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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研究的意义

汉字是汉族人民自古以来一直用来记录汉语、进行思想交流的工具，是汉民族的祖先在

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由于汉字历史悠久，数量众多，加之使用汉字的

人口数量大，分布的地域广泛，生活在不同的方言区内，因而造成了汉字使用过程中诸多不

规范现象。我国历史上历代中央政府均重视汉字规范工作，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了

一系列汉字规范化的法规和文件，对汉字的规范，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汉字规范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需要。我国正处在建设小

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及各级政府的文件、政令等，绝大部分要用汉字记录、

表述和发表，如果使用的汉字不规范，不但影响各级政府的形象，也会影响到对文件的理解，

从而影响到对党和政府政策的贯彻落实，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

质文明进程。

汉字规范化是提高汉字教学效率的需要。汉字历史悠久，情况复杂。撇开历史上的甲骨

文、金文、大篆、小篆及隶书不说，单就汉字楷化以来而言，亦有正体与俗体、手写体与印

刷体、繁体与简体及新旧字形之分，大大加重了人们的识字负担，一个人从孩童开始，一直

到耄耋之年不能尽识。汉字规范化，使形体统一，数量大为减少，将极大的减轻人们的识字

负担，提高汉字的教学效率。

汉字规范化是中文信息处理的需要。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到一个以计算机技术和

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信息时代，汉字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计算机的编码编程，无不以

汉字的规范化为基础。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直接影响着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应用的范围和效

率。在计算机大踏步进人寻常百姓家的今天，人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汉字规范化的重要性。

数字化信息时代不仅带来了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革命性飞跃，而且也伴生了人机交际的数字

鸿沟和资源共享的网上障碍。

汉字规范化是对外交流的需要。随着我国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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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日益增多，希望了解中国，学习汉语和汉字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

功举办，必然要掀起新一轮的对外交往热和学习汉语热。对外交往中使用不规范的汉字或写

错别字，不但可能影响办事效率，而且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误会和纠纷，或者有损于我们国家

或单位及个人的形象。外国人本来就以为汉字和汉语难认难学，如果汉字本身再不统一，存

在众多歧义，就会更增加他们的负担，使其无所适从。因此，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也是

对外汉语教学所必需的。

二、本课题的研究目标和内容

我国的汉字是汉民族用以记录汉语的方块形制的文字。它在历史上产生很早，是世界最

古老的文字之一。它标志着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绵长，未曾中断过。几千年来在人民的团结，

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历史上曾有过不可磨

灭的功绩。今天以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汉字仍将作为汉语的书写工具在现代化建设中发

挥它应有的作用。但是，汉字本身形体复杂、数量众多，而在使用过程中又出现了许多人为

的分歧，造成了社会上用字的混乱，加重了学习和使用的负担。对世代传承的汉字进行整理，

使之规范化、标准化是现代汉语文字学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社会交际、文化教育和现代科

技对汉字研究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

汉字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由于汉字产生的时代、区域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造字者会

用不同的形体来表示同一个字，或者用同样的形体来表示不同的字，从而造成汉字使用纷繁

错乱的现象。这种现象不利于汉字作为记录工具的需要，于是就需要汉字的规范化工作。

中国汉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文

化和历史的精华。二十一世纪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计算机的使用和普及为汉字走向世界带

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加强汉字的研究，促进汉字文化圈所使用汉字的统一和规范，促进计

算机处理汉字技术的发展，使汉字真正做到“书同字”、“输同码”，只有这样，汉字才能真

正昂首走向世界，汉字才会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汉字作为世界上古老的文字之一，积淀了中华民族的睿智、中华民族的文化以及中华民

族的精神。在全世界的众多文字之中，使用汉字的人数量最多，汉字是联合国五种法定文字

之一。汉字使用中的不规范现象会影响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发展。文字规范化

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形象和祖国的声

誉。总之，汉字规范化既是汉字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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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当代汉字使用不规范现象简析当代汉字使用不规范现象简析

摘 要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系统符号，是汉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汉

字本身形体复杂、数量众多，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规范的现象，造成

了社会上部分用字的混乱。这种不规范的现象已经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我们

的生产生活，更不利于我们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本文从汉字使用的不规

范现象、汉字使用中不规范现象产生的原因、不规范现象产生的影响及解决

途径进行了探讨，力图引起全社会的重视，进一步认识汉字规范化的重要性，

提高使用汉字规范的意识。

关键词：关键词：汉字 不规范不规范 现象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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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汉字使用不规范现象简析当代汉字使用不规范现象简析

前 言

我国的汉字是汉民族为了记录汉语用于交际的符号性工具，它在历史上

产生很早，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也是世界上惟一使用数千年从未间断

也未突变过，至今仍然生机勃勃的文字，这是汉字强大的生命力所在，它标

志着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绵长。 “几千年来在人民的团结，国家的统一，社会

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 [1][1]在历史上曾有过不可磨

灭的功绩。今天以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汉字仍将作为汉语的书写工具在

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但是，由于汉字产生的时代、区域等方面

的差异，汉字本身又形体复杂、数量众多，不同的造字者会用不同的形体来

表示同一个字，或者用同样的形体来表示不同的字，从而造成汉字使用中的

纷繁错乱现象，造成了社会上用字的混乱，但汉字作为文字所具有的社会性

决定了汉字必须规范化。迅速到来的信息全球化要求汉字国际标准化，要求

全世界的汉字使用要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从全国汉字使用“书同文”到全球

汉字使用“输同文” ，是信息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对世代传承的汉字进行规

范化、标准化是现代汉语文字学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社会交际、文化教育

和现代科技对汉字研究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国家非常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 《人民日报》 1951

年 6 月 6 日发表了《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

论； 1955 年 10 月 26 日发表了《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

范化而努力》的社论； 1991 年 6 月 6 日又发表了《认真做好语言文字规范化

工作》的社论。这第三篇社论指出： “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工作具有很强的社会

性和政策性，必须高度集中统一，不能各行其是。各级政府机关要认真贯彻

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提高语言文字水平。机关的文件、报告，

出版物使用的语言都要符合规范，各级干部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说普通话，

写规范字。要继续大力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使用经过广泛讨论后由国务

院批准的简化字。 ” [2]1964 年公布了《简化汉字总表》 (1986 年国家语委重新

[1][1]李思维、王昌茂：《汉字形音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P1

汪国泰：“当前汉语汉字使用混乱现象透视”，《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1 年 5 5 5 期。P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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