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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两会上，来自天津的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向大会提交了“用10年时间废除简体字”的建议，他的这条建议3月3
日在媒体上公布后，很快就引起了震动，“拥简派”和“废简派”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一场大论战。其实汉字繁简之争一年前就
已经开始，重量级人物各有代表，“废简派”的代表人物为季羡林，“拥简派”的代表人物为王立群。 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

天津市侨联副主席潘庆林是一位全国政协
委员，在今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他的“用 10年
时间废除简体汉字”的建议于 3月 3日通过媒体
发布后，让他名声大振。

潘庆林提出“全国用10年时间，分批废除简
体汉字，恢复使用繁体字”建议有三条理由：首先
上世纪 50 年代简化汉字时太粗糙，违背了汉字
的艺术和科学性。比如爱字，繁体字里有个

“心”，简化后，造成“无心之爱”。其次以前说繁

体字太繁琐，难学难写，不利于传播，但是现在很
多人都是用电脑输入，再繁琐的字打起来也一
样。另外恢复使用繁体字有利于两岸统一。现
在台湾地区依然用繁体字，并称其为“正体字”，
还要为其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给祖国大陆方面
造成了压力。

“废除简体字”的建议公布于众后，网上评论
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有的网友认为，废除简体
字是社会的倒退，是瞎折腾。政协委员放着很多

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不提，而提这些无关紧要的
议题，是吃饱了撑的。也有人说这是哗众取宠。
有的更具讽刺地说建议取消穿西服，规定“长袍
马褂”为中华民族的“正装”。

当然也有力挺“废除简体字”者，郑州市民李
海就很赞同潘庆林委员的观点。他说，文字不仅
仅只是个记录符号。在海外华人圈都在使用繁
体字，造成华人不同用字的局面。只有恢复繁体
字才能让大中华有凝聚力。

首次提出“废除简体字”建议的不是潘庆林，而
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王干。

2008年 3月 2日，他以《五十年内，废除简化
字如何》为题写了篇博客。

王干在博文中提出了简化字存在的理论基
础已经不存在；录入速度和英文及其他拼音化的
文字已没有劣势；中国教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
任务已不是以扫盲为己任；简化字给古典文化典
籍带来的伤害；有利于海峡两岸的统一，有利于
中华民族文化的纯洁等5条废除简化字的理由，

并提出用50年废除简体字。
王干博文发出几天后的去年全国两会上，郁钧

剑、宋祖英、黄宏、关牧村等21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
也发出了“振兴繁体字”的声音，联名提交了一份
《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他们在提案中表
示，繁体字是中国文化的根，知晓繁体字，就是知晓
中国汉字的由来，知晓中国文化的由来。汉字的简
化虽有进步的意义，但同时也造成了中国文化的一
种隔断。提案建议国家应该从小学阶段开始设置
繁体字教育，比如将繁体字设置成必修课，或在讲

授简体字的同时也教繁体字。
2009年 2月 4日，《扬子晚报》刊发记者署名

文章《季羡林担忧国学步入歧途》，称季羡林表
示，逐渐被现代人抛弃的繁体字，其中包含了中
国文化的众多信息，因此将汉字简化及拼音化的
做法并不科学，可谓走上了一条“歧途”，“追求效
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越南文字拼音化之后，头
戴帽子，脚穿鞋子，就很滑稽”。季老还以把“皇
后”的“后”与“以后”的“后”弄成一个字为例，表
示当年简化汉字带来诸多遗憾。

“拥简派”代表人物、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
立群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对于简化字的
争议，从1955年开始实行简化字时就开始了，这
方面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

王立群说，中国的简化字其实有着悠久的历
史，在甲骨文中就有简化字。中国的文字演变总
体上也是一个从繁到简的过程。我们现在通行
的楷书在魏晋时开始出现，而简体字最早出现于
南北朝的碑刻，到隋唐时，简化字在民间已相当

普遍，被称为“俗体字”。但这些俗体字在当时并
没有取得合法的地位。

据了解，历史上首次给予简体字以合法地
位的，是从 1851年至 1864年的太平天国。在太
平天国政府的印玺和所印发的公告、书籍等，大
量采用了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同时也创造了不
少新的简体字。这些字并不完全依照六书，笔
画比原来汉字减省。这些简体字大多数已被
《汉字简化方案》采用。1909 年，鼓吹俗体字的

《教育杂志》创刊，陆费逵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普
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自此以后中国汉字
的简化工作就没有停止过。

王立群说，1955 年 10 月 15 日至 23 日，中国
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
改革会议，一致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
案》。1964 年 5 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了
《简化字总表》，我们现在使用的简化字就是那时
候制定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培成表
示，简化汉字有得也有失，但得大于
失，总体是成功的。恢复繁体字是
实现不了的。苏教授表示，根据“中
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得到的
数据，内地这里平时写简化字的占
被调查人数的 95.25％，平时写繁体
字的占 0.92%，平时简体和繁体都写
的 占 3.84％ ，“ 让 占 被 调 查 人 数
95.25％的人弃简就繁，恐怕他们是
很不赞成的”。

针对“汉字简化后对中国传统文化
造成负面影响”的质疑，苏教授认为，

“汉字简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造成
什么消极影响。认识繁体字的人也不
一定就能读懂古书。因为大多数古书
用的是文言文，认识繁体字的人还要
经过长时间的专门学习，才有可能读
懂文言文。有能力直接读懂文言文，
从来就是少数专家的事，而不是普通
民众要具备的本领。普通民众要通过
专家的研究、翻译、讲解间接地继承传
统文化。”

但苏教授同时表示，汉字是个十分
复杂的大字符集，它本身有许多矛盾和
不合理的地方，而不是汉字简化才造成
的。汉字简化只是把字形上的多余信息
去掉一些，并没有改变汉字的本质，也不
可能把汉字本身不合理的东西都改正过
来。“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一个基本事
实，就是用简化字记录现代汉语，不存在
什么问题。如果有严重的问题，就不会
一直用到现在。从学理上说，有些简化
字可以改得好一点，但是文字有很强的
社会性，要保持稳定，不宜轻易改动。”苏
教授补充说。

王立群说，全国政协委员提案是一
种稀缺的政治资源，并不是每一位普通
老百姓都拥有这政治资源的，真心希望
全国政协委员能够提出一些真正关系到
国计民生的有益的提案，不要再在此类
问题纠缠不息，否则，将是一种极大的资
源浪费！

汉字简化进程中争论从未停止过

王立群逐条批驳潘庆林“废除简体字”提案

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废除简体字引发争议

几年前就有“废除简体字”的声音

王立群说：“关于反对废除简体字，我曾写
两篇博客，第一篇发表的时间是今年的 2 月 3
日，当时写这篇博客主要是发现网上有废除简
体字的言论。而第二篇博客发表的时间是 3 月
4 日的下午，针对的就是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
向大会提交的‘废除简体字’的建议。目前已有
近 20万的点击量，网友评论也已达 4000条。”

“在今年两会上，潘庆林委员建议废除简体
字，并列出了三条理由，我认为这三条理由没有
一条成立。”王立群说，首先，上个世纪50年代的
简化字并不能斥之为“太粗糙”、“违背汉字的艺

术性和科学性”。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汉字简
化工作是负责任的，一大批顶尖的专家、学者参
与了这项十分严肃的汉字简化工作，是众多汉语
研究专家充分吸收中国古代广泛流传的简化字
成果的体现，这绝对不能说成是“粗糙”！

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力主废简用繁的第二个
理由是：“以前说繁体字太繁琐，难学难写，不利于
传播，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是用电脑输入，再繁琐的
字打起来也一样，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渐渐不存在。”

王立群说，这个理由也是不成立的。“我们
现行的小学中的识字教育是从一年级开始的，

据笔者所知，目前国民教育系列的小学识字是
手写而非电脑输入。即使是用电脑输入，手写
也是不能废弃的。无论在中国，或是在外国，所
有签名都必须是手写。所以，电脑无论如何发
达，手写汉字永远不可能废止不用。因此，提案
者的前提就不存在。”

“恢复使用繁体字有利于两岸统一这条理由
更不靠谱。”王立群认为，潘庆林委员片面夸大了
繁体字在实现海峡统一问题上的作用。海峡两岸
的统一是大势所趋。实现两岸统一的根本出路在
于中国内地自身的繁荣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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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简派：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废简派：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废简派：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