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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才且說

一、研究語言歷史的重要意義

語言的歷史跟民族文化的歷史關係極為密切。一個民接文化的發展總是要在語言中

反映出來的。過去研究歷史的人不十分注意語言的發展和人民活動之間的關係，而研究

語言歷史的人叉往往忽墨了人民活動的歷史，因此有些連帶的問題不能得到完溝的解

決。
研究語言的歷史，一方面要探求語言歷史發展的現律，用以說明現代語的現象和發

展的趨向，並解決語言在使用上的實際問題;同時也豐富了普通語言學、方言學、歷史

比較語言學、語義學的知識。另一方面是根攘不同時期語言的發展情況來從文字語言上

去理解社會的發展、人民活動的歷史，包括從生產到生活文化的各個方面，把歷史語言

學和其他社會科學聯繫起來。特別是經濟史、文化史、宗教史、文學藝術史。昕以研究

語言的歷史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漢族有悠久的歷史文化，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字資料也極其豐富，這是世界上罕有

倫比的。當前研究漢語的歷史已經成為研究世界文化史的一部分。研究漢語歷史可憑藉

的材料也最多。在歷史上，漢族與國內少數民族的交往，與東西方各國的文化交流，都

有許多資料可以參考。可是有關漢語歷史的各種文獻尚未充分利用。我們必讀共同努

力，把漢語歷史的研究工作積極向前推進，以取得更好的成果。

語言慨然是社會的產物，它跟語言的一切變動都有關係。研究語言的歷史必讀結合

著社會的發展、人民的歷史進行研究，這是沒有疑問的。同時我們要注意到語言的發展

有其內部的自身規律。研究語言的歷史更不要忘記應當從語言的整體出發，因為文字、

語音、詞彙(包括語義〉、語法之間都有聯繫，不能孤立地去研究。另外，語言的發展

與修辭和邏輯思惟都有密切的關係，位辭手康的多樣性和邏輯恩惟的精確性都對語言的

發展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必頭把門路放寬，不能局限於一方面而忽臨其他。我們要給語

言歷史的研究開拓更廣潤的前途。

• 本文是作者去年十一月聽廣東語文學會的邀請在華南師範學院講演內容的→部分。



4 中國語文研究 /1980年第 1 期

漢語歷史的全面研究還處於發朝前進的階段，有的部門已經有了好的成績，但還有

不少的部門剛剛在開始。這襄只能祖疏簡單地說明兩三個問題，以引發大家從事研究的

興趣。

二、漢語發展的歷史基礎

根據考古昕發現的大量材料，證明遠在五十萬年以前在中國的土地上就有了人類。

即以新石器時代而論，考古工作者在中國黃河流場和長江流城各地都先後發現各種遺

存，包括石器、陶器、骨器、獸首、蚱殼等等。石器有石斧、石刀、石鏟、網墜。陶器

有瓷、罐、瓶、盆、高、觀、紡輸等;其中有紅陶、黑陶、灰陶和白陶，而且有不少是

影繪的。骨器有骨鎮、骨針、魚、鈞、魚、叉等等。另外還發現有穀殼、菜籽，晚期還有煉

銅渣。在很多遺址中還有不少半穴式的房屋、燒陶器的客場和公共墓地。由此可見居民

已經聽居，農業、漁獵、紡織已經逐漸發達，而且晚期還有了治銅術。這正是原始氏族

社會的面觀。那時的居民就是中國人民的祖先。我們的祖先很早很早就在中國的土地土

生存眷，並且創造自己的文化。

漢族既然有極悠久的歷史，漢語的起源一定很早。因為語言是人類互相交際的工

具，沒有語言，社會就不會存在。漢語應當在遠古的時代就已經產生了已不過，現在我

們昕能看到的最古的當時人昕留下的文字記載是商代的甲骨←辭和銅器銘文。商代相當

於公元前十七世紀至公元前十二世紀。商代的文字已經是相當發達的文字。現在昕看到

的有文字的遺物大都是殷王般皮以後的東西，也就是商代晚期的東西，約臣今三千多

年。甲骨卡辭和銅器銘文就是考察商代的歷史和語言的重要材料。我們要追溯漢語最早

的情況只能從商代開始。

歷史學家根攘商代的文化遺存已經確定商代社會是奴隸社會。從商代遺址的發掘，

我們可以知道商代已有了都城;由地下昕發現的生產工具和←辭的記載，還可以知道，當

時的農業和手工業都很發達，而且農業已經成為主要的生產。治銅、陶鈞的技術和玉石

骨器的雕刻藝術都相當高，並且有了曆法和掌史冊的史官。

商代的文字記載被保存下來而且數量極大的就是甲骨←辭。←辭是當時史官爵王占

←各種事情的記錄。←辭昕記載的事情雖然有一定的局限，文辭也很簡短，但也可以使

我們知道當時語言的大概情況。

甲骨←辭自從公元一八九九年被發現以後，七八十年之間相繼出土的總有十萬片。

在大量的←辭裹，出現的詞語很多，語法也並不簡當，足見當時的語言已經相當發達。

←辭中的語法結構基本上與後代相同。例如悽飾語在被拉飾語的前面，主語之後是動

詞，動詞之後是賓語之類，都跟後找一致。有些龍雜的句法在←辭里也出現了，跟後代

的書面語言也是基本相同的。在詞彙方面， ←辭中昕出現的雖然數量不很多，但是漢語

詞彙中的基本詞已經具備。如“日、月、南、北、天、帝、春、秋、風、雨、來、住"等

等一直是古今通用的詞。從文字、誼彙和語法各方面來看，後代的語言文字無援間與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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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語言文字有直接的關係。例如下面的記載:

己巴王←貞，口歲商受年，王占曰:吉。東土受年，甫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

受年。
丁菌←豈是貞，今春王欺人五千正(征〉土方，受血(有〉叉(祐) ，三月。

乙百←大貞，及茲二月有大雨。

癸丑←覓，今歲受末。弘吉。在八月，佳(唯〉王八租。

我其巳劈(祖賓) ，乍(作，則〉帝降若，我勿巳哼，乍帝陣不若。

戊辰←勞宜，登人乎(呼〉往{戈音方。

甲午貞，其令多尹作王星(寢)。

貞日有食。

這些詞句跟先秦古書中的文言都很相近。由此可以了解漢語在商代的時候已經奠定了基

礎。
商代距今只有三、四千年，但語言的產生遠在有文字之前。據史書昕載，商代以前

是夏代，夏人和商人活動的地區主要在黃河中下游南北地帶，推想漢語的發源地就在黃

河流城。商代的語言是從史前的母語發展而來的。這種母語可以稱之為“原始的漢語"。

商王為周王昕誠以後，周代承繼了商代的文化，並且有了很大的發展。周人跟商人

不是一個部落，這兩個部落的語言有哪些方面不間還很難說;不過，周代的銅器文字

(金文〉眼商代的甲骨文是前後相承的。銅器上的銘文雖然詞語古奧，但跟商代←辭的

語法結構沒有根本性的差異，周原所出的甲骨←辭更是如此，由此推想商周兩個部落的

語言應當比較接近，都跟“原始的漢語"有聯繫。

周人征服了商人以後，叉征服了許多東方的部落。華夏諸族的不斷融合，也就促進

了部族的形成。從西周到春秋時代(公元前12世紀至公元前 5 世紀〉漢族的文化由黃河

流攝普被到長江流塌。隨著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的前進，漢語也就不斷豐富起來。當時雖

然有許多諸使國家，方言不同，但經過一定時間的分歧，隨著政治、經濟、商業、交通

各方面的發展，自然日趨接近，並且逐漸融合，以形成區域之間的共同語。

在春秋時代(公元前770一公元前481 )黃河流城的國家統稱“諸夏弋諸夏的經濟、

文化已經發展到了相當高的程度。當時是列國爭霸的時期，由於戰爭的頻繁，生產的發

達，商業的興盛，各地人民的往來增劇，鄰近國家的語言會更接近，至少周、鄭、曹、

許、陳、宋、魯、衛、齊這一廣寰地區有了區坡的共同語。這一區城共同語到了戰國時

期(公元前的3一公元前221 )就發展成為黃河流坡以至長江流誠的共同語了。這件事實

可以從春秋戰國時代的古典著作在語法、詞彙方面的基本一致性得到證明。這種共同語

就是漢代以後發展為全民共同語的基礎。

在漢語歷史的發展上值得注意的是在春秋戰國期間古漢語書面語言的想範逐步形成

起來。這種書面語言也就是後代“文言"發展的基礎。如《詩經》、《左傳入《國語》、

《論語》、《孟子》、《莊子》、《戰國策》以及《楚辭》等對後代的語言和文學都產

生極大的影響。這些作品和著作各有不同的修辭風格，但語法沒有很大的不同，可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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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書面語言已經有比較一致的語法規範。這種規範不是出於人爵的，而是以當時的實際

語言為根據的。

戰國之後，經過秦代的統一，到了漢代，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封建帝國。在西漢時

期，由於政治的統一和社會經濟文化的普遍發展，各地方言在語法方面會更趨於接近，

漢族的共同語言應當已開始形成。這在書面上表現得最為清楚。至於各地的口語仍然會

保持許多特有的詞語，通行在一定的地區之內，那只能算是方言了。全民語言自有其一

般通用的詞彙。漢族全民語言的形成，加強了漢語人民的團結，並促進了漢挨文化的發

展。漢以後，中國雖然不斷受到外族的侵擾，但漢語始終保持著自身的系統，並且按照

自己的內部現律向前發展。

三、漢語歷史時期的童5分

從商代到現在，漢語已經有三、四千年的歷史，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語音、語

法、詞彙三方面都曾經不斷地產生過變化。這種變化與社會的前進和人的思惟的發展以

及語言內部矛盾的統一有關係。

語言是社會的產物。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不斷前進，新的事物不斷出現，語言

也就必頭與社會的發展相適應。這件事實在詞彙和用語的遞有增加上表現得最為突出。

人的思惟是受客觀的存在而決定的。客觀的事物有了發展和變化，人的思惟也就隨之而

有改進，日趨於援雄，同時語言也必然日趨於精密和完善，否則就不能很好地表達思

想。語法的構詞怯和造句法隨時代而有新的發展就跟人的思惟的發展有直接的關係。還

有，語言的語音、詞彙、語法各方面內部都會有種種不同的矛盾，為了解決矛盾，不能

不有昕改變。如語音的同化、異化、額化，詞彙的繁衍昕給予詞法、句法的影響等等，

都是語言內部的改變。昕眩，語言總是不斷地在發展，在改進的。

語言的發展當然是相當緩慢的，不會有突然的變革。舊的不再能適應時代需要的東

西逐漸消亡和新的能適應需要而又有活力的東西不斷地增加，這是語言發展的姐律。漢

語也正是如此。不過，漢語在長期歷史發展中根據社會的發展情況和歷史上傳流下來的

文獻資料仍然可以劃分為幾個不同的時期。比較不同時期的一些特點，會有助於理解漢

語發展的現律，辦認漢語發展的趨向，解決歷史上各時期與語言有關的問題。

漢語的歷史還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根據目前我們的理解，可以初步劃分為以下幾

個時期:

(一〉上古前期(全元前771以前〕

這一時期包括商代到西周之末。前面已經說過商代文化比較高，周人找商以後，吸

取了商人的文化，在部落融合之中，漢語也就由部落語言向部族語言發展。這一時期主

要的文獻有商代的←辭，西周的銅器銘文和《尚書》的一部分。這些文字的記載幾乎都

是出自史官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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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的←辭，文句簡鐘，而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的基本形式都與後代相同。在句法

上，有叡述旬、否定旬，還有提問句;扭有簡單句，叉有讓合句。文字的形體已經從繁

護的圖形向簡單的結構發展，並且趨向於定型化。使用的文字，在象形和表意文字之外

兼有形聲字和假借字。足見殷商時代的語言文字已經很發達。

周人是完脹的一支，原是殷商時代的一個方國，語言未必與商人全間。西周的銅器

銘文都比較長，多者達到四、五百字(如宣王時的“毛公鼎"有497字〉。銘文長的大部以

記言為主;如“孟鼎"、“毛公鼎弋“讀叔旅鐘"、“毛伯班殷"等幾乎全篇都是記言;而且

很多銘文有韻語，如“大豐且是"、“宗周鐘"等。由此可見文字的記載已經趨於繁程。但文

辭比較古奧，虛詞出現的也少。《尚書》中的《大話》、《康詰》、《洛諾》、《多

方》等篇都是周書，詞語與銅器銘文相似。這些記載昕根攘的語言可能是早期西土周人

的語言。東周以後，春秋時代的著作就與此不同了。

(二〉土古稜期(舍先前770一直言冗219 ) 

這個時期包括周平王東遷後春秋戰國時期和秦漢時期。這本來是前後兩個階段:東

周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階晨，秦漢時期是一個階康。不過，這兩個階段是漢語由部族的

區城共同語發展為漢族全民語的相連的歷史過程，昕ø歸為一個時期。

平王東遷雄自以後，到春秋時代，鐵器已經產生，社會生產發展得很快。列國的封

建領主互相爭霸，戰爭頻繁，華夏諸族的語言必逐漸接近，而形成一種各國間共同的交

際語， I1lP昕謂“雅言"0 ((論語》說:“于昕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種“雅言"可

能就是以黃河中下游錢個大國的語言為基礎的。當時諸使各國的行人專使禮聘往來，間

對之際，不能不有共同語。到了春秋後期，生齒日繁，除我狄蠻夷以外，虞夏商周舊族

都已融合，通稱為中國，北方文化被及南方，長江流鐵漢鷗諸姬和吳楚等國的語言跟黃

河流棋譜國的語言也必然日趨接近。加之文化不斷發展，誦習《詩>> <<書》的人日多，

語法的組範也就逐漸趨向於一致。語法想範的一致是共同語形成的重要標誌。

到戰國時期，諸像力征，四方之民接觸日廣，儘管各地語音和詞語不盡相同，而古

漢語書面語的姐範已經完全奠定。

春秋戰國之間，語言中的詞彙有了很大的發展，雙音詞之增多，最為明顯。如《左

傳》成公十三年普侯使呂相絕秦，有“重金攝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揖亂我同盟，傾覆我

國家，"“吏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等一些話，應用了很多雙音詞;在《孟子》襄雙音

詞更是屢見不鮮。如“道路、倉庫、居廚、草萊、商頁、寇館、膏澤、雕啄、繁殖、樹

藝、周旋、憂患、倒隱、窮乏"之類是漢語中產生雙音詞的一種主要方式。另外，由於

農業、手工業和自然科學包括天文、地理、數學、醫學、生物學等的迅速發展，詞彙中

增加了大量的新詞，漢語的詞彙也就不斷豐富起來，而且大部分的詞都為後代昕承用。

在語法方面，這期間，語句已由短而長，表示不同的語意和語法意義的虛詞也多起

來。特別是《論語)) <<孟于》把語言的虛詞記錄得最為完備，對後代的書面語言影響極

大。在語音方面，各地聲音不會完全相同，但從《詩經》、屈宋辭賦以及戰國諸于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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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語來看，作者非一時一地之人，而押韻的部類基本一致，由此也可以證明春秋戰國時

代漢語已成為中國廣大地區的區城共同語了。

這期間，在文字的使用上，音罔或音近的假借字比較多，有時一個字可以代替幾個

字來用。如“{寺"字可以通“待"字，叉可以通“恃"字。在形體上，東方各國的文字大部

趨於簡易，而各有不同，秦人則用繁麓的錯文，直到秦始皇誠六園，兼并天下以後，才

統一文字。

戰國之後，經過秦代的統一，到了漢代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封建帝國，漢族全民語言

開始形成。

寮漢這一個階殷裹，文字已有了新的發展。秦代統一文字，應用小豪，同時解散裝

體的隸書興起，以後叉有草書。文字書寫便利，著述也就日多。為了適應記錄語言中

新起的詞彙和適當地誠少同音的假借字，叉逐漸產生許多新的文字。隨著全民語言的形

成，書面語的姐範一直向一致的道路發展。就詩文作品的押韻情形來看，大體同於春秋

戰國時代，但方音隨地城而不同。

語言的變遷跟人民的活動是相聯繫著的。西漢時期的水災和新莽時候的農民大起

義，都使得人民流轉播遷。這樣，在大河的南北，語言就會更進一步地趨於相近，而且

有新的發展。

從文字的材料來看，漢代的口語眼史傳載記的書面語言已有不同。西漠的詔令和陸

頁的《新語》以及《漢書》趙飛燕傳中一些直錄的語句都表現出當時口語的某些特點。

漢代的詞彙比春秋戰國時代更加豐富，因為通西識和佛教傳入中國，又增加了一些外來

的詞語。如“師比、珊瑚、眉毛駝、葡萄、關氏、浮屠、比丘、抄門、優婆塞"等等。在語

法方面，主日疑問代詞賓語的後置(如“莫我知"變為“莫知我，汀，“是"字做為繫詞使用等

都是以前比較少見的。

〈三〉中古時期(舍先220-588 ) 

這一時期包括魏晉南北朝。在這三百六十多年當中社會的變動極大。首先是東漢末

年農民戰爭連年不息，豪強爭奪，干戈雲擾，何洛准頓之間，人民逃散。其後三國、西

晉，叉戰亂不絕。從四世紀到六世紀之末，北方為外族昕侵擾，中國成為南北分裂的局

面，北方漢人的士族和大批流民不斷南遷，有的甚至遠徙閩廣。現在江西、廣東的客家

有些說是從四世紀以後由北方遷去的，昕以在語音和詞彙兩方面都有其特點。永嘉之首L

以後，北方十六國掛爭擾攘，人民為戰爭昕迫脅，關洛之民或東去遼東，幽冀之人或西

至秦嚨，播遲不定。南北朝時，變亂不安，北人或南徙，南人或北移，往來交錯，語言

不能無變化。這三百多年內正是漢語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轉變時期。

從語音上來看，這個時期與漢以前很不相同，而魏晉期間是一大轉折。前一時期入

聲韻與陰聲韻關係至密，至魏晉，則與鷗聲韻相承，韻部的分合也與前一時期不間。前

一時期去聲字少，魏晉以後則去聲字轉多。到齊梁以後，音韻變化更大。.韻有轉移，聲

有分化，聲韻系統與前迴異。陪陸法言的《切韻》恰是齊果至情初這一期間語音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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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這一時期內，雙音詞增加較多。由於數學、醫學等自然科學和農業生產的發展，語

言中也產生了很多專門詞語;特別是受佛教的影響，外來詞語也大量增多，這是前一個

時期昕沒有的。

在語法方面，這一個時期內有了很大的發展，接近口語的文字表現得非常清楚。如

代詞“伊、渠"的產生，被動句法的出現等等。接近口語文字的出現在書面語的發展上代

表了一種新的趨向，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比較重要的作品和著作有南北朝的樂府歌辭，

晉《法顯行傳入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北巍賈恩鶴的《齊民要術》和一些佛經的

譯文。

(四〉近古時期(全元589-1126 ) 

這一個時期包括陪唐五代和北宋。時代只有三十年之久，中國由分裂而歸於統一。

唐代是文化極其昌盛的時期，這時不僅繼承和發攝了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而且跟亞洲

其他國家的文化有很多接觸。在語言方面，因為歷次農民起義和閒鑿南北j曹運，人民播

遷加劇，方言進一步融合，向集中方向發展。惟有閩廣距離中原較遠，方言變化不大。

在唐代中葉以後，接近口語的作品增多，演唱佛經故事的變文代表了當時北方方言

的面貌。僻教宗派的禪師語錄代表了南方某些方言的面觀。這時語法上出現了一些新的

形式和用語，如“把字旬"、“這"、“那"、“甚麼"‘恁麼"之類。從詞彙方面來看，大量的

雙音詞出現，雙音詞在漢語詞彙中昕佔的比例越來越大，而且在唐代出現的雙音詞大部

分至奇仍然沿用。在語音方面，唐代的科舉取士雖然以《切韻》一系韻書為準則，但實

際口語的讀音眼韻書已經不完全相同。聲母有分化，韻母有合併，聲韻的分類逐漸由多

變少。
五代直接十年又是一個社會動盪的時期。宋朝建立以後，作梁為全國政治、經濟、文

化的中心。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當中，北方語音變動最大。如濁聲母變為清聲母，獨音上

聲字讀為去聲。韻部誠少，入聲去， -t 韻尾趨向於失落，或變為喉部閉塞音〔刊。在語

法方面，動詞的形尾“了"與“看"表示時態的格式已經確立，人稱代詞種數的詞尾也在書

面上出現，這些都是特點。

(五〉近代(全完1127-1918 ) 

這一個時期包括南宋、金、元、明、清到“五四"運動之前。北宋末年金人入侵，佔

領了北方，南宋建都臨安 (4斯江抗州、1) ，與金人對峙一百多年，長江自南經濟文化每

到進一步的發展。由於北人流寓南方的很多，南方語言受北方話的影響自然會有新的變

化。特別是城市中演唱、講史、說故事的人和“話本"、“小說"一類的口語文學作品對語

言的發展影響最大。

元明清三代都建都在北京，從金元到明清用北方話寫作的文學作品，如雜劇、散

曲、戲文、南曲、章同小說等等層出不窮，新的以口語為主的文學語言就有了穩固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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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這樣就促使以北京話為主的北方普通話成為全民共同語的基礎。這種普通話從十六

世紀至十九世紀曾被稱為“官話，'，通行的區城越來越廣。惟吳語、粵語、閩語、客家語

等跟官話不同，各有特點，這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

漢語在這一個時期內詞彙叉有增加。從明代中葉西方歷算地理科學知識傳入以後，

直到晚清末年，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新的詞語大量出現，漢語的詞彙日益豐富起來，

音譯的外來語和從日本語來的措詞很多。

在語音方面，從很早北方與南方就有不同。這一個時期內北方話聲母已不分清濁，

平聲分為陰臨兩個詞類，大部分地區入聲已經消失，派入平上去三聲。如“林、深、 JL.\、

三、南"等字唐以前韻尾收-m的逐漸轉為收-n。在南方沿長江一帶入聲字收--p的開始轉

為收去，後來入聲韻尾一k和 t兩類變為喉塞音L 門，最終以致消失。臨聲韻收 -ng 的很

多地方讀為收-n。

這一時期，在八百年中社會的變動很大。一方面是漢族與入侵的外族的關爭，另一

方面是漢族人民與統治者的關爭，最後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制度。但由於外國帝

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的社會叉變成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語言隨著

社會、經濟、文化的改變，叉有了新的發展。

(六〉現代(金先1919以後〉

漢語的發展自“五四"運動以後轉入一個新的時期。“五四"運動是中國民接民主革命

和新文化草命運動的開始。自“五四"運動以後，白話文廣泛傳播，成為新的文體。以北

方話寫成的文學作品，對漢民族全民共罔語的確立起了極大的作用。隨著外國文學、哲

學和科技著作的大量翻譯，在語言襄不僅吸取了不少外來的詞語，而且語法方面也有了

很多變化。在構詞法上，應用了許多新的構詞成分，如“化"“性"之類;在句法上，受西

文語法的影響，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表達形式。在詞義的發展上，舊日的形容詞可以兼用

為動詞，動詞兼用為名詞，在書面語言裹， ~車飾語已擴展加多，文旬的結構變得精密而

繁麓， ~直辭的手段結合著語法的姐律，形式上更加多樣化，這些都是很明顯的現象。

新中國成立以後，確定了漢民族共同語就是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

標準音，以典範的白話文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漢語已成為全國各接人民的交際工具，

在國際事賽中漢語的作用也越來越大。

四、漢語在歷史上發展的道路

從以上昕述我們可以看出漢語在歷史上自有其獨立發展的道路。概括來說，有以下

幾個要點:

@漢按在歷史上不斷受到外族的侵擾和壓迫，在外接統治之下，漢族人民進行若不

懈的闢爭。在語言方面，漢語始終保持著自己的詞彙和語法結構，並且按照本身的發展

規律而發展，外族語言絲毫不能破壞漢語的純潔性。在歷史上，鮮卑人、旦人和女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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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曾經統治過中國的北方，而且都在一百年以上，元代蒙古人也佔領過整個中國將近一

百年，清代漏人入關叉統治了中國二百五六十年，但鮮卑語、底語、女真語、蒙古語和

漏語都不能打亂漢語固有的傳統，漢語自有其獨立性和穩固性，它一直是不斷地戰勝外

來的干擾而發展成為世界上極豐富的語言之一。

@語言的發展變化跟人民的活動有密切的關係，戰寧和商業以及交通等對語言改變

的影響尤其大。在中國兩三千年的歷史當中，戰爭極為頻繁。戰寧興起，迫使人民遷轉

流徙，不間地區的人和陸地居住在一起，互相往來，語音詞彙必然要有改變。另外，在

歷史不問時期中外族人民往往為戰爭昕裹騙，或被迫遷徙而與漢人雜居，甚且五通婚

構，共罔使用漢語，語音未必切正;但久而久之，世代更送，在民族融合中，音韻不能

沒有變易。北齊時顏之推論南北語音時就曾經說過:“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

不可具論弋還是勢所必然的。惟有地處邊鄙，藏族而居，與外界交往較少的，往往累

世不變，昕以閩、粵、客家多存古語古音。說到商業和交通，其對語言的影響當更多。

如河、搖、准、濟、江、漢諾水以及糟運溝恤相適之處，商估雲集，人民往來，四方輻

蹺，語言也必然會隨著口語的變易而有昕改變。

@漢語始終是隨著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變革而不斷發展的，但在長期封建社

會制度之下，並沒有完全排除方言的分歧。可是通語的勢力不斷擴展，方言即使暫時分

化，隨後又向統一的方向發展，還是漢語發展的→個重要方向。在中國的北方大部地區

都是平原，昕以從很早的時候，北方方言就比較接近，逐漸形成以封建帝都昕在的方言

為基礎的區填共同語。歷史上，長安、洛陽、7t京(閱封〉、大部(北京〕都曾經是部

撮，這些都蛾叉都在北方，所以北方話的發展對南方方言不斷發生影響，南方的特殊方

言區識也就不斷縮小，最後以北方話為基礎的普通話終於形成。黃河流棋是漢語全民語

言的發祥地，而普通話是經過很長很長的時期而形成的。

@中國在長期封建社會中漠接使用的書面語言一直是文言。文言本來也是在口語的

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語言是不斷發展的，口語有了變化，書面部仍然使用文言，那就

與口語有了臣離。文言的形式儘管長期仍為文人所使用，但不能阻止口語的詞彙和語法

形式向文言中滲透。廣大人民昕需要的更不是文言，而是接近口語的書面語。昕以從唐

代起民間的作品都傾向於用語體。宋元以後的話本、戲曲和小說幾乎都採用攘口語而加

工的書面語言。這種新的書面語言也就是後來研稱的“白話"。“五四"以後，白話盛行，直

至現在，已成為全民一致應用的文體了。由此來看，漢語的書面語言由文言向語體發

展，還是必然的趨勢。

@語言中新詞不斷產生，舊詞逐漸消亡，這是語言詞彙發展的共同現象，漢語也是

如i比。從構詞法來說，由單音詞向覆音詞發展，以致覆音詞在詞彙中佔絕對優勢，這是

漢語詞彙發展的總的趨勢;而且單音詞的詞義向多義方向發展之後，為求語義的明確起

見，也必額利用產生種音詞的方法來解決。例如“閱"字本身是一個多義詞，其有錢個意

義，在現代語中產生了“開發、開展、開動、開拓、開設、開張"等等不少的護音詞。有

了這些建音詞，在使用時意義就能確定不誤。由此來看，詞彙的發展跟詞義的發展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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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

語法的發展是比較緩慢的。漢語語法的基本結構形式在上古時期已經奠定下來，而

在表達思想的方式上則一步一步趨於精密。形態的變化比較少，而位飾語或限制語盡量

要放在被催飾或被限制的詞語之前，詞與詞之間意義連屬的遠近就要靠詞序的先後來表

現;罔時，在前後詞語有相互制約關係的情況下，或用一定的助詞表明其間的關係，如

“的、地、得、把、之"等等。這就是語法發展的主要情況。

至於語音，在上古時期，聲母是多一些，既有單輔音，也有禮輔音(Cluster) ，韻母

的元音可能比較少。後來由於聲韻調的五相影響，聲韻有分化，有合併，韻尾有改變，有

消失。由中古拉l後總的傾向是向簡單的系統發展。現在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系統為標準，

聲韻調三方面都是比較整齊而且簡單的。各處的方音雖各有其特點，隨著經濟和科學文

化的發展，差異必將逐漸減少以歸於統一。

漢語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也吸收了不少外來的詞語，但始終故意譯為主。最初是音

譯的，末了還是被意譯昕代替。“五四"運動以後，漢語語體文的語法也受到西方語言語

法的一些影響，但也只能是按照漢語自身的發展姐律加以適當的吸取，並不能改變舊日

的系統。這些都是很清楚的事實。其他細節，在這襄就不多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