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今天可否使用文言文写作的辩争!

———与郑全和先生商榷

仓林忠
（盐城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盐城 !!"##$）

摘 要：郑全和“不能适当使用文言”的观点有失偏颇。历史上曾为剥削阶级所使用并被进步

思想家批判过的文言文，在现今民众知识水平普遍提高的情况下，不会成为开发民智的障碍，

而可以成为广大劳动群众濡染民族历史文化、开展交流交际的工具和陶情冶性的文化快餐；

文言文写作也能创新，并不违反规范；在今天仍可承载发展民族文化文学的重任。因此，应该

为文言文在文化文学领域讨回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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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月郑全和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如何看待文言写作》一文，提出“不能适当使用繁

体字，更加不能适当使用文言”的观点［&］，明确反

对学生使用文言文体写作。笔者认为其看法有失

偏颇，今试就郑先生提出的观点作如下辨析。

一、在历史上被剥削阶级使用过、又被

进步思想家批判过的文言文，必须予以封

杀吗？

郑先生反对学生使用文言文体写作，其理由

之一，就是现代白话文是在陈独秀、鲁迅、胡适等

现代进步思想家同国粹派论战的“血与火的洗礼

中诞生的”，“通过大辩论 ⋯⋯奠定了现代书面汉

语的基础。文言基本被废止”［&］。不可否认，在我

国奴隶制、封建制或半封建时代，文化知识主要掌

握在剥削阶级手中，劳动人民很少有受教育的机

会。在那个时代，文言文作为公私通行的行文载

体曾经被剥削阶级用来作为压迫劳动人民的工

具。近代以来，陈独秀等人反对文言文，矛头所

向，主要也是封建专制统治和压迫人的纲常名教。

所以陈独秀等人在反封建的同时，激烈地批判文

言文，确有那个时代政治上的极大进步意义。

我们承认陈独秀等人批判文言文的历史进步

意义，并不是说凡是过去被进步思想家批判过的

东西，就要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不加区别地予以

封杀。现在随着时代变易，新中国成立已经 -# 多

年，教育事业更有了长足的进步，适龄儿童九年制

义务教育普及率高达 ’).以上，高中在校生数千

万，大学在校生 ’## 多万，绝大多数民众已成为具

有相当知识水平的人。对于大、中学以上文化程

度的人来说，没有人未接触过文言文。即便是小

学生，都或多或少地在课外阅读中接触过文言文

或古白话文。诚如郑文所引，去年高考有个考生

用古白话文写了篇《赤兔之死》，由于“该考生的古

文功底是不错的”，引起“阅卷老师拍案叫绝，一致

给满分”，“’#.以上的中学教师”“赞不绝口”，“很

多中小学生群相效仿”［&］。这说明了在现时代，文

言文或古白话文已不再是少数文人学者才能有所

涉历的领地，不仅可以为一般知识阶层喜闻乐见，

连中小学生都能较好地掌握和便利地使用。客观

地讲，无论在哪个时代，文言文作为一种语言和思

想交流的工具，是否可以流行，关键在于它能不能

为一般民众（或若干社会阶层）所接受并便利地使

用，而不在于它过去是否为剥削阶级使用过。一

篇小小的学生作文，竟然激起全国性的反响，《赤

兔之死》引起的冲击和震动不仅表明了由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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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知识水平的提高，许多民众的阅读兴趣已不

再满足于通行的简易白话文体，而有向具有深厚

民族文化底蕴和绚丽文彩、浓烈韵味的文言文转

移，阅读与写作趣味呈现多样化异样化的趋向；从

更深层次上来看，它也是我国传统历史文化具有

极其顽强持久、历久弥新的生命力的体现。如果

说，在旧时代，文言文是少数躲在象牙塔尖中的文

化贵族的禁脔；那么，在现时代，当它有可能成为

广大劳动群众濡染民族历史文化、记录与复现社

会本真、开展交流交际的良好工具和陶情冶性、遣

兴纵趣的文化快餐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必要固执

地坚持说它是地主阶级曾经吃过的东西，一定不

合劳动群众的胃口而不敢一尝呢？既然我们对于

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能够采取

拿来主义的态度，广泛地汲取为我所用；对于承载

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化、自己的祖先使用了几

千年而又为现在一般社会民众广泛接受的语言，

我们怎能固执地坚持摒弃不用了呢？如果在封建

时代只有少数士大夫文人才能从事的文言文创

作，现今成了广大劳动群众都能共同参与的活动，

或者说在现今迅速地掀起一个比韩愈、欧阳修时

代更为广阔的文言文现代化创作运动，难道说不

是广大人民群众知识水平提高、我国文化文学事

业兴旺发达、社会历史发生了螺旋式上升的一个

显著表现吗？时至今日，当一般民众或普通劳动

者阅读和使用文言文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相当

广泛的文化需求的时候，仍然固守着陈独秀时代

思想家同强大顽固的封建势力作斗争时所采取的

矫枉过正的做法，对人们阅读和习作文言文的自

然趋向作出不适当的限制，甚至提出连适当使用

文言文都不许可的极端观点，这与历史上传为笑

谈的刻舟求剑那样墨守成规、不知变通又有什么

区别呢？

二、在民众知识水平极大提高的情况

下，文言文还会成为民智开发的障碍，不合

于今天的需要吗？

郑文反对文言文写作，理由之二，是“文言与

口语相脱节”，“难记难学难用”；“意义不明确”，

“难以表达精确复杂的思想情感”，“严重阻碍教育

普及、民智开发”；“不适应今天的表达需要”［!］。

其实，书面语言总是源于口语而高于口语的。即

使在当代，口语与书面语言也是有一定差距的。

口语通常浅近直截，不太讲究语法；而书面语则要

不同程度地加以修饰，使其文从字顺、妥贴优美。

文言文是在古白话基础上提炼出来、具有很高使

用和审美价值的相当成熟的书面语言。能够熟练

地使用文言文或古白话文写作，常常是一个人语

言文字方面的悟性或修养达到较高程度的体现。

文言文与以往时代的口语有一定的差别，与今天

的口语当然更有较大的距离。但今天的语言是历

史语言的延续和发展，今天的书面语是文言文的

延续和变革。它不同于文言文，又与文言文有着

不可割断的联系。一个没有文言文基础的人，他

写出来的文章很难避免干瘪苍白浮浅的毛病而经

得住咀嚼。纵观近现代那些较有成就的作家，诸

如梁启超、鲁迅、朱自清、闻一多、郭沫若、茅盾、老

舍、巴金等人，哪一位作家的文章里没有隐伏着文

言文的气脉骨血，透现出文言文的熠熠光辉？钱

钟书先生健在时就被世人称为文化昆仑，可最能

代表他学术水平的《管锥篇》，却通篇奔腾激越着

文言文字的浩漭洪流。我们能说钱钟书的《管锥

篇》“不适应今天的表达需要”吗？

在文言文中，确有不少艰深晦涩的篇章，但也

有很多平易晓畅明白如话的篇章，如春秋诸子的

著作《左传》、《国语》，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的

山水游记，都比较好读；至于古白话小说《三国演

义》、《水浒传》、《警世通言》等，具有初小文化程度

的人都看的津津有味，不肯释卷。在这些古籍中，

我们未觉得古人“表达精确复杂的思想情感”有什

么困难，也很难找到表达不清、语义不明的篇章或

句子。如果说古汉语中有“此生与彼生”［!］这类可

能产生歧义理解的语句，则现代汉语中“我把姑妈

的书丢了”这类句子，也可能产生“书是姑妈的”、

“书是我给姑妈的”与“书是我丢的”、“书是姑妈丢

的”等不同的歧义理解。因此，决不能单凭某些个

别独特的语言现象来评价一种语言是否合于今天

的需要。诚如郑文所说，文言文或古白话文连中

小学生都不觉其难，都爱写、会写、还能写好，恰恰

反驳了作者自己“文言文难学难用”、“不适应今天

的表达需要”的立论。再说，难与不难，是一个相

对的概念。在解放前，当劳动群众连斗大的字都

识不了几箩时，理解文言文当然很难，文言文也确

有不利于普及教育、开发民智的缺点。而现在，当

全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已达到较高程

度，阅读或写作文言文已不再困难，更有不少人爱

读、会读、爱写、会写，文言文已可以从开发民智的

障碍转变为助益于民智开发的工具且具备相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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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基础、显示出很强生命力的时候，我们怎能死抱

住解放初民智未开时文言文的时代缺陷而认为它

同样“不适应今天的表达需要”，不让国人根据自

己的兴趣爱好学习和使用文言文或古白话文呢？

再说“难记”问题，一个显明而有趣的现象是，

现代诗歌、散文千千万，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头

脑里也记不了几首几句。可是，稍有一点文化的

人，谁的肚里没几首唐诗？说不出孔子的“三人

行，必有我师”、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

山，或轻于鸿毛”、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至于稍有汉学功底的人，更能大段大段地背

诵儿时学过的古代诗词散文。我国古代诗词、散

文深刻的思想内涵及其奇妙的节奏韵律，使它比

现代诗歌散文对人的大脑形成更为强烈深刻而又

难以磨灭的刺激，更利于吸收记忆，确是不争的事

实。说文言文难记，岂不冤枉！

毛泽东同志说过，吸取外国的东西，必须“排

泄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对文言，我们同

样能弃其繁芜艰涩而习用其清朗简明啊！很多人

怕文言的繁难，却未曾想唐朝的王勃还是一个弱

冠少年的时候，就写出了流传千载的《滕王阁序》；

近代的茅盾十三岁时就写出了相当可观的文言史

论［&］（"#’ ( )，* ( ’&）；何况当代科教昌明，民众的学力普

遍提高，比前人不知要高广多少倍，青少年著书立

说大有人在。哪有当代人的阅读鉴赏习作能力反

不如古人，因觉得文言难而不敢为、不愿为、不能

为的道理？现在我国传播很广的京剧昆剧平剧越

剧诸剧种的唱词道白，不但多类文言，而且声气变

幻，一声叫唤三回环七起落，平常人不看字幕很难

了解说唱的意思，然而四岁的孩童都可以学，不识

字的老奶奶也爱看，何况文言是数千年公私通用

的文体，人们反而不能读不能学不能习作了呢？

三、用文言文写作，就一定霉气扑鼻、

不是创新吗？

郑文反对文言文写作，理由之三，是“在今天

用文言写作是复古，不是创新”，“并不能让人耳目

一新的感觉，却有点霉气扑鼻的味道”［’］。创新，

当然值得提倡；但不应认为古代的东西就一定腐

朽霉烂，复古就一定是反动的。对于北京圆明园、

八达岭长城、苏州沧浪园这样的名胜古迹，哪怕再

陈旧破烂，人们也不认为腐朽霉烂，还要因它们是

人类历史上宝贵的文化遗产而对之修旧如旧。这

个修旧如旧，就是复古。恐怕谁也不能说这样的

复古是反动的。只要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对自

己民族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都应该在批判

的基础上予以继承。如果我们用文言文为今天的

时代、社会和民众服务，记录、反映和宣传当代人

的科学思想、光辉业绩、精神面貌和志向情趣，同

样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也

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创新。对这样的文言文

写作，我们又何乐而不为？适逢中华大地上沉睡

了几十年的文言文体重舒复起之时，如果有谁在

传统文言文的写作上开辟出一条新路，或者在现

代白话文同文言文的衔接、交汇、融通与结合上构

架起一座通畅的桥梁，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横加

干涉和指责呢？

反观历史上陈独秀等人的本心，并不是真的

就认为中国过去一切用文言文写成的文字都已一

无所用，都在摒弃焚毁之列了。陈独秀虽天才英

纵，但他的文字根基，还是所谓的旧学。再看鲁迅

的散文，且不说《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摩罗

诗力说》是用文言文写成的［)］，即使后期所作的杂

文，虽近于白话，然其笔锋之犀利、用词造语之精

悍、说理之透辟、寓义之深刻蕴藉，莫不毕现文言

方面的功力。可以说，陈、鲁、胡等人思想再先锋，

没有以文言为凭藉的民族文化根底，他们的文章

必然行之不远，也不会成为思想界文学界的大家。

人们都说文言文自陈、鲁、胡灭亡，不知文言文在

陈、鲁、胡身上得到了涅般
木升华。我国古代曾出现

韩、柳、欧、苏等用文言文写作的文章大家，近代又

涌现出有着深厚国学根底的陈独秀、鲁迅等文章

大家，可是再看当代文化界、文学界、思想理论界

走过来的许多人，成就多比不上前人，这除了是时

势相异、阅历相差、思想相别的缘故，与我们长期

以来以否定前人、否定民族文化传统为能事，自动

地离开、避弃历史巨人的肩膀，甚至站到比历史巨

人还要低得多的位置上，以致于以文言为凭藉的

民族文化素养不足，确实具有极大的关系。

人们都说我国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对历史

上的许多遗迹，如建筑、陶瓷、雕刻、绘画、书法、戏

曲、武术、杂耍、皮影、器乐、弈棋、服饰、饮食、茶

道、风筝、剪纸直至吹糖、捏泥、民间故事、口头文

学诸百艺，都看成文化遗产，都没闻到腐朽霉烂的

气味，都认为必须要予以继承和发展。中国儒家

文化的创造者“孔子故居被中宣部命名为爱国主

义基地”［+］。尤其是面世才二百年又濒危的京剧，

·’%·万方数据



号称国粹，中央电视台 !! 频道日日播映，聘请名

家教唱，可谓不遗余力地挽救。上述这些做法都

没有错，都是当今人们应该努力去做的。但俗话

说，欲亡其国，先亡其史。在历史上，欲亡其国其

民族，何尝不是先亡其文化，先亡其语言？都德的

“最后一课”之所以具有震撼世界的时空穿透力，

还不是因为任何一种语言都如同血脉神经一般深

深地联系贯通着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民族的灵魂、

民族的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日本

都曾禁止某些占领区人民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其

目的还不是动摇和清除被占领区民族和人民的历

史和根本，改造、奴役并同化被占领区民族和人民

的灵魂？据专家统计，在世界上有数千种语言已

经消逝，还有若干种语言正面临绝迹，专家们大声

疾呼人们警觉并加快抢救的速度。文言文作为一

个泱泱大国连续使用了几千年的成熟语言，中国

古代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基本的载体和文

化形态，在它曾经汹涌奔流的躯体上裹挟着中华

民族历史文化中浩如长江大河的主干洪流，可算

是国粹中的国粹。而它一朝被某些思想家判了死

刑，我们就无视或轻易否定其在我国历史和现实

社会文化文学领域中应有的作用和地位，不将它

当成本民族的宝贵遗产，不去悉心维护抢救，想不

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只是将它当作一种腐朽

霉烂的东西，抱着欣喜快乐的心情眼睁睁地看着

它从中华民族的语言史上沉寂消亡。这种为当今

社会普遍认同、不以为非、舍本求末的观点和做

法，难道不会引起外邦民族的惊讶，不应当激起一

切有民族自尊心和历史责任感的国人反思和痛心

么？恐怕几千年来孔子孟子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

轼们地下有知，都将会欲哭无泪！我们这代人再

不幡然振悟，继续迷惘地让这一怪象长期沿宕下

去，又将何颜去见地下的先人？

四、使用方言、文言就一定不合于语言

规范吗？

郑文反对文言文写作，理由之四，是“《全日制

普通高级中学语言教学大纲》里，规定作文语言要

规范，这就是要求使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使用方言

和文言都是不规范的。”［!］其实，社会语言总是流

动、变化着的。所谓规范，是适应社会秩序的需要

人为制定的。语言规范不应成为社会语言合理性

流向的制约因素，而应顺应并推动语言的这种发

展变化。普通话中不仅经常性地吸收方言和文言

中的语言，而且也会经常性地吸取少数民族甚至

外民族的语言，这样我们的民族语言才会鲜活并

不断丰富发展。我们现在既然允许少数民族使用

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说使用了方言或文言就不

规范，显然没有多少道理。再说，规范是一种时间

性阶段性很强的东西。国家机关能制定有关规

范，也能根据情况的变化修改这些规范。我不知

道该《语言教学大纲》是否规定了高中生作文一定

要用普通话写作，即使有这样的规定，或者说这一

规定在当时也是很正确的，我也要认为，随着我国

国民知识水平的提高，当文言文已不再成为横在

人们面前的阅读障碍，而是较为普遍地成为人们

（或若干社会阶层）阅读和写作需求的时候，我们

绝不能削足适履来维护这个规定，而是要修改它

以适应各类社会人群合理的文化需要了。所谓

“从文言废止后一直到今天，都时时有一些不规范

的书面语使用现象”［!］，正表明了国人在文化素养

大大提高了的情况下，已有若干人不满足于单纯

运用白话文写作，尝试着采用具有深厚民族文化

底蕴和较高语言文字技巧的文言文来写作的趋

向。对于这一文化发展进程中人民整体文化和文

字应用水平提高的正常现象和自然趋势，教条主

义地采用种种清规戒律来限制国人不准越雷池一

步，实在是有悖于新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

化方针［"］和我们的时代精神，极大地阻碍了我国

文化文学事业的发展进步。

五、学习文言文仅仅是为了继承古代

文化和欣赏古代文学吗？

郑全和同志在文章的末尾一方面承认学习古

文“很有必要”，一方面又说学习掌握古代汉语目

的“不是让我们写文言文”，而是“学习研究继承古

代文化，欣赏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将学习文

言文的目的及其时代价值仅限于研究和欣赏古文

化，我以为境界未免太狭隘了。研究古文化是少

数学者的事，欣赏古文化大可不必耗费学生过多

的精力和时间。文言文作为我国历史上最主要的

书面语言工具，即使在现代，在许多情况下（如文

学创作、契约、书信、记日记、悼词、碑记），仍然不

失它记录、交流和交际的最基本功能；它的精练、

简明、文简意丰、言短情长的特点，对于寸阴必争、

惜时如金的当代人，不啻是一种最为经济的书面

语言工具；它的渊博、厚重、蕴藉、深刻、隽永、节奏

和韵律，至今仍是我国一切具有较高审美意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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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形式发展的深厚基础和永不枯竭的源泉。应

当说，今天对文言文的学习和掌握同白话文一样，

承载着发展和振兴我们民族文化文学的重任！

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文化和伟大的文学。

在民众的文化素养极大提高的今天或明天，当人

们对文字的运用、创作或欣赏产生更加多样化的

需求，当人们普遍热切地期盼在国富民强的中华

盛世迅速地矗涌起一座新的文化文学高峰的时

候，为什么在民族文化的洪流中，不允许源远流长

的文言文作为其中的一支小溪涓涓流淌；在文学

的百花园中，不允许文言文作为其中一朵古色古

香的奇葩随同其他花儿一同开放呢？人们常说，

就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文言文的独特之处

就在于它是五千年以降、近代以前有着数以亿计

人口的中华民族所使用的最主要的语言。在它的

躯体上蕴藏着中华民族一切优秀的历史人文文化

和民族精神，这些都有待我们后来者去开发、继

承、扬弃和拓展。如果我们不将自己文化的根深

深扎入以文言文为经纬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深

厚土壤之中，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将会失去雄厚

充实的内涵而流于一种空洞的说教形式；即使从

事白话文写作，也绝不可能出现横越历史屏障照

耀千古的世界文化文学巨星！所以，我们不仅不

应让文言文在这个世界上消失，还必须让它的光

辉照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永照后世人间。

当然，我们在现今的文化文学领域为文言文

讨回一席之地，不是要求所有的人都来写文言文，

不是要求所有的学校都来教学生写作文言文，也

不是让学习文言文的人写一切文字均采用文言文

体。但我们不妨在一些学校“适当”地划出一些课

时让学生学写文言文，更不能残忍地扼杀学生主

动学写文言文的自然趣向。孔子有言：“学而时习

之”［!］（"#$）。习是学与用的桥梁，不练习写文言文，

就不能学深学透学好文言文。学以致用，是古今

看重的法则。不练习写文言文，就不能得心应手

地运用文言文；光阅读而不练习和使用文言文，我

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又怎么能够全面完整地继承

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这一份丰厚的遗产并进而

高速度地去发展我们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

如果我们的祖先使用和传承了数千年的书面

语言文言文自我一代而灭绝，我们将是民族和历

史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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