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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有關「白話文運動」 

﹙Vernacular Movement﹚的詞條，陳述如下：

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從北京推向全國的一場劃時代的文

體改革運動。它提倡書面語不用文言，改用白話或語體。白

話文運動先在「文學革命」的口號下發動，進而在「思想革

命」中發展，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環節。運動的提倡者

主要是胡適、陳獨秀、錢玄同、魯迅等。他們以《新青年》

為主要陣地，以北京大學進步師生為主力，同形形色色的文

言維護者開展論戰，贏得了白話文的勝利。1 

這一詞條由胡奇光撰寫。簡短定義後，分別就「白話文運動

的歷史背景」、「白話文運動的經過」、「白話文運動的成就」、

「白話文運動的影響」四個方面作出論述。該書出版於  1988 年，

代表了當時學界的共識。

本章節以該詞條的論述標目為線索，展開較為詳細的評注式

討論。﹙以下每節起始楷體部分為該詞條原文，引自《中國大百科全 

書•語言文字卷》，不再出注。﹚

如果承認胡適是首倡者，那麼這場波瀾的初潮之湧實際上

發生在美國。與幾位留學生之間關於文字和文學的爭論，由於胡

適將它們寫成通信和文章發表於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

而廣為人知。胡適〈逼上梁山〉一文言之甚詳，不必贅述。「五

四前後」的說法特別耐人尋味，它實際上在暗示白話文運動與五

四運動之間的聯繫，但以史實探究，這一少數人提倡的文體革新

與  1919  年  5  月 4  日那一日發生的群眾遊行毫不相關。如果一定要

把它與某個「大寫日期」聯繫起來共同注釋歷史，應當是  1911年

 1. 《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 年，頁 13。本章每節起

始楷體部分均為此詞條原文，引自《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不再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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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辛亥革命。民國的成立，使少數得風氣之先的人覺得應該以一

種新的書面語言來寫作了。 20 世紀，一系列大事相繼發生，起先

取消了科舉考試，使八股文沒了出路，接下來宣統皇帝退位，中

華民國甫一成立，立刻頒佈大總統令，強迫剪辮，禁止纏足，一

時間移風易俗氣象一新，雖然在政治上實質實現民主還有很長的

路要走，畢竟體制變了，一整套術語也不得不跟着變，推翻帝制

給國人帶來的鼓舞是時下的人無法想像的，這個意義上講，五四

運動也是辛亥革命的一個效應。帝制下的表達方式乃是「公車上

書」，只有先取得國民資格，才可以上街遊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

政治訴求。清末的白話文運動，包括多種注音字母方案，皆是上

奏朝廷，希冀得到聖上的認同，一紙詔書下來，風行天下。民國

之後，這個途徑斷絕了，於是主張便以報刊雜誌直接面向公眾，

陳獨秀同意胡適並與之呼應，本是兩人相契，與君何涉，但由

《新青年》公之於眾，而成了驚天動地的大事。公共言論空間的

建立，給問題與主義的爭論以可能，有沒有這樣的言論空間，乃

是帝制和民國的根本差異。

「劃時代」云云，乃是對於所謂「時代」的一種定義，定義乃

是如此去定義的權力。「五四」已經被最高權力定義為「劃時代」

了，前後略一延伸，何等輕巧。以白話做書面語，並不自今日始，

白話小說即使從明代起算，也有  500 年以上的歷史。當初胡適與

梅光迪、胡先驌等人的分歧主要在白話能不能寫詩這個問題上，

所以才有《嘗試集》的寫作和出版，白話詩是寫出來了，成為了

名著，但是否就意味着成功了呢？詩人胡適，並不為人認可。胡

適之後，還有更多的嘗試者，白話能寫詩嗎，肯定者有之，否定

者也不少，1965 年毛澤東給陳毅信中明確說，「用白話寫詩，幾

十年來，迄無成功。」2 當然，這是他個人的意見，但不是他一個

 2.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422。



4

白話文運動的危機

© 2018 香港城市大學

人的意見。白話寫詩，假若還不好說成功，白話寫小說嗎，500年

前已獲成功，然而那是先人的成就，論者匆忙宣佈的「白話文的

勝利」到底指的是甚麼呢？後來幾乎所有論者，亦皆認為白話文

運動成功了，這成功又指的是甚麼呢？

白話文運動的背景

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語的摘要，早在先秦時代就已經出現。到

西漢，封建統治者獨尊儒家學派，記載這些經典的文言文也

就成了不可更改的萬古楷模。越到後世，文言文同實際口語

的距離越遠。這種情況是不能適應社會和語言的發展的。

從唐宋以來，白話文書面語逐漸興了起來。先是採用比較接

近口語的「變文」、「語錄」一類文體，傳播佛教教義，後

來隨着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階級的抬頭而出現了用當

時口語來書寫的明清章回小說。不過直到清代末年，白話文

還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學的範圍之內，未能改變文言文獨尊的

局面而作為通用的書面語。

歷代不少學者為了讓更多的人看懂書面文字，都主張書面語

同口語相一致。1861年，洪仁玕﹙1822–1864﹚根據洪秀全

的指示，頒佈〈戒浮文巧言諭〉，提出了改革文體的方針：

「不須古典之言」，「總須切實明透，使人一目了然」。又

過了二三十年，資產階級改良派為宣傳變法維新、開發民

智而提倡白話文。如黃遵憲﹙1848–1905﹚引俗話入詩，宣

稱「我手寫我口」﹙《雜感》﹚；裘廷梁﹙1857–1943﹚認為

「白話為維新之本」，發出了「崇白話而廢文言」的口號；陳

榮袞第一個明確主張報紙應該改用白話；王照更聲明自己制

定的官話字母，只拼寫「北人俗話」，不拼寫文言。同時，他

們還積極寫作通俗淺顯的文章。梁啟超﹙1873–1929﹚最先

向霸佔文壇的桐城派古文挑戰，創制了「新文體」，用的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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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文言，但平易暢達，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已向

着白話文邁出了第一步。接着白話書報在各地湧現，日見興

盛，其中白話報紙有十多種，白話教科書有五十多種，白話

小說有一千五百多種。可是直到辛亥革命﹙1911﹚之前，還

沒有人自覺地去實現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這個重大的變革。

從清代末年到民國初年，接連出現了幾件可以決定文體改革

方向的大事：一是科舉制度的廢除﹙1905﹚；二是辛亥革命

推翻了封建皇帝；三是粉碎了袁世凱的稱帝迷夢﹙1916﹚，

《新青年》發出提倡科學和民主、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思想

的解放帶來文體的解放，覺醒了的廣大人民群眾，掀起了民

主主義的浪潮，為白話文運動打下了群眾基礎。

文言與口語在先秦時代的真實狀況，至今無從確定。為何上

文首句即斷定「文言文是古人口語的摘要」呢？是根據魯迅《門

外文談》的觀點，然而，魯迅當初審慎、推測的語氣不見了，更

由於 1949 年後魯迅先生不可懷疑的權威性，此說儼然成為定論。

而白話文運動之初的綱領性理論，即採取西方語言學對文字的定

義：文字是聲音的記錄，是語音的符號，而西方文字屬於「表音

文字」，「語音中心主義」佔據語言的主導地位，文字是語音的附

屬。但是，漢字是「表意文字」，不存在「表音文字」的類比性。

呂叔湘早年曾說：「文字的起源大致和語言無關，」並且「一部分

文言根本不是『語』，自古以來沒有和它相應的口語。」3 但長期

以來，這一認識未能得到傳播和重視，於是以西方文字定義硬套

漢語和漢字，乃相沿成習，鑄成共識。語言學研究著作《馬氏文

通》以印歐語性質為標準看待漢語，「把印歐語所有而漢語所無

的東西強加給漢語」﹙朱德熙語﹚。由此可見，始於「言文一致」

的傾向，在百年漢語研究中未得到質疑，而視之當然，直至近

 3. 呂叔湘，〈文言和白話〉，《國文雜誌》，1944 年，第三卷第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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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人從理論上提出漢語的「字本位」，4 認為文言為口語摘要

的判斷，出於西方的語言觀。

詞條緊接寫：「到西漢，封建統治者獨尊儒家學派，記載這

些經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萬古楷模。」語言為全國人

民所共有，無階級性，此乃語言學界的共識。若說西方「語音中

心主義」是白話文運動主動上當的第一次，那麼，第二次便是語

言學的所謂「階級論」。五四時期，文言被指為封建統治階級的

語言，白話是人民的語言，由此二分，意識形態話語於焉形成，

「文言」從此被判決為腐朽的、落後的、統治階級和沒落文人所

使用的死語言。否定文言文，與否定由文言文所書寫、記載的儒

家經典﹙當不限於儒家﹚，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綱領。錢玄同

在《新青年》上說：「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

字之末流，不便於識，不便於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

極不精密；論其在今日學問上之應用，則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詞，

一無所有；論其過去歷史，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為記載孔門學說

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於  20  世紀之新時

代。」又道，「我再大膽宣言道：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

20 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

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5 

今日讀這些話，偏激之甚，錯謬之深，已無須辨析了。

越到後世，文言文同實際口語的距離越遠。這種情況是不能

適應社會和語言的發展的。

 4. 徐通鏘，《漢語結構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語言研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5

年；潘文國，《字本位與漢語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

 5. 錢玄同，〈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蔡尚思主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一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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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和口語的不一致6，自古已然，明清尤甚，其原因在於文

言文寫作以復古為時尚，唐宋八大家便是明清作文的楷模。7 但

白話文的滋生與蓬勃，亦正在此一時期。之所以文言與口語的不

一致成為問題，是與西方語言接觸後，兩相比較的結果。語言學

的進化論，一度被國人奉為真理，而作為印歐語言之特色的「言

文一致」，成為改造漢語的最終訴求，這一努力至今未見成效。

現代白話文，依然言文不一致。朱德熙認為，五四之後的白話文

學作品也不是真正的口語，而是「拿北方官話做底子，又受到明

清白話小說相當大的影響，還帶着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

少新興詞彙和歐化句法的混合的文體」。8 言文不一致的根本原

因在於，漢字是形意文字，而非寫音文字，除非採用拼音取代漢

字，否則永遠不可能一致。走拼音化道路，在數十年時間曾經是

國家文字改革的方向。越南、朝鮮、韓國、日本，都有不同程度的

「去漢字化」運動。

從唐宋以來，白話文書面語逐漸興了起來。先是採用比較接

近口語的「變文」、「語錄」一類文體，傳播佛教教義，後

來隨着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階級的抬頭而出現了用當

時口語來書寫的明清章回小說。

以上「唐宋說」，採納的是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的觀點，

王力亦有相近看法。《古代漢語•緒論》認為，古漢語有兩個書

面語系統，「一個是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上古漢語書面語

 6. 臺靜農認為，「中國語言與文字分離，並不是單純的時間因素，而文字本身實是最大的因

素。」臺靜農，《龍坡論學集》，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年。

 7. 朱德熙認為，「書面語和口語的差別一直相當大。在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以前，書面語

和口語的區別實際上是古今語的區別。以唐宋時代為例，當時人口裏說的是白話，筆下

寫的是文言，即是以先秦諸子和《左傳》、《史記》等廣泛傳誦的名篇為範本的古文文

體。這種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兩漢時期。往下一直延續到  20  世紀初葉。」《中國大

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 年版，頁 132。

 8. 《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 年，頁 13。



8

白話文運動的危機

© 2018 香港城市大學

言，以及後來歷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語言，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文

言；一個是唐宋以來以北方話為基礎形成的古白話。」9 徐時儀

的《漢語白話發展史》，是系統探討漢語白話發展史的著作，在

文白長期並存的古代漢語書面語系統中，將白話的歷史分為露

頭期﹙先秦和魏晉南北朝﹚、發展期﹙隋唐五代宋元﹚和成熟期 

﹙明清﹚。事實上，漢語第一次與印歐語言的接觸從東漢佛教入

傳便已開始，梵文不但影響了漢語對音韻的重視，且佛經的漢譯

所形成的「內典」，也成為首個與文言文形成差別的獨特文體。

王國維認為《楚辭》、《內典》、《元劇》中的文章，在美學風格

上可鼎足而立。《朱子語類》乃朱熹門人記錄其講學語錄的彙

編，為使聽者易於領會，語不求深，多方設喻，如話家常，以明白

顯豁為追求。記錄者雖難免加工，仍保存了大量時語。以口語宣

講理學，由此成為一種傳統，王陽明《傳習錄》即為一例。朱熹

陽明以達意為目的，文言便任其文言，白話亦任其白話，沒有非

此即彼，或以彼此的高低相較。至於明清是否出現過所謂「資本

主義萌芽」頗費爭議，中國歷史自具軌跡，套用西方歷史模式，

有蓄意誤導之嫌，況語言的發展演變，與資本主義何涉？「市民

階級」一語也嫌牽強，城市人口或可統計，是否稱得上階級，尚

存疑問。明清章回小說的古代白話與文言一樣，屬書面語系統，

認為明清章回小說使用的是一種不同於文言的「白話書面語」則

可，若說他們「用當時口語來書寫」則未必。今天的白話文也不

是以今天的口語書寫，有誰會像新聞聯播那樣說話的嗎？但寫起

文章來，卻不自覺與某種腔調保持驚人的一致。書面語和口語的

界限不容混淆，白話書面語，也並不等於口語，其差別在於一是

用來閱讀，一是用以傾聽，「目治」與「耳治」有別，豈可不論。

由於廣播電視網絡視頻等技術手段的出現，我們還須區分「原生

 9. 王力，《古代漢語》緒論，中華書局，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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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和「次生口語」的不同，媒體上的「領導講話」、「辯論會

場」、「談話節目」、「主持人語」以口說的形式傳達，但並非真

正的口語，有時被譏為「不說人話」其實自有不得已之處。

不過直到清代末年，白話文還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學的範圍之

內，未能改變文言文獨尊的局面而作為通用的書面語。

其實，白話文並不局限於通俗文學。上述佛家的「變文」

「俗講」、儒家的「語錄」雖則通俗，但不在文學之列。文言亦

非一成不變，之所以長期居於「獨尊」地位，乃因文言能夠順應

歷代語言的變化而變化。有人指出，韓愈的文章明顯不合先秦語

法，明證唐朝的口語到底還是入侵了文言。錢基博評梁啟超政論

體有言：「酣放自恣，務為縱橫軼蕩，時時雜以俚語、韻語、排比

語及外國語法，皆所不禁，更無論桐城家所禁約之語錄語、魏晉

六朝藻麗俳語、詩歌中雋語、及南北史佻巧語焉。」10 梁體不僅

為當時報章雜誌爭相刊發，今時台港海外中文報刊依然沿用其

緒，並無難懂之弊。由此可見推斷文言與白話自古以來的對立，

是虛構的、誇張的，更未有文言與白話之間不可兼容的緊張仇

怨。文與白、書與言，曾經長期共存、並行、輔助、長育，雖偶或

相犯，但井水河水，兩相活泛。是故白話文運動從顛覆到成功，

一躍而居至尊地位，進而廢除文言，也許可視作某一底層叛逆故

事在語言變革中的假想劇情。

把明代的四大奇書視作通俗文學，本身即為新文學運動的偏

見，漢學家浦安迪稱之為「文人小說」乃卓異之見，更準確的看

法是民間流傳過程中多次加工的文人小說，在此問題上若還存在

爭議的話，那麼《紅樓夢》、《儒林外史》、《鏡花緣》等偉大白

話經典作品廣為人知之後，硬說白話文「局限在通俗文學的範圍

 10.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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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就太不顧事實了。曹雪芹和吳敬梓無疑是那個時代最優秀

的作家，他們以嫺熟的白話書面語寫作之時，從來不知甚麼叫文

言獨尊，略早於他們的蒲松齡以文言撰寫《聊齋志異》，亦絕不

會看不起白話。科舉考試不以文言、不寫八股不行，而創作特別

是著小說，以白話還是文言悉聽君便。四大奇書問世經已百年，

白話章回體小說的偉大傳統，在 16 世紀奠定，寂寞了一個世紀再

次煥發異彩，經過李卓吾、毛宗崗、金聖歎、張竹坡等人評點鼓

吹，《三國演義》、《水滸傳》這樣的白話文體，已與莊騷史記並

列成為經典。

歷代不少學者為了讓更多的人看懂書面文字，都主張書面語

同口語相一致。

所謂「歷代」學者，哪代誰何？最早作此主張者黃遵憲，在

《日本國志》中說，「余聞羅馬古時，僅用臘丁語，各國以語言殊

異，病其難用。自法國易以法音，英國易以英音，而英法諸國文

學始盛。耶穌教之盛，亦在瘵《舊約》、《新約》就各國文辭普譯

其書，故行之彌廣。蓋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

合，則通文者多，其勢然也。」11 此書據推斷最晚於  1895 年公開

刊行，此前已廣為人知，作者做過  10 年外交使節，又以「詩界革

命」之倡見重於仕林，此論一出，影響之巨，不難推想。以歐洲近

代民族語言從中世紀統一的拉丁語  中分離而出的例子，對照漢語

的自我更新，對後來的「白話文運動」思路，發生決定性的影響。

胡適後來即有此類比。裘廷梁著文〈論白話為維新之本〉把書面

語和口語的分離，當作大問題，可謂是對黃氏論述的回應。所謂

「一人之身，而手口異國，實為二千年來文字一大厄」。12 然而，

 11. 《黃遵憲全集》下卷，中華書局，2005 年，頁1420。

 12. 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張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

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7 年，頁 3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