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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现代化的内涵及当代使命

赵世举

摘 要 由于历史原因，不少人把语文现代化看作一个内涵固定的历史性概念，而随着

中国语文现代化阶段性任务的基本完成，人们一般不再关注语文现代化问题。然而，时代发

展迫切需要语文现代化与时俱进、担当新使命，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语文现代化的基本问

题，澄清误解，开启新征程。语文现代化不是一种静态模式，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

回顾世界语文现代化历史可知，语言现代化的宗旨是不断满足时代对语言文字的需求，核心

任务是不断改善和提升语言文字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及人高效使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以促

进社会发展。语文现代化有若干层面，其核心是确立与时俱进的语言观念和提升服务时代

需求的语言能力。在当今信息化智能化时代，我国语文现代化的重要使命是推进语言文字

事业转型发展和“六化”建设，为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发挥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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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语文现代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在民间，不少人把语文现代化看作一个内涵固定的

历史性概念，简单地认为中国语文现代化就是汉字改革、推行白话文和推广普通话，有的甚至狭隘地认

为就是要推行拼音文字。这大概是因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早期历程导致的误解。正是由于这种片面的认

识或误解，如今在汉字改革暂告一个段落、白话文已经主导语言生活、普通话推广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不

再提推行拼音文字的情况下，很多人误以为语文现代化的任务基本完成，甚至因为中国语文现代化曾经

努力尝试拉丁化遭受诟病，而不再关注语文现代化问题。这或许是一个时期以来语文现代化不受重视

的主要原因。

当今，我们面对的客观现实是，具有“现代性”的中国语文现代化历经百年，尤其是近70年的发展，取

得了巨大成就，为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和国家的建设与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然而，新中国成立之

初，基于当时语言文字实际和社会建设的需求而确定的语文现代化的阶段性三大任务，即简化汉字、推

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已经达成主要目标，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对语言文字事业提

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要求，迫切需要语文现代化工作与时俱进，转型发展，更好地服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大众生活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语文现代化基本问

题，明确新历史时期我国语文现代化的目标与任务，大力推进语文现代化进程。

一、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厘清对语文现代化的认识

可以说，当代社会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变”。过去用“日新月异”“一日千里”来描述社会变化，明显是

一种夸张手法，而今基本上就是写实了。今天，我国社会发展迈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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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发展目标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赋予语言文字事业新任务；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尤其是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5G技术、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综合应用，人类社会正迈入高度信息化和

智能化的“人机共生时代”，给语言文字事业提出了很多新课题；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加剧世界大动

荡，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正在被重塑，也势必带来世界语言格局和语言关系的新变化；社会语言生活更

加丰富多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显而易见，我国语言文字事业正面临更加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

势和更加多样而艰巨的任务，而过去基于当时历史条件所确立的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理念和做法，某些方

面已难适应新时代对语言文字事业的新要求，亟待语言文字事业跟进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将自身的

现代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担当新使命，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因此，就需要深化

对语文现代化的认识，澄清误解，开启语文现代化的新征程。

“语文现代化”这一概念脱胎于“现代化”之说，滥觞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之中（主要表现

为一定的现代观念，最初并无“语文现代化”之名），伴随着工业文明的产生而兴起，因而其内涵被赋予

“现代性”。这也许是导致人们对其有所误解的原因之一。然而，正如“现代化”不同于“现代性”一样，语

文现代化也不是一种静态模式，而是一个根据社会发展需求，不断地相应调整和改进语言文字及其使用

的动态过程。

周有光先生曾指出：

“现代化”是社会的前进运动，前进的目标是追上和超过当前最先进的典型。现代化是

整体的和全面的社会发展，既包括政治和经济，又包括教育和文化。“语文现代化”是教育和

文化现代化的“基础工程”。［1］

这段话深刻揭示了语文现代化的性质、作用及其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他又指出：

从历史来看，语文现代化是随着工业化而开始的。工业化要求全体人民受义务教育，而

义务教育要求普及国语和改进文字。到了信息化时代，语文现代化又有了新的要求。［1］

苏培成先生界定说：“语文现代化就是现代化时期，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进行的语文改革。”［2］这显然

表明，语文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推进的动态过程，而不是某个时期的特定行为和特定任务。这些高瞻远瞩

的论述，对于我们深化对语文现代化的认识，明确当代语文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具有重要的启迪。

回顾世界语文现代化的历史可以看出，语文现代化的根本任务，就是根据社会对语言文字的需求，

不断改善和提升语言文字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及人高效使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以促进社会发展。在过

去的历史时期，语文现代化在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工业化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我国虽然

工业化起步较晚，但也根据语言文字的实际和社会建设的需求，充分发挥了语文现代化在工业现代化进

程中的积极作用，为中国整体的现代化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社会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3］。

周有光先生预言的“到了信息化时代，语文现代化又有了新的要求”，已经成为社会现实，而且信息

化又在迈入智能化，人类社会正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新的社会语言需求随之不断涌现，迫切需要

语文现代化在新的时代有新的作为，发挥新的作用。这就表明，语文现代化阶段性的历史任务的完成并

不意味着其历史的终结，而是预示着其新的历史进程的开始。

二、语文现代化的宗旨是不断满足时代对语言文字的需求

语文现代化的兴起其实主要不是出于语言文字本身的需要，而是受时代需求的驱动。无论中外哪

个历史时期，都是为了满足社会对语言文字的需求，才有相应的语文现代化的行动。

在欧洲，自16世纪开始，民族国家逐步兴起。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统治者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和

方便施政，便提出了统一语言文字的要求，于是确定一种语言或方言作为全国的通用语和国民的身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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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并通过立法等方式加以推广。1536年英国颁布的《联盟法案》要求统一使用英语的规定和1539年法

国颁布的《维莱—科特雷法令》对法语官方语言地位的确定，都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为了保障有关工

作的开展，1635年法国还专门成立法兰西学院，负责管理法语和编纂法语词典等事务。由此便开启了欧

洲早期的语文现代化行动，其明显的标志就是赋予语言以浓烈的政治功能和同质化要求。

18世纪中叶兴起于英国的工业化又为语言文字提出了新的要求。规模化的工业生产，需要劳动者

具备一定的读写能力，以尽快学习和掌握生产技术，满足工作要求，这就使得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成

为现实急需。正是为了方便劳动者简便快速地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国家主体开始有计划地开展语言

文字整理、规范、统一和语言文字知识的梳理与普及等工作，从而推动了欧洲语文现代化的全面展开，语

言学学科也随之大发展。

我国具有现代性的语文现代化，则兴起于晚清时期仁人志士救国图强、振兴中华的呼唤。吕叔湘先

生曾分析说：

十九世纪中期，帝国主义来扣中国的大门，中国的知识分子做出了积极的反应。经过几

十年，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认识到，欧美日本等国家的胜过中国，不仅仅在于坚船利炮，还在

于文化教育的普及。他们也认识到，在文言加方言的局面之下是很难普及文化教育的。正

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兴起了语文改革运动。这个语文改革运

动三个组成部分：针对言文不一致，有白话文运动；针对方言分歧有国语运动；针对汉字难学

难用，有拼音字运动。［4］（P131）

显然，那时的语文改革就是为了满足普及文化教育、开启民智、救亡图强的需要而做出的积极努力。以

切音字运动为例，它并不是仅仅为了文字改革而进行文字改革，而是为了惠民强国这一伟大目标。先贤

们把自己所做的看起来非常具体的语言文字工作跟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目标明确，抱负远

大。这种精神和理念是我们今天应该发扬光大的。从以下片段我们即能深切地感受到先贤们的可贵

精神。

卢戆章在其《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中说：

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

基于切音为字，在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达于心；又

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

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5］（P3）

卢戆章好友台湾富商林季商为卢氏的《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题赠对联：“卅年用尽心机，特为同

胞开慧眼；一旦创成字母，愿教我国进文明。”［6］（P1）
陈虬认为：“现今吾们大清国的病呢，是坐在‘贫弱’两个字哪，只有富强是个对症的方儿。因此，造

出新字，当那富强药方的本草。”［7］（P7）劳乃宣也说：“是故今日要救中国，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

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8］（P29-30）黎锦熙说：“切音运动的动机，就在他

们目击甲午（一八九四）那一次大战败，激发了爱国的天良，大家推究原因，觉得日本的民智早开，就在人

人能读书识字，便归功于他们的五十一个假名；一方面又有几位到过西洋的，不仅佩服他们文字教育之

容易而普及，更震惊于他们‘速记术’之神速，于是乎群起而创造切音新字。”［9］（P10）
就包括马建中撰写《马氏文通》（可以看作是语言文字学的现代化），也是有感于泰西学子学习语言

文字之简易，学习科学文化之方便，试图模仿其葛郎玛，以探求“华文义例”，供我国蒙童“入塾能循是而

学文焉”，而后“以学道而明理焉”。“微特中国之书籍其理道可知，将由是而求西文所载之道，所明之理，

亦不难精求而会通焉”［10］（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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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片段可以看到，先贤们惠民强国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令人感佩。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启动的声势浩大的语文现代化工作，也是出于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那时为了

克服汉字繁难给教育普及和文化发展带来的障碍，中央批准专门成立文字改革协会和中国文字改革研

究委员会，开展汉字改革，同时为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

主任的郭沫若，于1952年2月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会上讲话，对文字改革的目的做了明确阐

释。他指出：

人民现在在经济上、政治上翻身，迫切需要学习文化，因之文字工具问题急需解决。再

就国家建设来说，文字也是迫切需要改革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人阶级

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才能负担起领导国家走向经济建设高潮的重责。而要提高工农大

众的文化水平，文字障碍必须清除。［11］

针对随即开展的语言规范工作，罗常培先生和吕叔湘先生在1955年10月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

学术会议上指出，开展现代汉语规范的目的，是为了建设“一个统一的、普及的、无论在它的书面形式或

是口头形式上都具有明确的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只有这样的一种民族共同语才能够胜利地担当团结

人民，发展文化，提高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重要任务”［12］（P4）。时任总理周恩来1958年1月在政协全国

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做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进一步指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就是：

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目的是为了“适应全国六亿人民摆脱文化落后状态

的需要，以适应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13］。

综观中外语文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回应时代对语言文字的要求是语文现代化的核心宗旨

和基本目标。

三、语文现代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

因为语文现代化的宗旨是不断满足时代对语言文字的需求，而不同时代都会有不同的需求，这就决

定了语文现代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而不是某一个历史阶段的特定工作和任务。因此，任务各

异的各个时代的语文现代化前后相继，就形成了绵延不断的语文现代化的连续统。回顾中国语文现代

化的历史，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不断演进的历史轨迹。

清末民初，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救亡图存成为燃眉之急。一大批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改

变积弱积贫、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发展文化教育，开启民智。于是改变不适应文化教育发展的陈旧

的语言文字状况，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因而，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大变革，语文现代化运动应运而兴。这

一历史时期，语文改革从主张到实践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改革文字的拼音字（起初叫“切音字”）运

动，二是改革书面语的白话文运动，三是针对方言分歧的国语统一运动。这些改革工作，为后一时期的

语文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为了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迫切需要发展

教育、文化，提升国民素质，为此国家提出的语文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

化［14］。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1958年1月
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做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进一步明确我国文字改革的三项

任务是：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三项任务，事实上成为1986年全国语言

文字工作会议召开之前数十年间我国语文现代化的主要任务。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那个时期的中国

语文现代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显著的成效，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了新时期。随之，语文现代化也需要与时俱进，进行

必要的任务调整。1986年1月，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召开，时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刘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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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作了题为《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的报告，明确提出了语言文字工作的五项任务：其一，做好现代汉

语规范化工作，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其二，研究和整理现行汉字，制订各项有关标准；其三，进一

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其四，研究汉语汉字信息处理问题；其五，加强语言文字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做好社会调查和社会咨询、服务工作。与过去不同的是，这次把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放到了首位，并

提出了标准化的任务；文字改革，主要聚焦于现行汉字的研究整理及标准化。更值得注意的是，首次把

汉语汉字的信息处理列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任务。这正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调适语文现代

化的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对此，刘导生在报告中指出：

实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社会交往更加广泛，迫切需要加强语言文字的规

范化、标准化，用规范的语言文字消除方言隔阂，纠正社会用字的混乱现象。

……

世界正处于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实现图书情报工作

自动化，印刷排版现代化，生产管理现代化，以及办公室事务自动化，已经成为现代化建设中

的重要课题。因此，加强语言文字研究，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提到了比以往任何

时期都重要的地位。［15］

自此，中国语文现代化迈入了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时期。

进入21世纪，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面对新时代的特点和社会对语言文字的需求，时任国

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李宇明提出：

中国当前的语言文字工作主要有五大任务：一是大力推广普通话，二是实现汉字的规范

化和标准化，三是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扩大汉语拼音的适用范围，四是加速语言文字的信

息化进程，五是科学处理各领域中语言文字应用的问题［16］。

2012年12月，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了《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2-2020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关于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全面系统的纲领性文件，它明

确提出了2012-2020年间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七项主要任务：大力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进

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加强语言文字社会应用监督检查和服务；提高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

力；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弘扬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加强语言文字法制建设。显然，根据社会发展的

需要，相对于前一个历史时期又增加了不少新的任务，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和法制化成为

新的历史阶段语文现代化的核心任务，从而开启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新征程。

正是由于我国语文现代化的不懈推进，有力保障了我国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和广泛使用，在国家的

全面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突出的表现是，为促进文化教育普及和国民素质的提升、促进民族

团结和国家统一、促进中国文化发展及其国际传播、促进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上述可知，中国语文现代化自清末起步以来，一直在根据社会发展对语言文字事业提出的新需

求，革故鼎新，不断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没有因为某一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完成而终结，并且可以预

期的是，它一定会在新的历史阶段继续有所作为、发挥新的重要作用。

四、语文现代化的核心是确立与时俱进的语言观念和提升服务时代需求的语言能力

语文现代化究竟要干什么？涉及的层面和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我们认为，最为核心的，就是要促进

语言文字观念的与时俱进，不断改善和提升语言文字适应语言生活需求的能力和人高效使用语言文字

的能力。也就是说，要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不断更新语文观念，从适应社会需要出发，对语言文字本身

及其使用进行必要的革新，使其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让人能更为简便高效地使用语言文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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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是先导。回顾一下清末至五四运动期间的文白之争就可以看出，首先是观念之争。反对白话文的

人因循守旧，不正视社会发展和语言变化的实际，一味崇古，固守文言文是正宗的观念，贬斥白话文“鄙

俗妄为”，因而极力反对使用白话文。对此，茅盾先生曾在《文学界的反动运动》一文中尖锐指出：“不论

是他们反对白话，主张文言的，或是主张到故纸堆里寻求文学的意义的，他们的根本观念同是复古。”［17］

（P52）而倡导白话文者在新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则认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

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要之利器，可断言也”［18］。最终在五四革命浪潮的推动下，白话文取代

了文言文，汉语书面语实现了根本性的现代变革，改变了书面语与口语严重脱节的落后状况，极大地方

便了中国现代语言生活。这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一项巨大成就。

综合来看，语文现代化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语文观念现代化——在思想观念上跟进社会发展和语言文字的演变，不断深化对语言文字及

其功能、价值的认识，适时更新语言文字观念，积极回应时代对语言文字的各种需求。新中国成立以来

逐步确立的语言发展观、语言规范观、语言资源观、语言和谐观等观念，都对引导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

和语言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语文体系现代化——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语言生活的实际，不断优化和完善语言文字体

系，促进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方便社会应用。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开展的汉字简化、异读词审订、异

形词整理、民族文字创制等工作，都是对语言文字体系进行的必要改进和完善。

第三，语文使用现代化——着眼语言生活实际，不断推进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确保语

言文字各项功能的正常发挥，保障语言生活高效、和谐、文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开展的推广普通话和

推行规范字的工作即属于此。

第四，语文手段现代化——充分利用各种科学技术手段，不断改善语言文字处理、存储、复制、表现、

传输和检索等的方式及效率，更好地服务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例如打字机的发明、激光照排技术的应

用、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等，都是语文现代化的手段。

第五，语文服务现代化——根据社会对语言文字的各种需要，不断提升语言文字服务社会发展和大

众生活的能力及水平，包括语言服务资源建设、服务平台建设、服务方式手段和服务体系的建设及运行

等。例如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指导建设中国语言资源库、全球中文学习平台等就是推进语言服务

现代化的具体举措。

第六，语文理论现代化——不断升华语言文字理论，使其更好地服务于语言文字的发展、学习、使

用、传播和相关领域的应用。20世纪以来，我国语言学界结合中国语言生活实际，借鉴国外有关理论，在

语言资源论、语言生活论、语言服务论、语言能力论、语言生态论等方面的探索，都有较重要的理论建树，

并在指导社会语言生活实践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以上这些方面，都是需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语言文字发展的实际，不断推进的。

五、语文现代化的当代使命是推进语言文字事业转型发展和“六化”建设

综观国内外正在巨变的形势及其对语言文字事业可能的影响，以及社会语言生活的实际，可以清楚

地看到，我国语言文字事业正面临更加纷繁复杂的形势和更加多样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审时度势，转型

升级，创新发展，以担当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

所谓转型发展，就是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把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重心由过去的打基础转向深化和

拓展。以全面提升国家语言能力为目标，以服务国家发展和大众生活为根本宗旨。具体来说，就是推动

语言文字事业从“工作”转向“事业”，从筑基转向拓展，从监管转向服务，从事务管理转向能力建设，从管

理转向治理，从着眼国内转向统筹内外。其基本策略，可以概括为融入式、服务型的发展理念和行动方

略。积极对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教育、文化、科技、经济、安全等相关领域的语言文字需求，深度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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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大局和发展全局，以融入促发展，以服务做贡献［19］。如果说过去70年的语言文字事业是奠基性

的 1.0版的话，那么未来一个时期应当全力打造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 2.0版，这就需要继续推进语文现

代化。

就社会发展的形势和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实际看，当今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语文现代化的最重要使

命和任务，或许可以概括为：大力推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法制化和国际化。

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是语言文字事业的重要基础和语言文字应用的基本保障。语言文字是公

共工具和资源，要保障语言文字系统的高效运用和健康发展，就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规范，对此已有很

多论述，不必赘言。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在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理论研究、标准制订、规范实

施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发布各类规范标准200 多项［20］。但是，与社会发展的实

际需求还有一定的距离，主要问题是：社会对于规范化标准化重要性的认识还有所不足，语言规范意识

仍较淡薄，不守规范的现象还比较突出，有的甚至质疑和反对规范；已经颁布的有些规范标准的适用性

不够，也有的已经过时；还有不少应有的规范标准没有制订，尤其是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对语言文字及

其使用提出了更高的规范标准要求和更多的需求，有待应对；规范标准的推广应用还比较薄弱。可见，

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任务还很艰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18年发布了《信息化条件下语言

文字规范标准体系建设规划》，明确了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新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还有待全面落

实。有些工作已是当务之急，比如：第一，需要尽快启动对既有规范标准的全面清理、更新和集成，废止

过时的，修订适用性不强的，整合零散的，增强规范标准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适用性，并有必要编纂《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典》。第二，需要加快空缺规范标准的研制，尤其要加强面向机器的语言文字规

范标准建设和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标准建设，以推动语言文字在网络空间、虚拟现实、机器翻译、机器

写作、智能学习系统、各种语料库和资源库、各种语音技术产品等之中的规范使用，促进不同领域语言文

字信息处理技术的规范化和标准化，防范人工智能设计中的语言偏见和语言污染。第三，需要推进少数

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避免被国外抢先的情况再次发生。第四，需要主动推动中国语言文字国际

标准的制订，争取主导权和话语权。第五，需要加强盲文手语规范标准的完善和推广。第六，需要加大

各种规范标准推广、应用和督查的力度。第七，需要拓展语言文字规范视野，除了对语言文字本体和使

用进行必要的规范之外，也应研究言语行为规范问题，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这也是当代国家治理所

急需。

语言文字信息化是语言文字事业创新发展和社会建设的“新基建”。信息化已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

鲜明的时代特征，而语言文字信息化是社会信息化的最重要基础。可以说，没有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就

没有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标志的现代信息化。语言文字信息化在当代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

重要的基础作用，它也是当今语文现代化的显著标志。语言文字事业要在信息化智能化时代满足空前

广泛的社会语言需求，就必须加快语言文字信息化进程。具体来说，信息科技发展给语言文字带来的最

大影响是促使其功能空前拓展，语言被再赋能。过去，语言只是人际交流工具，而今又是人机交流工具，

也正在成为机机交流工具。因此，要使语言文字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和机器，就必须大力推进语言文字

的信息化，以解决和不断优化面向机器的语言文字输入、识别、存储、理解、分析、输出、显示以及检索、翻

译、利用等系列问题，从而进一步推进信息科技的发展，让人们更好地使用计算机、互联网、智能手机、翻

译机等信息产品。由此可见，大力推进语言文字信息化的技术创新、应用开发和基础建设，是语文现代

化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语言文字智能化是语言文字事业服务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的前沿阵地。有识之士普遍认为，科技

进步正推动人类社会迈入以“人机共生”为社会特征的智能化时代。2017年，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规划》，开启了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新阶段。这也对语言文字事业提出了更为艰巨的新任务，

因为具有认知能力的人工智能的实现，必须解决让机器像人一样自如地使用和理解自然语言的问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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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遇到的最大困难，恰恰就是还未能实现机器对自然语言的理解这一瓶颈。有专

业人士指出“自然语言理解是人工智能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就是在强调自然语言理解在人工智能发展

中的关键作用和技术难度。同时，智能时代所追求的智慧化生产和智慧化生活，也离不开语言文字智能

技术的广泛应用。因此，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和“智慧社会”的建设，都有待于语言文字智能技术的突破

及其广泛应用。可见，语言文字的智能化当是当今语文现代化最紧迫、最尖端的任务。

法制化是实现语言生活治理和事业发展现代化的保障之一。由于客观实际的局限，过去的语言文

字工作基本上实行的是以监管为理念的管理模式，行政手段是主要管理方式。随着社会的进步，加上语

言文字事业所具有的社会性和全民性的特点更加显现，需要语言文字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转型，而治理

的要义是协商共治、依法行事，因而法制化是必要保障。同时，语言文字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也是国家治理的对象之一，语言文字治理自然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语言文字治理的

内需，还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都需要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

容之一，就是法制化。通过法制化建设，促进法治水平的提升。就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数十年来各种规

范标准的建立，为语言文字法制化打下了重要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语言文字提供了根本的法

律保障；而 200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正式实施和随后各省市相关实施

细则的陆续发布，标志着我国语言文字治理正迈入法制化轨道。但总起来看，法制化任务还很艰巨。近

几年，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都有代表、委员呼吁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也反

映了社会对加强语言文字法制化的要求。可见，法制建设也当是语文现代化义不容辞的责任。

国际化是语言文字事业服务国内外两个大局和满足世界中文需求的必由之路。过去的语言文字工

作，主要着眼于我国内需，而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促使国家有了更多的国际发展需求，世界也有了很

多中文需求，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国际权益的维护和国际责任的担

当，都需要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统筹好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努力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因素，探索中

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和全球华语协调发展的新方略，推进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和国家话语体系建设，不

断提高中文的国际地位、使用广度和影响力，促进中外语言文化的融通和文明互鉴。

总之，时移势易，人类社会正跃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语言文字及其功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对语言文字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如田立新所指出的：

语言文字事业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社会性和全民性的特点，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支

撑力量，事关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事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事关历史文化传承

和经济社会发展，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肩负着重要的时代

担当。［21］

在这一背景下，进一步深化对语文现代化的性质、宗旨、使命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

历史意义。时代发展需要语文现代化革故鼎新，担当新使命，为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发挥新作用，做出

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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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Modernization: Connotations
And Contemporary Missions

Zhao Shiju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Due to historical reasons, language modernization has often been regarded as a historical

concept with a fixed connotation in China, and has generally been neglected since its provisional tasks were

accomplished. However, in an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we need to reexamine and clarify the fundamental is‐

sues on language modernization so as to keep up with the times and undertake new missions. "Language mod‐

ernization" is not in a static state, but in an ever-changing dynamic process. A review of the world history of

language modernization tells us that its purpose is to continuously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times on lan‐

guage, and its core tasks ar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enhancement of the ability of language to meet

social needs and the ability of people to use language efficiently so as to promote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

are several levels of language modernization, the core of which is to establish a developmental view on lan‐

guage and to improve language abilities that serve the needs of the times. In an era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

telligentization, essential missions of language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re to advance the transformative de‐

velopment of the language career, and to promote its normalization, standardization, informationization, intel‐

ligentization, leg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making our contributions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hu‐

man progress.

Key words language modernization; the language career; language services; modernity; transformat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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