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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

今天每个会用拼音的人
都欠他一个赞

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就在前一
天，他刚刚过了112岁生日。

“大概是上帝太忙了，把我忘记了。”当生命终极刻度停在“112岁”时，周有光曾经说的那句
经典“长寿感言”，为告别添了一丝温暖的意味——一个思想有光的灵魂，终于被上帝想起了。

周有光身上的标签很多：作家沈从文的连襟、才女张允和的丈夫、经济学家、语言学家。
他的一生分为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
语言文学领域；85岁以后，是思想家。有评价称，周有光一辈子活出了别人几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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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受“五

四”文化洗礼的周有光，毫不犹豫地带
着妻儿回到祖国。

“年轻人根本不了解我们那时的心
情，抗战中中华民族受尽了屈辱，我们
这代人永远是把爱国放在第一位的。”
回国后，周有光一边在新华银行做秘书
长，一边在复旦大学教经济学，将理论
和实际经验结合起来，写下了备受关注
的《新中国金融问题》。当时上海工资
改革，薪水大减，他一百元工资缩水到

五分之一，他却对此毫无怨言。
但周有光怎么也想不到，在 1955

年，他被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让他速
速去往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当时要建设一个新中国，可是老
百姓 85％都是文盲，文化不提高，国
家怎么建设？我本身是搞经济学的，研
究语言、文字只是我的业余爱好，可当
时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领导
却让我转行。”说起这段经历，周老还
哈哈大笑：“我对领导人说，我是个外

行啊，领导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
都是外行嘛！”

在周老加入之前，汉语拼音方案讨
论了两三年，但迟迟没有一个结果。文
改会拿出了六个方案，其中一个斯拉夫
字母方案，四个民族字母方案和一个拉
丁字母方案，到底该用哪一个，大家争
论不休。当时中苏关系尚好，有专家倾
向用俄文斯拉夫字母。然而这一点遭到
周老的反对，他认为斯拉夫字母国际并
不通用，不利于以后长期应用与发展。

你知道吗，我们差点用了俄语字母

为了要给中国文字研究拼音方案做
参考，周有光研究世界各国的文字，并
在《语文知识》杂志上不断发表研究各
种不同文字类型的文章。后来编成一本
小书，叫作《字母的故事》，简单地介
绍字母的历史。周有光得出结论，还是
拉丁字母最好。因为拉丁字母从技术角

度来看，优点很多；从社会角度来看，
它的社会性、流通性最强、最大。

“汉语拼音方案”经过三年的时
间，从多方面研究之后才定下来。到了
1958年，这个修正草案就在汉语拼音
方案委员会里面通过了，后来又成立一
个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这是高

一级的委员会，这个审定委员会也通过
了。1958年 2月 11日，第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汉语拼音方
案。从此，全国小学生入学第一件事，
就是学习汉语拼音。它不但能帮助广大
国民学说普通话，还将学龄儿童的阅读
能力提前了至少两年。

三年研究结论：还是拉丁字母最好

周有光的《汉语拼音方案》推广工
作后来遇到了两大问题。一个大问题，
就是联合国地名国际标准化会议要求世
界各国都提出罗马字拼写的地名标准。
这一个机构起初是中国台湾地区的代表
参加的，后来就改由中国大陆代表参
加。中国大陆代表参加之后，就提出要
用 《汉语拼音方案》 做标准。 1977
年，地名国际标准化会议通过，这是汉
语拼音走向国际的第一步。

第二步呢，是 ISO 国际标准化组

织。这个国际标准化组织中有一个部
门，叫TC46，TC就是技术委员会，它
的研究范围是包括语言文字的。在这个
委员会里面，他们要中国提出，中国的
标准语用什么样的罗马字母来拼？1979
年，周有光接到单位通知，让他去巴黎
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在巴黎开的
是预备会，随后把各国代表都集中起
来，分批到华沙开正式会议。周有光准
备好的稿子有两篇，一篇就是讲《汉语
拼音方案》 的历史背景，第二篇是讲

《汉语拼音方案》的技术特点。他在华
沙的会上讲了以后，得到会上一些人的
赞同。其中一位人士告诉他，这个会就
要像你这样的人来开才能解决问题。过
去为中国语言的拼写法问题开了好多次
会，都得不到结果，就是因为参加的人
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1982年，《汉语拼音方案》终于成
为国际标准了。到了 1982年以后，中
国国内人名、地名才相当普遍地采用了

《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终成国际标准

在周有光看来，自己 50岁之后的
主要工作“意义很重要”。首先，使得
中国的小孩子、中国的文盲能够利用这
个工具认字，走进中国的文化宝库；其
次，方便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所
以，汉语拼音一方面是从没有文化到有
文化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是中外
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看似是
个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
如，我们中国人的名片上印着拼音，这
样不懂‘方块字’的外国人也可以认

得，可以叫出。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到
今天，都处于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之中，现
代化改革，一方面是语言文字的改变。”

“其实外国原来也如此，我三十年
代到日本东京读书，我原来以为我学的
东京日语可以走遍日本，但是发现就连
不远的京都人的语言也完全不一样。可
是日本能够推广日语，日本人称之为

‘国语’，以东京话为基准，到了现在日
本人之间讲话没有一点障碍了。西洋国
家的共同语言普及大概三百年之前就实

现了，日本大概一百多年之前实现了，
我们中国还正在实现之中。”

周有光曾说：“一个国家要做到现
代化，需要达到很多指标，其中一个指
标就是讲话大家都懂，如果讲话都不
懂，怎么能算现代化国家？我个人的感
觉，九十年代我们的语言现代化工作发
展得较快，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文字改
革、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
面，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综合新华社、《成都商报》

“语言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

今天，世界最通用的 26 个字
母在为汉字服务。

然而起初，这一点曾经备受争
议，最为响亮的质疑是：中国泱泱
几亿人口，为什么不自创一套字母
让外国人来学我们？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许多人都这么想。然
而周有光却说：“采用世界最通用
的字母，是人类文字发展史的必然
趋势，并不是个人好恶的问题。字
母为任何人服务，善于利用，它就
是无价之宝；不能利用，它就一文
不值。”

他一直用行动证明，先后发表
了 《字母的故事》《什么是民族形
式》等作品，不断“科普”拉丁字
母，拼音才逐渐被广为接受。

1949 年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
立，到 1958 年方案正式公布，汉
语拼音方案经过了反复论证。“国
际化”还是“民族形式”？一部分
人认为，民族形式就要根据汉字形
式创造与汉字有一定联系的拼音字
母。但周有光和绝大部分人主张采
用拉丁字母作汉语拼音字母，周有
光在《什么是民族形式》一文中指
出，民族形式主要表现在语言上，
文字形式是另一回事。改革文字并
不是要改革语言，如果新的书写符
号体系能更好地服务于汉语，那样
的话只会巩固民族形式，而无损于
民族形式。

周有光思路的延展过程也被学
者们评价为闪烁着“世界公民”思
想。他说：“拼音字母的可贵，不
在它的珍奇，而在它的实用；不在
它有独特的传统形式，而在它有便
于文化交流的共同形式。”周有光
认为，永久性的民族形式是不存在
的，对拉丁字母，“我们与其另起
炉灶，不如采用它。”

汉语拼音制定好以后，周有光
代表中央政府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
会议，他期望国际标准化组织承认
汉语拼音是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1982年2月，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
国际投票，承认汉语拼音是拼写汉
语的国际标准，这代表着汉语拼音
走向了世界，“这也是周老的贡
献。”语言文字专家、北京大学中
文系教授苏培成说。

“世界公民”
汉语拼音背后的思想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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