)&四册'% 随后的中学教材$

文言作品之外$ 白话作品也获
得或多或少的篇幅% 而这些白
话作品中$ 文学作家刚创作不
久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
中学教材中$ 占据越来越重的
分量%

作为明显的标志 $比如梁
启超 $ 在

)"#$

年代的中学教
材白话作品中 $几乎是选文最
多的作家 $与胡适 #蔡元培 #周
作人同属一个级别%而到

)"%$

年代 $他几乎消失 % 这个时期
的教材 $白话文作品 $周作人 #

胡适 #鲁迅 #朱自清 #叶绍钧
等 $成为最稳定 $也是数量最
多的入选作家% 新文学作品成
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白话 !正
统"% 另一方面$各个作家文学
地位的确立 # 政治倾向的变
化 $也在影响着其作品的被选
择$!

)"#$

年代$教科书中鲁迅
作品数量不及周作人 #胡适等
人的作品多+

)"%$

年代$ 周作
人 #鲁迅作品旗鼓相当 $胡适
作品大幅下降 %

)"-$

年代$周
作人作品从教材中消失 $胡适
作品除,,少量翻译外 $也不
再出现 $而鲁迅却成为教材中
出现频率最高的作者之一 "

&李斌 '!鲁迅作品在民国中学

教材中的位置与功能 +%!中国

现代文学论丛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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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胡适作品的下降$在于其
文学作品的影响力不再显著 %

周作人抗战后的 !落水 "$显然
是其作品突然消失的原因% 而
鲁迅 $ 其选文其实集中于前
期 $以 (呐喊 )为代表的作品高
度经典化 $其 !左转 "后的后期
作品并未被大量选录%

相对于中小学 !国语 "教
育分量的不断加重 $ 民国时
期 $新文学进入大学讲堂则显
得非常艰难% 早在

)"##

年$周
作人便进入刚创办不久的燕
京大学 $主持国文系的现代文
学组 $开设新文学课程 $但那
是由于校长司徒雷登的个人
旨趣% 其后晚到

)"#"

年$朱自
清 #杨振声才在清华大学中文
系开设 !中国新文学研究 "#

!新文学习作 "$与当时校长罗

家伦原是新文化运动干将 $杨
振声掌握清华文科实权不无
关系 % 而

)"%*

年废名在北京
大学开设 !现代文艺 "$则来自
于当时文学院院长兼任国文
系主任胡适的直接安排% 这些
课程的开设 $大体都有很具体
的人事原因%

)"%$

年代其他高
校零星开设的新文学课程 $以
及

)"-$

年代如西南联大沈从
文开设的包括新文学写作训
练等课程 $几乎没有被定为必
修课的% 相对于古典文学在高
等教育体系中的位置 $新文学
是非常边缘的%

这
种 局 面 在

)"-"

年 后
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新文学与文艺学 #民间文
学一起 $成为极其重要的核心
课程 % 当然对其性质的解释 $

必须受到事先约束 %

)".)

年
(!中国新文学史 " 教学大纲
&初稿 ') 规定 $ !新文学不是
-白话文学.-国语文学 .-人的
文学 . -平民的文学 . 等等 "$

!新文学是新民主主义的文
学"% 由此!新文学"成了(新民
主主义论 )的文学注释 &王风 '

!为什么要有近代文学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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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至于文学史中作家
的地位 $也必须遵循 !鲁郭茅
巴老曹 " 这样给定的次序安
排 $此外则有无产阶级 #小资
产阶级#反革命#汉奸之分% 自
然 $随着形势的变化 $越来越
多的作家从文学史叙述中消
失$最后几乎只有鲁迅%

而到 !文革 "以后 $则经历
了一个相反的过程 % 尽管 !鲁
郭茅巴老曹 " 的格局依然保
存 $但具体评价已有差别 % 郁
达夫 #丁玲 #沈从文 #胡风 #周
作人 #钱锺书 #张爱玲等等 $一
个一个作家回归到文学史中
来 % 而作为被阅读对象 $很可
能鲁迅 #周作人 #沈从文 #张爱
玲是最广泛的%

新文学在中小学课本中
的存在 $自然也经历了相似但
更严格的过程 %

)".,

年 $ !国
语"#!国文 "两个概念被取消 $

合并改称为!语文"% 这个课程
承担了语言训练 # 文学审美 #

意识形态规范等诸多任务 $选
择文本成为极为繁复 #谨慎的
工作 % 除鲁迅以外 $所有入选
作品都经过精心删节#改动%

!文革"以后诸多新文学作
家重新被选入教材$ 不过类似
周作人#张爱玲这样的作家$因
为汉奸的身份或者嫌疑$ 仍然
难以通过% 而最牵动社会神经
的$还是鲁迅% 从

)"-,

年代延
安时期开始$ 教材中的鲁迅从
来是仅次于毛泽东的存在 $不
过对其文本的选择和解读 $也
时时在变动中% 这其中也可见
半个多世纪以来$ 中国社会的
变化% 每度鲁迅作品数量的增
减$ 都会引起全社会激烈的争
论%这种敏感性$也从一个侧面
体现了他巨大的存在%

"发表时有删节 , 作者为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

从!国语"#!国文"到!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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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文汇学人

章太炎尝云 ! "文学

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

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

学& '"文学革命(百年来$

)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

经历了由当下而历史 $逐

渐经典化*知识化*学科化

的历程$ 并带来关于其范

围和内涵的多样理解&

与近代西方 "语音中

心主义(趋向相比$汉民族

乃至整个东亚汉字圈的语

文传统更注重书写 $ 在书

写文字统一性+"书同文 (,

的同时保持口语多元 & 时

至晚清$这一格局在)言文

一致(*)国语统一(等外来

观念影响下遭遇挑战& )文

学革命(也伴随着)书写语

言(的变革$这一进程绵延

至今& 所谓)书写($包括了

文学语言 *文法 *文类 *文

体 *语体 *音韵 *词汇 *文

字* 段落* 标点等诸多方

面 & 本刊择选
!"#$

年
%

月在北京大学举办 )现代

文学与书写语言 ( 国际学

术研讨会上部分论文 $及

相关文章$ 试图在此返回

)书写($ 从语言形式的角

度呈现)文学革命(的内在

肌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