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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应用的优势 、局限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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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汉语拼音是给汉字注音和拼写汉语的工具。它能够准确反映和规范普通话, 方便汉语的排列和信息处理 ,方

便地代替汉字。它不能记录古代汉语 、汉语方言, 不能获得汉字的多余功能。今后要使字母名称汉语化,要正确使用

隔音符号 、声调符号等, 要大力普及正词法,要通过普及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消灭大量存在的拼写错误 ,为音素汉字的

实现创造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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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vantages, Limitations and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Peng Ze-run, Liu Ying-ling

( Department of Chinese, Art School ,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is the tool for phonetic annot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hinese spelling.It can reflect and normalize

standard Chinese in precise terms, and make convenient the arrangement of 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its replacing Chinese Characters.

However, it can neither record ancient Chinese and Chinese dialects nor obtain the extra func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Therefore,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make the alphabet Chinese, and properly use syllable-dividing mark, intonation mark and so on.We also should popularize the orthography

energetically and get rid of various spelling mistakes through popularizing standard Chinese and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to creat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Phonemic Chines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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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

音的工具。”很明显, 汉语拼音方案不仅可以给汉字注音,而

且可以拼写汉语。

上面说的“汉语”应该指“普通话” , 准确地说是“现代的

共同的汉语” 。普通话是用现代北京话系统做标准设计的。

因此,汉语拼音是用来书写现代共同汉语的专用的符号形式

系统,兼有音标和文字的性质。传统汉字是表意体制的语素

文字,与语音单位没有直接的联系。汉语拼音的符号形式与

语音单位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因此具有音标的性质。汉语拼

音经过音位的概括,可以通过 25 个字母,用最节省的方式书

写汉语,因此, 也具有表音体制的音素文字的性质, 虽然还没

有完全取得法定文字的地位。因为语言中的音素的数量比

语素的数量少得多[ 1] ( P197) , 所以, 汉语拼音不仅可以直接表

示语音单位,而且可以比传统汉字更加经济地完成书写汉语

的任务。

一 、汉语拼音应用的优势

1.汉语拼音能够准确反映普通话的实际语音

用汉字写汉语一方面本来一个声音却写成了不同形体,

另一方面本来不同的声音却写成了相同的形体。前者造成

人们经常写别字的结果,特别是对于刚刚从口语进行书面语

转换的小学生。后者造成人们经常读错词语的现象, 特别是

对于那些用于不常用意义的词的读音。例如, 山东的“济南

大学”与广东的“暨南大学” , 在口语中经常发生混淆。如果

用拼音写出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普通话的轻声 、儿化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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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现象,汉字不能或者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 如果用拼音就

好了。用汉字没有形成, 也难以形成以词为单位书写的习

惯,用拼音就有现成的正词法实现词式书写[ 2] 。 词式书写对

于正确使用普通话口语,对于普及普通话这种国家共同语非

常有利。

2.汉语拼音可以促进人们自觉接受普通话系统的规范

汉字容易把普通话系统以外的词素当做词夹杂进来。

汉字书写无法体现词和词素的距离,因此很容易让来自文言

或者方言的词素,在普通话中当做词用。例如, 上海《语言文

字周报》 2001 年 9 月 26 日陈一平文章的题目是“语淡味不

薄” 。应该说“语言平淡味道浓” , 因为“语”不是词, 用拼音写

出来是“ yǔ” ,自然首先使人想到词“雨” 。于是促使人们重新

考虑选择“语言”这个词, 才符合普通话系统的要求。《复旦

学报》 1997年第 3 期周振鹤文章的题目是“日本文化的幸与

不幸” 。“幸与不幸”应该说“幸运与不幸” , 才是普通话。不

过,文章的正文都是用“幸运”代替了“幸” 。题目中的“幸”也

许是编辑弄巧成拙的加工。有人说标题要简洁, 但是也不能

削足适履, 应该长的就不怕长。 例如, 北京《中国文化报》

1999年 7 月 13日发表孙若风的报道, 题目是《孙家正在全国

文化法制工作会议上强调积极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文化法制建设》, 就不怕长。

3.汉语拼音能够使书面汉语的排列和索引更加有序化

由于汉语拼音只使用了拉丁文字中的 25 个相当于音素

字的符号形式, 所以很容易从语音的角度建立词语的顺序。

所以,现在图书索引 、姓名排列等,除了考虑那些不熟悉普通

话和拼音的人,一般直接采用拼音顺序。

不过, 我们的《现代汉语词典》一方面采用拼音顺序,另

一方面又照顾词的第一个音节的汉字, 所以不是严格意义的

拼音顺序词典。我们在 20世纪后期也看到了严格意义的拼

音顺序的词典, 例如上海的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的美国德范克的《汉英词典》 。

4.汉语拼音能够使汉语的书面信息处理更加方便

汉语拼音用的基本单位少,所以可以像英语用的文字一

样,比较方便地用于电脑信息处理。随着普通话和汉语拼音

的普及,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直接用汉语拼音在电脑上写现

代汉语。由于前面说的原因,汉语拼音对于输入古代汉语文

献当然不方便, 这就需要根据文字形体进行编码。即使这

样,人们仍然喜欢用形体中的部件名称的第一个拼音字母做

为代码,因为这样容易记忆。

5.汉语拼音有可能直接代替汉字

由于汉语拼音从音素角度设计字母, 所以字母的总数量

只需要 25个, 非常少。这样不仅处理起来更加方便, 而且符

合人类文字发展的大趋势。

在网络信息传输的过程中,有的人已经直接用拼音书写

汉语。如果将来大量的人都非常熟悉拼音了,也许拼音会成

为新的汉字,取代传统汉字。由于传统的包袱小, 越南 、朝鲜

等国家早就成功地实现了这样的文字改革。我们不必回避

谈论这个问题,即使这样会引起一些保守的人的反感。

二 、汉语拼音应用的局限

1.文字系统无法跨越时间和空间

索绪尔说:“没有一个变化是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都发

生的” 。 “ 泛时 观点 和语 言的 特殊 事实永 远沾 不上

边” 。[ 3] ( P137-138)

有人说汉字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 记录古代到现代, 中

央到地方的汉语,甚至可以记录外国例如日本 、朝鲜 、越南的

语言 。如果只是看到文字形体上大致相同的表面现象, 而不

管文字不同的系统功能;那么, 拉丁文字不是有更加强大的

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能力吗? 有人会说, 拉丁文字的历史短,

是从原始闪米特文字经过几个阶段演变出来的。其实, 现代

汉字的历史也短, 它是经过甲骨文 、篆书 、隶书 、楷书 、简化楷

书几个阶段演变出来的。

有的学者试图设计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汉语拼音 。最典

型的是赵元任 1892 到 1982 年坚持设计和完善的《通字方

案》 。例如, 把“教我如何不想他” 拼写成“ Ceaw qoo ruho but

siag ta?” [ 4] ( P73)这样的拼写, 虽然体现了作者涉及不同时间和

空间的渊博的汉语知识, 但是, 一方面是为了照顾不同时间

和空间的汉语,另一方面实际上不能用任意一个时间和空间

的汉语语音方便地读出来。这种拼音已经不是我们说的“汉

语拼音” 。它跟曾经失败的“老国音”有相似的地方。当然,

“老国音”要求进一步把口语改变成适应不同空间的混合汉

语, 更加违背语言规律。

有人到今天还在提倡用汉字写的文言, 实在背离时代的

要求, 背离拼音文字的要求。 2001 年南京出现这样的现象:

一个平时作文成绩并不突出的学生, 他用文言写的高考作

文, 得了满分。这件事情被新闻媒体大肆炒作, 而且南京大

学的个别招生人员准备破格录取他,最后由于其他条件都不

符合而没有录取。 可见, 这个满分是多么片面! 《中国教育

报》 2001年 8 月 16 日发表答记者问的文章,北京师范大学博

士生导师王宁教授回答说:书面语和口语保持一致“是社会

发展进步的体现” ,“没有必要”“提倡中小学生去写文言文” ,

高考提倡文言作文“是有害无益的” 。这件事情也充分说明

我们有的学者和语文教师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理论欠缺。

汉语拼音记录汉语比汉字更加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

当然, 正如个别汉字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一样, 有些音素,例

如[ p] [ s] ,可能是任何时间和空间的语言都使用的。

2.汉语拼音记录对象的时间局限

汉语拼音是根据现代北京话系统设计的 ,所以它对古代

的汉语没有用。凡是与这个语音系统不同的以前的汉语, 它

都无法准确记录。我们用汉语拼音给古代书面语言注音, 其

实是很不科学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因为根据那样的注音

读出来的汉语,不仅现代汉族人听不懂, 就是叫那些作品的

作者活过来听, 也是听不懂的。 可见, 普通话不只是表面的

声音形式,而是建立在自己的词汇 、语法体系上的形式和内

容结合的实体。基本词汇和语法构成一种语言的基础。因

此, 文言和普通话转换不能简单停留在语音上。

研究古代汉语的学者给我们构拟或者找到了上古 、中

古 、近代汉语的语音系统, 这才是真正的古代汉语语音, 即使

有些不一定准确。可是 ,这些古代汉语的语音不仅汉字无法

直接表达, 就是汉语拼音也无能为力, 只有依靠国际音标。

不知道能否用现代英语的文字系统给古代的拉丁语注音。

赵元任说:有人在 1944 年用拉丁字母设计中古汉语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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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系统, 用来教汉语的古代文献《孟子》 。[ 4] ( P9)我们也听到有

些说南方汉语方言的古代文学或者古代汉语教授用自己的

家乡话读古代文学作品, 例如屈原的《离骚》, 他告诉学生这

就是屈原的楚语。谁知道呢? 当然,至少比用来自北方汉语

方言的普通话读更加接近古代汉语一些。这种做法倒是比

用普通话读科学一些, 但是, 可操作性不强 , 现实价值也缺

乏。

3.汉语拼音记录对象的空间局限

汉语拼音对普通话或者北京话有用, 但是对其他方言或

者其他地方的汉语没有用。例如,许多人在学习普通话的过

程中, 想用汉语拼音把方言和普通话的不同的语音表达清

楚,往往遇到困难。越是不同, 越是无法用汉语拼音表达。

反过来,用方言的语音系统去读普通话文章中的词, 也

不是真正的方言, 只是普通话穿了一件方言的外衣。 例如,

在湖南省衡山县的方言中“跑”是来自普通话的“外来词” ,可

以用方言语音读“跑” ,但是要表示“跑”, 前山话说“打飞脚” ,

后山话说“打蓬牯子” 。因此,方言和普通话转换也不能简单

停留在语音上。

因为作者缺乏使用国际音标的能力, 所以不少地方志中

的方言部分往往采用汉语拼音加汉字进行方言描写。这样,

地方志作为文献的研究价值大打折扣。这是方言学者感到

痛心的地方 。很多民间文学记录中,那些最有特色的词被翻

译成了普通话, 破坏了它的本色 。有的用汉字说明特殊读

音,更加不伦不类。

例如,衡山县民间文学编委会 1987 年编辑的《中国民间

故事集成湖南卷衡山县资料本》第 11 页有“看颈”这个词根

本不存在, 实际是 “ 望颈” 的翻译, 因为 “ 望” 用白读音

“[ m  55] ” , 记录人没有想到文读是“[   44] ” 的“望” 。第 112

页用“来几”分别在左边加形旁“亻” 构成形声字来记录表示

“男孩”的词。解释是“衡山方言, 伢子, 十八岁以下男性的统

称” 。然而声旁“来几”的声调与词的声调一个也不符合, 实

际上与方言中的“奶机”同音。“伢子”是用长沙话解释, 而普

通话的“男孩”又不用。“十八岁”是主观确定的, 应该是“没

有成年的男子”, 没有精确界限。

顺便说一下,普通话的语音 、词汇 、语法分别依据 3 个标

准,实际破坏了标准。这样从心理上照顾了人口占多数的使

用北方方言的人,但是理论上不科学, 实践上等于放松或者

取消了标准。正如英语用英国首都的伦敦话做标准, 汉语应

该用中国首都的北京话做标准。北京话自然有自己一整套

系统的语音 、词汇 、语法标准。当然,北京话本身也有规范问

题。

4.汉语拼音书面分化语素的局限

汉字是表意文字, 可以通过不断创造新汉字, 把声音相

同的语素人为地进行分化。但是, 汉语拼音是拼写汉语的,

不是拼写汉字的。汉语当然首先是口语, 口语的基本单位是

词。任何语言都会出现同音词, 但是不会很多, 否则会影响

正常交际。因此, 任何语言都可以使用表音文字。但是, 有

人说汉语的同音词比英语多得多,如果采用表音文字就会导

致大量同音词无法区别。

这是一种误解。第一, 表音文字本来是区别声音的, 所

以不会产生同音词。第二,文字写法不同改变不了同音词的

性质。例如“期中”和“期终”,“终于”和“忠于”即使汉字写法

不同, 也改变不了本身的同音词性质。 用表音文字的英语也

有这种现象。例如, 英语的“hair(头发)”和“ hare (兔子)”虽然

写法不同, 但是仍然是同音词。第三, 有的词本来是一个词,

是文字强行分离。 例如“他, 她, 它” 本来就是一个词“ tā

(他)” ,仿照英语写成了 3 个“词” 。然而, 英语的“ he, she, it”

才是真正的 3个词。如果这样, 我们可以让英语的“ brother”

也仿照汉语的“哥哥 、弟弟” 两个词的不同, 分别写成“大

brother” 、“小 brother” 。我们甚至还可以根据“他”的高矮 、大

小等不同分化创造更多的“他”字。

我们必须承认汉语拼音在书面上分化语素的局限。有

人为了弥补这种局限, 方便那些习惯了汉字的人接受拼音,

于是在拼写的音节前后加上一些类似汉字形旁的字母。这

样, 使表音文字又一定程度地回到表意文字的老路。其实,

这种汉字的“优点”并没有给汉语带来多大的好处, 在口语信

息交流频繁的时代甚至是有害的。例如“期中考试”和“期终

考试”写得不同,但是说不清楚。如果, 我们从口语的根本上

区分成“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 ,无论用汉字写还是用拼音

写, 不仅说得清楚, 而且写得清楚。[ 5]因此,汉语拼音不必模

仿汉字去人为分化汉语单位。相反,这样做会导致口语和书

面语的分离。

三 、汉语拼音应用的问题

1.字母名称的应用问题

这个问题讨论的人不少。 许多人认为应该按照普通话

语音系统确定名称。我赞同。因为现行名称许多不符合普

通话要求,人们宁可使用英语字母名称或者直接用教学中符

合普通话语音系统要求的声母 、单韵母的呼读声音做名称。

我建议按照普通话语音系统用国际通用的英语字母名称的

声音确定。这样最容易推广。

2.隔音符号的应用问题

北京的期刊《方言》的英语目录中总是把“ 湖南”写成

“hu' nan” , 例如 2000 年第 1 期。 大概是担心别人误解成

“ hun' an(昏暗)” 。上海的报纸《语言文字周报》 2001 年 7 月

11 日发表王志海《谈谈隔音符号》 , 列举一批词, 例如“ fānàn

发难” ,认为这个词要加隔离音符号写成“ fā' nàn 发难” , 才不

会误解成“ fān' àn 翻案” 。

这种担心和扩大隔音符号使用范围的做法是多余的,是

不经济的。因为隔音符号是针对那些零声母音节设计的, 所

以如果不是零声母自然不要加,直接用最经济的零形式表示

音节的界线。

现行学术期刊规范中,对英语摘要中的汉语姓名写法的

规范 ,没有严格遵守正词法规定, 也体现这种画蛇添足的现

象。例如“ PENG Ze-run”中间的“ -”相当于音节隔离符号,

也是多余的。这是汉字书写方式的残留。“ PENG Ze-run”应

该规范成“ Peng Zerun”或者“PENG Zerun” 。

3.声调符号的应用问题

声调是汉语的功能性语音要素,除了在英语等非声调语

言中出现汉语单词以外,在汉语拼音的应用中应该一律使用

声调符号。现在允许人们在使用大写字母拼写汉语的时候

省略声调符号的做法不好。应该学习《现代汉语词典》,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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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文》 、《方言》 、《古汉语研究》等刊物的编辑, 他们用大

写字母拼写出版物名称都加了声调符号。在机器处理不方

便的时候, 允许用 1、2、3、4 放在音节后面代替普通话 4 个声

调符号。

4.正词法的应用问题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从 1988 年公布以后, 有 10

多年了。可是,根据我们对 1999-2000 年的刊物的调查, 多

数刊物没有实行正词法, 甚至连《语文天地》 、《语文学习》也

是这样。最落后的又最重要的是小学《语文》教材一直没有

适应新形势,没有采用这个国家标准。因此小学《语文》教材

还出现违背普通话的拼音,例如:“ yī huì r (一会儿) ”错写成“ yī

huì é r” 。[ 6]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正词法是普及得最好的。普通

话水平测试也逐渐重视这个问题。

5.拼写错误的问题

根据我们对 1999-2000 年的刊物的调查,出现拼写错误

的达到 88%。这些五花八门的拼写错误, 如果出现在汉语

中,那么说明从事封面设计的美术工作人员普通话和拼音素

质不好。如果出现在英语,那么主要体现在直接用汉语拼写

的人名 、地名中。这说明做英语翻译的人普遍存在普通话水

平问题。这些也说明编辑人员的普通话和拼音素质以及对

拼写规范的重视存在问题。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要

重视拼音的规范,其次是尽快普及普通话。

6.音素汉字的问题

在任何语言中经过功能概括的单位是相对有限的 ,但是

不同性质的单位在数量上相差悬殊。一般来说, 在一种语言

中,通用词接近 10 万个,语素接近 1 万个, 音节只有 1 百到 5

千个左右,音素不到 1 百个。

如果说像古代汉字那样的词文字在现代已经是 0%,像

汉字这样的语素文字已经只有 1%;那么, 像日本假名 、朝鲜

彦文 、阿拉伯文字那样的音节文字有 30%,像英文 、法文 、俄

文 、西班牙文那样的音素文字有 69%。也就是说在现代文字

中,表意文字大概只有 1%,然而表音文字大概有 99%。

汉语拼音就是走表音文字中的音素文字这条宽广的道

路。事实上汉语拼音方案采用大写字母, 设计隔离音节的专

用隔音符号和兼职的“ y、w”, 已经从拼写汉语的词的角度,为

未来的表音汉字做了准备工作。所以, 汉语拼音方案不只是

为了给汉字注音。

要使音素汉字完全代替现行语素汉字, 首先要普及普通

话,然后要通过普及汉语拼音正词法, 形成汉语的词式书写

习惯。但是 ,更加重要的也最难的是在使用汉语过程中的普

及普通话意识和词意识。这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才能

在人口众多,观念层次不一致的中国得到实现。 这也决定于

中国现代化的速度。

在这里我们要警惕当前语言学领域的保守思潮, 虽然同

时要防止激进思潮。保守思潮是有社会原因的, 这是 20 世

纪最后 20 年伴随经济发展出现的思想反常现象。主张倒

退 、复古的保守思潮,“是阻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主

要错误思潮 。”有的人任意贬低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的口号下, 引导人们向后看,有意无意地企图从

古人那里寻求解决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药方” 。[ 7] 20 世纪末

期, 中国刚刚从国家灭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 就有人骄傲和

霸道地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种思潮就像中国经济腾

飞以前出现的中国人想领导世界革命的思潮一样有害。[ 8]任

何对中国历史及其文化进行民族主义的夸大论述, 虽然能够

满足大民族的虚荣心, 但是最终会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因为“民族主义并不等于民族感情, 它实际上是对民族感情

的非理性的不加抑制的张扬。” [ 9]

最后,我们建议台湾不要在犹豫了半个世纪以后开始接

受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 再走弯路, 要尊重中国大陆使用了

几十年的设计科学的汉语拼音方案,并且推动它的规范和普

及工作。同时, 建议中国在大力普及普通话的同时, 应该高

度重视汉语拼音及其正词法的普及。让拼音和汉字一起为

汉语发挥更好的作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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