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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白话文与五四白话文的本质区别

高!玉

摘!要! 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启蒙运动!不仅表达和传播旧知识!也表达和传播新知识" 而五四白话文运动是思想革命!
它不仅不传播旧思想!恰恰相反!它激进地否定和批判封建思想与文化!从而开启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 晚
清白话文是工具性的语言!而五四白话文是思想本体的语言!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性$可以从现代汉语这里得到深刻的
说明" 晚清白话是文言文的辅助语言!主要是口语%民间语和大众语!还不能构成完整的书面语体系!不能独立表达思想
与文化!五四白话文从一开始就是要取代文言文从而取得正统或中心地位!并最终成为一种独立的语言体系即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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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开始关
注晚清白话文运动及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白

话文运动之间的关系#普遍的观点是- 晚清白话
文运动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基础#或者说五四白

话文运动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继续$ 从表述上来
说这没有错#但其观点似是而非$ 事实上#晚清白
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仅只有时间上的先后

性#而在理路%内涵%性质等上都不同#不具有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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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关联性$ 晚清白话文和五四白话文是两种不
同的白话文#二者具有质的区别$ 晚清白话文在
清末汉语体系中是边缘性的#辅助性的语言#附属
于文言文(而五四白话文在现代汉语体系中是主
体性的语言#也即&国语'#演变成现在的&现代汉
语'#是国民标准语$

一" 启蒙运动与思想革命

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最大的区

别在于#前者是启蒙运动#后者是思想革命$ 晚清
白话文运动属于整个晚清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可以说是一种方式$ 晚清启蒙运动与
西方启蒙运动不一样#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
是向民众宣传传统的思想和知识(二是向民众宣
传西方的科学知识#也包括科学思想$ &启蒙'在
这里主要是中文原初义#也即通过知识的方式开
导蒙昧之人#所以其对象是普通民众$ 这和西方
启蒙运动的启蒙是有本质区别的$ 西方的启蒙运
动本质上是反封建专制和教会愚昧的思想文化创

新运动#是继文艺复兴之后的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是从内部发生的思想更新%文化更新运动$ 而晚
清启蒙运动不具有这种政治性#它主要是通过学
习中国传统知识和西方新知识来达到开启&民
智'的目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封建思想也是知
识的一部分$ 理论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以及
格物等实业&知识'和西方的科学知识有很多矛
盾和冲突#但在&知识'层面上#它们却和平相处
并共存#这是晚清启蒙运动和后来的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思想革命之根本不同$

五四白话文运动则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

成部分#白话文在这里并不只是语言形式#更重要
的也是内容本身具有思想革命性$ 五四新文化运
动虽然被美国学者格里德称为&文艺复兴')格里
德 ++*#但它不是指在汉字意义上复兴中国传统
文艺#不是重现中国古代文艺或辉煌文化#恰恰相
反#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是思想革命#其最重
要的特征是反传统和思想解放$ 因为不是知识层
面的启蒙#而是思想层面的革命#所以#西方的新
科学等思想和传统文化特别是封建思想构成了尖

锐的对立$ 与晚清启蒙运动不同#传统思想在新
文化运动中不再是传播的对象#而是需要批判%破
坏和打倒的对象$ 在这一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

动不是晚清启蒙运动的延续或者逻辑结果#也就
是说#晚清启蒙运动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原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晚清启蒙运动的结果$ 五四
新文化运动有更为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原因#它和
晚清启蒙运动遵循的是不同的理路$ 晚清启蒙运
动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二
者是连续的历史过程#但这种连续性是时间上的
而不是逻辑上的$

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在外在语

言形式上很相似#在功能外表上也非常相似#但内
涵上却具有本质的不同$ 晚清启蒙运动为什么要
用白话3 根本原因是文言文作为语言太难懂#文
言文繁难艰深#大量的偏僻汉字%偏僻词语#大量
的用典#大量的不可理解的套语#不讲文法等#不
仅一般士人阅读困难#掌握困难#普通百姓更是听
不懂#读不懂$ 文言文造成了中国古代普通百姓
包括中下层读书人对思想的深深隔膜#中国传统
思想文化在书籍知识的层面上#不管是&经'&史'
还是&子'&集'#不管是思想#还是物质和技艺#大
多数都是平实的#普通人是能够理解的$ 但事实
上#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知识基本上是上层社会
和少部分知识分子的特权#而绝大多数国民则被
剥夺了接受知识和思想的权力#这当然与经济条
件%教育条件有很大的关系#但语言也是一个很重
要的因素#文言文犹如一堵墙#把普通国民隔在知
识和思想之外#这严重地降低了中国国民的素质$
所以晚清思想文化界使用白话文的原因非常简

单#就是把文言文承载的思想%普通的知识用白话
文传授给识字的普通百姓#讲给不识字的普通百
姓听#当然也是让小知识分子可以看懂$ 白话文
运动就是为了解决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以及知识普

及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中国古代知识和思想文化
本身的问题$

用白话文传播封建思想文化其实早在清中叶

就开始了#比如康熙皇帝曾发布 %* 条&圣谕'#雍
正皇帝对它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于雍正二年即
%+"& 年发布+圣谕广训,$ &圣谕'和+圣谕广训,
都是用文言文写的#虽然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日
常道理#但普通百姓听不懂#也看不懂$ 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清中期以后出现了很多白话+圣谕广
训,#比如+圣谕广训通俗,+圣谕广训疏义,等#最
有代表性的是+圣谕广训衍,和+圣谕广训直解,#
比如&圣谕'第一条是-&敦孝弟以重人伦'#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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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谕广训,对它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其中有这样
一段话-&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人
不知孝父母#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3' )周振鹤
!顾美华 %*"*+圣谕广训衍,的解释是-&怎么是
孝呢3 这个孝顺的道理大得紧#上而天%下而地%
中间的人#没有一个离了这个理的$ 怎么说呢3
只因孝顺是一团的和气$ 你看天地若是不和#如
何生养得许多人物出来呢3 人若是不孝顺#就失
了天地的和气了#如何还成个人呢3 如今且把父
母疼爱和您们的心肠说一说$' )%*'* +圣谕广训
直解,是这样解释的-&怎么是孝呢3 这孝顺爹
娘#在天地间为当然的道理#在人身上为德性的根
本$ 你们做儿子的#不知道孝顺你的爹娘#但把爹
娘疼爱你们的心肠想一想#看该孝也不孝3'
)%*(*这里所谓&衍'&直解'#其实就是白话翻译#
只不过不是&直译'#而是&意译'罢了$ 清末提倡
白话文#遵循的是同一理路#只不过因为使用广泛
而发展成为一种&运动'而已$ 王照在+挽吴汝纶
文,中说-&今吾中国公文中#亦恒曰养民教民#实
则发之者官吏#收之者官吏#解之知之者#仍此官
吏也$ 民固无从知也#纸上之政治#自说自解#自
唱自和#视民之苟且妄作#辄于纸上骂以心死#责
以无良#而民又不知其纸上云何也$' )王照 '%*
清末白话文就是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当然解决的
方法除此之外#文字改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另一方面#晚清时期#西方的宗教文化%科学
和技术知识已经大量传入中国#少量的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也传入中国#文言文汉字单字的表达方
式完全无法适应这种知识的大爆炸$ 一是文言文
无法准确地表达西方传入的新事物%新文化$ 文
言文是在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逐渐产

生并发展演变的#它命名中国的事物#表达中国的
思想和文化$ 西方的自然和物质包括社会的基本
构成#中外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很容易就能够在
文言文中找到对应的词语%对应的表达#但对于西
方新的事物#新的科学和思想文化知识#文言文则
无法表达或者无法准确地表达$ 胡适说-&时代
变的太快了#新的事物太多了#新的知识太复杂
了#新的思想太广博了#那种简单的古文体#无论
怎样变化#终不能应付这个新时代的要求$')&中
国新文学运动小史' %#)*傅兰雅引西人语说-
&中国语言文字最难为西人所通#即通之亦难将
西书之精奥译至中国$ 盖中国文字最古最生而最

硬#若以之译泰西格致与制造等事#几成笑谈$ 然
中国自古以来#最讲求教门与国政#若译泰西教门
与泰西国政#则不甚难$ 况近来西国所有格致#门
类甚多#名目尤繁(而中国并无其学与其名#焉能
译妥#诚属不能越之难也$')傅兰雅 ")&*现在看
来#这种翻译的困难主要是文言文的困难$ 近代
文言翻译的困难#当时就有很多学者%翻译家表达
过#比如严复说- &求其信#其大难矣$' )严复
"#"*&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
即有牵合#终嫌参差$' )"#'*过去我们从翻译的
技术角度理解此语#但实际上严复主要是讲文化
的差异性%语言的差异性问题$ 之所以翻译难
&信'#根本原因在于语言的不对等#而不是翻译
能力欠缺$

二是西方的思想文化用文言翻译#即使勉强
表达了#一般人也看不懂#不能产生社会效果$ 傅
兰雅说-&已译成之书大半深奥#能通晓之者少#
而不明之者多$' )傅兰雅 ")+*之所以不能&通
晓'#&不明'#倒不是西学有多难懂#很大程度上
是文言文作为语言的障碍造成的$ 而在表达新事
物%新知识上#白话具有很大的优势#文法是一方
面#更重要的是词语$ 文言文主要是单字使用的
语言#在文言文语言体系中#增加新事物和新概念
主要是增加汉字#或者用句子表达#这在中国古代
社会和知识发展缓慢的情况下#还差可胜任#但晚
清新事物剧增#知识特别是西方知识大爆炸#用增
加汉字的办法来解决事物的命名%知识的概念等
根本就没有可行性$ 且汉字在清+康熙字典,中
就收录 & 万多#对于学习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天文
数字#即使是专业人士也不可能掌握这么多汉字#
普通人更没有可能了$ 而常用字组合词)即白话
词*#本身通俗易懂#而且大大减少汉语的识字
量#且用白话词也解决了物质名词#科学技术和文
化知识的翻译问题$ 所以#晚清白话文运动中#白
话不仅表达和传播旧知识#也表达和传播新知识$

与此相关#晚清白话文运动所针对的是普通
民众以及&小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仍然阅读和
使用文言文$ 胡适批评清末白话文运动-&他们
最大的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 一边是 .他
们/#一边是.我们/$ 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
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 我们不
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
骨头给他们去吃罢$')&五十年' "("*周作人说-

"(&"



晚清白话文与五四白话文的本质区别

&在这时候#曾有一种白话文字出现#如 +白话
报,%+白话丛书,等#不过和现在的白话文不同#
那不是白话文学#而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般
国民都认识些文字#看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
了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
力$')+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他认为晚清白话
本质上是平民语言-&而以前的态度则是二元的#
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的
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 因为那时候的目的是改
造政治#如一切东西都用古文#则一般人对报纸仍
看不懂#对政府的命令也仍将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只好用白话$ 但如写正经的文章或著书时#
当然还是作古文的$ 因而我们可以说#古文是为
.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用的$' )(%!("*
朱自清在+论通俗化,说-&文体通俗化运动起于
清朝末年$ 那时维新的士人急于开通民智#一方
面创了报章文体#所谓.新文体/#给受过教育的
人说教#一方面用白话印书办报#给识得些字的人
说教#再一方面推行官话字母等给没有受过教育
的人说教$'&原来这种白话只是给那些识得些字
的人预备的#士人们自己是不屑用的$ 他们还在
用他们的.雅言/#就是古文#最低限度也得用.新
文体/(俗语的白话只是一种慈善文体罢了$')朱
自清 %&"!&'*晚清大力提倡白话文的学者和比
如裘廷梁和黄侃等人#他们提倡白话文的文章却
是用文言文写的$ 这都说明#晚清白话文运动主
要是由精英知识分子发动的一个文化普及运动#
主要是针对普通民众和小知识分子的运动#它不
触动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

而五四白话文运动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形#它
的主要目的不是传播知识#而是思想革命$ 五四
白话文运动不关心知识问题#不管是西方的知识
还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它更关注的是思想和文化
问题#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内涵#它不仅不传
播和宣传#恰恰相反#它是批判和否定的$ 它主要
是承续晚清就已经开始的对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

接受#而把它向前延伸%扩大#更重要的是把西方
现代科学%民主等现代精神应用于社会思想文化
领域#从而重建中国现代社会%思想和文化$ 胡适
说-&从前那些白话报的运动#虽然承认古文难
懂#但他们总觉得.我们上等社会的人是不怕难
的-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这些.人上人/
自己仍然应该努力模仿汉魏唐宋的文章$ 这个文

学革命便不同了(他们说#古文死了二千年了#他
的不孝子孙瞒住大家#不肯替他发丧举哀(现在我
们来替他正式发讣文#报告天下.古文死了4 死
了两千年了4')&五十年' "('*宣布文言文死亡#
其实是宣布中国传统思想之核心和主体的死亡#
文言文作为语言体系的死亡也即中国古代思想体

系的死亡#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类型的死亡$
把白话和文言文对立起来#并且废除文言文#这是
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晚清白话文运动最大的不同$
陈独秀概括为-&文言文 古文 古事(白话文 今

文 今事$')&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 %$&*这可
能过于机械了#但却是很深刻的区分$

二" 工具性与思想本体

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于五四白话文运动#其
深层的原因在于两者具有质的区别$ 从语言形式
上来说#两种白话没有太明显的差别#语法基本相
同#语音基本相同#词汇有很大的共同性#我们很
难具体地说哪些是古代白话#哪些是现代白话$
但从思想上来说#整体上它们具有根本的不同#最
重要的不同在于表达思想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
语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现代中国人表达
思想和观念#不再是用&道' &器' &理' &仁' &气'
&韵'&孝'&忠'&君'&臣'&纲'&常'&格物'等#虽
然这些字或词在现代白话中并没有消失#但它们
已经不再是核心概念#现代白话的核心概念是
&科学'&民主'&社会'&国家'&自然'&法律'&自
由'&理性'&感性'&现代'&思想'&观念'&真理'
等#这些概念就是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中建立起来
的#它们主要是从西方引入的#以翻译的形态存
在$ 在这一意义上#晚清的白话文是文言文的翻
译语言#其作用是把文言文的思想用口语进行表
达(同时也是西方事物和自然%社会与科学知识的
大众语的命名形态#也即用口语的方式翻译西方
的事物和自然%社会与科学知识以及表达中国新
生的事物$ 晚清言说中国思想的主体语言是文言
文#白话文则是具有工具性的大众语#主要限于日
常层面的交流$ 而五四白话文除了具有工具性以
外#还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新的语言体系也即新
的思想体系#这是其与晚清白话文的根本差别
所在$

五四白话文在思想层面上具有现代性#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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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因在于它向西方学习而来#五四新文化运动
向西方学习实际上深入到了西方的核心!!!思想
文化#五四白话文实际上就是这种学习在语言上
的表现#所以它是一种具有现代思想内涵的白话$
关于二者之间的差别#新文学家们有清醒的认识#
郭沫若说-&我们现在所通行的文体#自然有异于
历来的文言#而严格的说时#也不是历来所用的白
话'#而是&欧化的白话' )郭沫若 '*&*$ 过去我
们把&欧化'解释为语法上的#这当然也是一方
面#但却是极其次要的特征#五四白话文更重要的
是思想上的欧化$ 胡适说-&我们也知道新文学
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 )&+尝试集,自序'
)"*傅斯年说-&思想依靠语言#犹之乎语言依靠
思想#要运用精密深邃的思想#不得不先运用精密
深邃的语言$')傅斯年 %''*所谓&新思想'不是
抽象的#也不是空洞的#而就体现在具体的表达即
语言之中$ 鲁迅说-&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
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
0112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
采些外国的句法$ 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
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
)鲁迅 (&)*胡适也说-&只有欧化的白话方才能
够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 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
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
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中国新文学运
动小史' %'#*两人所谈最后都归结到了思想或
者思维上面#鲁迅强调五四白话文在思想上的
&精密'性#胡适则强调五四白话文在思想上的
&复杂'性#可见五四白话文的思想本体性特点$

与此相关的是白话文的逻辑性问题#这是当
时就讨论比较多的问题#一般认为五四白话文具
有逻辑性%科学性#但这种科学性%逻辑性主要不
是来自语法#而是来自词语#也即体现出理性精神
和科学精神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它们主要来自西
方$ 陈独秀说-&白话文与古文的区别#不是名词
易解难解的问题#乃是名词及其他一切词.现代
的/.非现代的关系/$' )&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
文' %$+*这才是五四白话文的本质$ 所以#把
&汝'改为&你'#把&曰'改成&说'#这不是五四白
话文的本质$ 五四白话文当然也承继了古代口语
的白话#但这只是现代白话中的一部分#且主要限
于日常层面$ 而五四白话文最重要的部分是吸收
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学' &民主' &自由' &知识'

&理性'&人权'&女性'等这些才是真正的五四白
话#很多 &词语'虽然古已有之#但内涵完全不
一样$

正是因为五四白话文是思想性的白话文#所
以鲁迅的+狂人日记,被确认为中国新文学第一
篇现代小说$ 事实上#白话文学早在中国的汉代
就开始了#晚清也产生了很多白话小说#但为什么
不能把晚清的白话小说也看作是&新文学'呢3
根本原因就在于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区别不是在语

言形式上#而在于语言性质#古代白话文学使用的
是&旧白话'#也即作为口语的工具性的白话#而
现代白话小说使用的是新白话#也即具有现代思
想的白话$ 朱希祖说-&文学的新旧#不能在文字
上讲#要在思想主义上讲$ 若从文字上讲#以为做
了白话文#就是新文学#则宋元以来的白话文很
多#在今日看来#难道就是新文学吗3' )朱希祖
)**单从白话形式上我们不能把晚清白话小说和
五四白话小说区分开来#但在思想层面上#二者具
有明显的区别$

瞿秋白对这两种白话文作了详细的区分#他
把五四白话称为&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而把传
统的旧白话称为&章回体的白话'-&这五四式的
白话仍旧是士大夫的专利#和以前的文言一样$
现在新式士大夫和平民小百姓之间仍旧.没有共
同的言语/$ 革命党里的.学生先生/和欧化的绅
商用的书面上的话是一种#而市侩小百姓用的书
面上的话#是另外一种#这两种活的区别#简直等
于两个民族的言语之间的区别$ 0112现在的
中国欧化青年读五四式的白话#而平民小百姓读
章回体的白话$' )&普罗大众文艺' &*(*瞿秋白
把这种欧化的白话文称为&新式文言' )或&半文
言'*是有道理的#虽然笔者不同意他对这两种白
话文的态度#比如他把五四白话文也称为&骡子
话')&普罗大众文艺' &*+*%&杂种话')&欧化文
艺' &$'*#可见其鲜明的倾向$ 但对于五四白话
文的性质的分析#瞿秋白是正确的#他说-&五四
式的白话#表现的形式是很复杂的- 有些只是梁
启超式的文言0112有些是所谓.直译式/的文
章#这里所容纳的外国字眼和外国文法并没有消
化#而是囫囵吞枣的$ 这两大类的所谓白话#都是
不能够使群众采用的#因为读出来一样的不能够
懂$ 原因在于- 制造新的字眼#创造新的文法#都
不是以口头上的俗话做来源的主体#!!!再去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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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汉文的#欧美日本文的字眼#使他们尽量的容纳
而消化(而是以文言做来源的主体#!!!甚至于完
全不消化的生硬的填塞些外国字眼和文法$ 结
果#这种白话变成了一种新式文言$')&普罗大众
文艺' &**!*+*和五四白话文不同#晚清白话文
是真正的民间口语#是口语的书面化#是大众化的
语言#或者大众使用的语言#这种白话文在五四新
文学运动之后仍然是存在的#但不是主流$ 五四
白话文有口语化%大众化的一面#但在思想的层面
上它只是形式上的白话#内涵则是现代性的#其所
包含的深刻的哲学%历史%文学%社会%政治等思想
则是一般民众所不能理解的$ 文学上可以大众
化%通俗化#所以任何时候都有大众文学%通俗文
学#但思想只是&有'与&无'#没有通俗与深奥之
分$ 没有丰富的思想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
式#就不可能有深刻的思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哲
学%史学%文艺学等思想体系$ 晚清白话文如果作
为汉民族通用语#传统中国思想很大程度上就会
消失#这也意味着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拒绝#那将是
中国思想文化的巨大倒退$

五四时期#真正的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学是
&鸳鸯蝴蝶派'文学%&礼拜六'文学等#他们使用
的是晚清作为口语的%工具性的白话文#白话不够
用时就用文言文$ 而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诗
歌%鲁迅小说以及周作人散文等所用的白话虽在
工具层面上和晚清白话无异#但在思想上却是充
分&西化'的白话#正是因为其思想性#所以它迅
速地延及思想文化各领域#成为汉语通用语#也就
是当时的&国语'%后来的&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
不仅是白话文#更重要的是在思想的层面上它包
容了文言文#也包容了西方语言#所以它不是口
语#不是大众语#而是民族标准语$ 五四新文化运
动之后#白话文一直在变化发展#汉语向何处走也
有很多争论#特别是文学上有各种尝试#比如有人
向古文学习把白话典雅化#有人把白话通俗化%大
众化%口语化#白话更&白'#但现代汉语的思想本
体性始终没有变#即其在思想层面上始终具有现
代性$

五四白话文的形成#因素很多#但核心内容是
西方性#是对西方思想文化的表达#这种表达是通
过翻译逐渐完成的$ 中国对西方的学习大致经历
了从器物学习到制度学习到思想文化学习的三个

阶段#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三个阶段是递进式的

发展$ 西方的器物虽然很多#但翻译其实相对简
单#本质上是&词'与&物'的命名问题#只有规定
性#不存在错误或者不准确的问题#所以文言文基
本可以胜任这种翻译$ 但到了社会性问题的翻译
时#文言文就有点勉为其难了#所以#严复翻译西
方的社会科学著作如+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
论,+名学浅说,等时#就变得非常艰难#所谓&天
演'&原'&群'&己'&名学'其实都不准确#非常勉
强#这些词后来在现代汉语中有了更准确的表达$
到了五四时期#西方大量深层次的哲学%历史学%
法学%教育学%文艺学的思想输入中国#此时文言
文完全无法胜任了#根本原因就在于文言文中就
没有西方思想中&宪法' &人权' &学术' &社会'
&研究' &逻辑' &典型' &创作方法'等对应的术
语%概念%范畴和相应的话语体系#所以#这些概念
从内容上来源于西方#但从语言上来说则是创造#
这才是五四白话文的实质#也即从思想的角度来
说#它是一种新的语言#与西方语言更具有亲和
性#与晚清白话文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文学翻译也是这样$ 纵观近代至现代文学翻
译史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文学翻译基本上可以
说是&改写'$ 林纾是大翻译家#但有意思的是他
并不懂外语#他的翻译主要是由懂外语的助手先
把外国小说用口语即白话进行翻译#然后林纾再
把它改写成&古文'#即当时标准的汉语$ 这一事
实的背后有丰富的历史内涵#用今天的眼光来看#
助手或者合作者的&口译'恰恰是非常准确的#至
少比如林纾改写之后的翻译要准确$ 但在当时#
白话是不入流的口语#书面语还是文言文#文学翻
译作为一种正统的&雅'事#必须用纯正的文言文
中的&古文'$ 但西方文学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
大仲马%小仲马%狄更斯%托尔斯泰的小说所反映
的内容#文言文根本就不能准确地翻译#或者翻译
了一般读者也不能理解#所以林纾的办法有二-
一是&删'#把中国人不能理解和不容易理解的内
容删去(二是&改'#把西方的故事改成中国古代
的故事#把西方的情理改成中国的情理#把西方的
说话方式改成中国的表达方式#同时还增加一些
中国式的故事%细节以及对话等#这在今天看来是
&错误'的#但在当时恰恰是&正确'的$ 郑振铎认
为林纾&错误'的翻译是&口译者所误'-&这两个
大错误#大约都是由于那一二位的口译者不读文
学史#及没有文学的常识所致的$ 他们仅知道以

"(+"



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 期

译.闲书/的态度去译文学作品#于是文学种类的
同不同#不去管他#作者及作品之确有不朽的价值
与否#足以介绍与否#他们也不去管他(他们只知
道随意取得了一本书#读了一下#觉得.此书情节
很好/#于是便拿起来口说了一遍给林先生听#于
是林先生便写了下来了$' )郑振铎 '*+*这是值
得商榷的#林纾的翻译方式与口译者有一定的关
系#但根本原因还是林纾的自我选择#而选择的根
本原因是对翻译的理解$ 傅兰雅介绍当时的翻
译-&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
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
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处#则与
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
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
)傅兰雅 ")+*这和林纾的翻译情况是一样的#也
是先翻译成口语即白话文#然后再加工成书面语
即文言文$

用白话翻译#理论上应该有很多读者#会受到
民众的欢迎#但其实恰恰相反#晚清具有阅读外国
文学能力和水平的读者主要是旧式知识分子#而
旧式知识分子的语言是文言文的#晚清尤其盛行
典雅的桐城派古文#他们是不会读白话作品的#那
不仅仅与他们的身份不符合#更重要的是与他们
的审美观不一致$ 在他们看来#文言文是高雅的#
而白话文是通俗的#这也是外国文学在晚清必须
用文言文翻译的重要理由$ 白话是民众的语言#
但晚清白话还只是在口语的层面上通行#民众识
字有限#接受教育有限#所以虽然白话文他们能够
理解#也能够懂#但他们实际上没有阅读的能力#
也没有阅读的条件#因而白话文翻译实际上没有
读者#这其实是晚清外国文学翻译不能用白话文
的真正理由$ 在当时的文化%文学背景以及语言
背景下#林纾的翻译恰恰是标准的翻译

用文言文翻译西方文学在晚清大行其道#但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懂得西文#随着翻译观念的发
展变化#这种翻译变得越来越难#内在原因是相异
的语言#相异的文学趣味#文言文根本就不能准确
翻译西方文学特别是其艺术性#文言文翻译过来
的西方小说怎么看都像是中国古代小说#鲁迅和
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 册#初版时一共卖出
&% 册$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在文言文的限度内这
可以说是上乘的翻译#但购买者很少#这说明用文
言文翻译外国文学在当时已经没有市场$ 而外在

原因则是清末民初汉语正在悄悄发生变化#汉语
中的西方因素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向白话转变#也
即白话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文学翻译不仅越来越
趋向准确#也越来越趋向用白话#白话翻译不仅更
准确#同时也能够拥有更多的读者$

晚清的白话文主要是命名西方新事物#而五
四白话文除了命名西方事物以外#主要是增加新
思想#这种新思想的加入最终从根本上改变了白
话文的性质#也即使它从交际性的工具语言变成
了书面性的思想语言$ 所以#&思想'才是五四白
话文取代文言文并最终成为&国语'的最重要的
原因$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中称
文言文是死了的语言文字#认为&死文字决不能
产出活文学')&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这是正
确的#但这里的&死语言文字'不是从表达上来说
的#也即不是从语言形式上来说的#而是从思想内
容上来说的#形式上文言文并没有死#当时很多人
还用文言写作#但从思想上来说#文言文是旧的语
言体系#它不能准确地表达新的西方思想#因而可
以说是&死的'$

三" 语言之辅与语言之主

晚清白话文与五四白话文之间的根本区别不

仅在于作用上的&启蒙'与&革命'%性质上的&工
具'与&思想'的差别#还在于地位上的&辅助'与
&主体'的差别#也就是说#晚清白话是文言文的
辅助语言#当时正统的%居于主导地位的%通用的%
作为汉语语言体系的是文言文#白话主要是口语%
民间语言%大众语言#还不能构成完整的书面语体
系#白话在思想的层面上还不能独立表达#还必须
借助文言文#所以#白话文在晚清时实际上只是补
文言文之不足#即弥补文言文在民间事物以及西
方事物表达方面的不足#具有从属性$ 相反#五四
白话文从一开始就是要取代文言文从而取得正统

或中心地位#不是要提高地位#而是要&当家作
主'成为民族共同语即&国语'#事实上#五四白话
文最终成为一种新的语言体系$ 五四之后#文言
文在一定范围和层面仍然在使用#但文言文总体
上是逐渐退出现实使用而&历史化'#最终成为辅
助性的语言#其主要作用是言说中国古代思想文
化#在文学上则是表达传统趣味$ 官方的文件%通
告#中小学教育#其语言全改成白话文$ 今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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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民众#不要说表达和写作用文言文不可能#就是
能够读懂文言文的都是极少数#文言文在通用语
言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彻底被废弃了$

胡适曾描述晚清一般人的语言过程-&那些
用死文言的人#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
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
言$')&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这其实也说明了
晚清的语言状况#那时#文言文是&法定'的民族
共同语#是正规的语言%是雅正的语言#白话思想
和表达只有转换成文言思想和表达才具有&合
法'性%正统性#才可以抵达主流的领域比如学
校%官府%图书出版等$ 不仅当时的文学翻译和思
想文化翻译是这样#很大一部分人的思维也是这
样的#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思维语言是白话文的#
书面表达是文言文的#正如今天很多人学外语一
样#思维是中文的#不论是理解还是表达#中间始
终有中文&翻译'的存在#真正的直接用外文进行
思维的其实非常少$ 这种语言方式麻烦%别扭#丢
失信息很多#在晚清社会和文化状况下还可以勉
强运行#而到了现代时期#特别是在外国思想文化
和语言环境中#完全行不通#根本原因是现代的%
西方的思想没法用文言进行翻译和表达#强行把
现代思想用中国典故来表达#已经不是翻译意义
上的语言&转换'了#而是&改写' &再创造'#不只
是形式上的不同#而是具有质的变化$ 同样#在文
学上#强行把现代人的情感和审美用文言文来言
说#实际上是把现代古代化#最后体现出来的是古
代的情趣#这同样是性质的改变$ 胡适在美国求
学八年#他的整个思想方式%知识体系都发生了变
化#中西比较和转换在他那里是通过白话文和英
文来完成的#但他要把他的思想传播到国内#还需
要把白话文再转换成文言文#这不仅是麻烦和
&工序'复杂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不可操作的问
题#所以胡适提出直接用白话文进行表达#不仅
&准确'#而且&现代'#这才是他提倡白话文的根
本原因#也是现代汉语最深层的逻辑$

所以#五四之后的白话文#后来定为&国语'
并继续发展为现在的现代汉语#它的内涵远比晚
清白话文丰富#是各种因素构成的#也包括文言文
的因素$ 文言文作为语言体系#它仍然存在#但却
是以历史的形态存在#现代人也偶用文言文作文#
但这非常边缘#构不成主流$ 文言文要言说现代
思想和现代情感#必须借助白话文#包括现代术

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 而晚清的汉语状况是
相反的$ 所以#就提倡白话文来说#清末的裘廷
梁%陈子褒比胡适更早#但他们提倡的背景不同#
希望达到的目的不同#具体内涵也不同#二者具有
本质的区别$

在上世纪 (# 年代&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
很多人对胡适的文学贡献包括提倡白话文的贡献

进行了批判和贬低#除了一些&时论'以外#也有
一些非常严肃的学术讨论#比如谭彼岸认为#&晚
清白话文运动是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的前驱#有
了这前驱的白话文运动#五四时期的白话文才有
历史根据$')谭彼岸 '*据此#谭彼岸认为&胡适
可以从心所欲地盗窃晚清白话先驱者的主张#割
断晚清白话文运动#而使人不知不觉被欺骗了'#
他批评胡适&把白话文的发祥地硬搬到美国去'
)&*$ 这就是没有认识到晚清白话文与五四白话
文之间的根本性质不同$ 从时间上来说#晚清白
话文的确先于五四白话文#胡适以及陈独秀都是
晚清白话文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胡适曾主编白话
报+竟业旬报,#陈独秀曾创办并主编+安徽俗话
报,)陈独秀#&开办' %+*#他们在五四之前都曾
尝试过写作过白话文#他们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
过程以及作用等都非常清楚#五四时期胡适提倡
白话文显然和他晚清提倡白话文不是一个理路$
况且#白话文也不是从晚清才有的#早在汉代就有
了$ 因此即使在形式上#胡适的白话文也不仅是
延伸晚清白话文$ 当然#胡适用+白话文学史,一
部书来证明白话文&古已有之'#从而证明五四白
话文的合理性#这是错误的#由此也可见他本人对
五四白话文在思想上%现代性上的认识不足$

刘禾描述五四白话文运动#&无论是从规模
上还是在影响的程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它几
乎在语言经验的所有层面上都根本改变了汉语#
使古代汉语几乎成为过时之物' )刘禾 "**$ 取
代文言文而成为新的通行语言#或者说建立一种
新的语言体系而取代旧的语言体系#这才是五四
白话文区别于晚清白话文的最重要特点$ 夏丏尊
曾批评白话文-&白话文最大的缺点就是语汇的
贫乏$ 古文有古文的语汇#方言有方言的语汇#白
话文既非古文#又不是方言#只是一种蓝青官话$
从来古文中所用的辞类大半被删去了#各地方言
中特有的辞类也完全被淘汰了#结果#所留存的只
是彼此通用的若干辞类$' )夏丏尊 "***这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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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白话文其实更像是晚清白话文#他所批评的
就是后来&国语'建设所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五
四白话文就是在充分融合古文%方言%外国词汇等
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语言体系#它不仅融汇文
言文#也包容中国古代作为口语的白话#更重要的
是它大量吸收了西方语言因素$

从五四白话文到&国语'到现在完备的&现代
汉语'#这也有一个过程#可以称之为汉语&现代
化'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目前还在继续$ 所以#
五十年代翻译家傅雷从翻译的角度谈到当时白话

文的不足-&白话文跟外国语文#在丰富%变化上
面差得太远#文言在这一点上比白话就占便宜$
0112文言有它的规律#有它的体制#任何人不
能胡来#词汇也丰富$ 白话文却是刚刚从民间搬
来的#一无规则#二无体制#各人摸索各人的#结果
就要乱搅$ 同时我们不能拿任何一种方言作为白
话文的骨干$ 我们现在所用的#即是一种非南非
北#亦南亦北的杂种语言$ 凡是南北语言中的特
点统统要拿掉#所剩的仅仅是些轮廓#只能达意#
不能传情$ 故生动%灵秀%隽永等等#一概谈不
上$')傅雷 *%%!%"*当然#这只是傅雷个人的感
受#其实 %$(# 年代现代汉语已经完成了体系的建
构#只是还需要丰富完善而已$ 但这说明当时的
现代汉语还有弱点#特别是在翻译上有局限性$
这种弱点和局限在 %$)# 年代之后得到极大的改
善#在 %$$# 年代之后更成熟了#特别是在&现代
性'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而在这个&现代化'的
当代进程中#傅雷的翻译语言对于丰富和发展现
代汉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语言上#五四新文
学是现代汉语的文学#是正统%主流的文学#相反#
文言文即古汉语的文学被称为旧文学#则沦为边
缘%次要%点缀性的文学#成了可有可无的文学$

在文学上#晚清也有白话文学#但它和五四白
话文文学具有质的不同#晚清白话文学是通俗文
学#是传统文学的通俗化#也即思想趣味上虽然是
高雅的#但形式上是大众化的(同时是民间文学#
即下层文学#也表现和迎合下层人民的审美趣味$
晚清白话文学不管是通俗文学还是民间文学#都
是附属性的%补充性的%次要的%低层次的#正宗的
文学是文言文的文学#它代表了晚清文学的类型%
高度和水平$ 而五四白话文学即新文学#是纯文
学#代表了民族文学的最高层次#是现代时期的主
流文学#是正宗的中国现代文学#和晚清的白话文

学具有实质性的区别#二者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
晚清所谓&通俗文学'#本质上是文化&下移'

的结果$ 王尔敏说-&晚清流行通俗文学#十分繁
富#在当时言#并无认识上之困扰$ 其意旨在于通
俗#而其文体形式则什九并非白话$ 当时人重在
雅俗之别#并未考究文体表达之如何浅白$ 虽然
同时有人提倡白话文#亦有少数人从事白话文写
作#但在当时通俗文学之中#白话文所占分量甚
小$ 通俗之重点在于俗#必为习俗所能接受#习俗
接受不必即是白话#此为当时通俗文学一致之现
象#后人不可误解$ 0112质言之#我辈在此必
须了解清楚- 通俗文学并不等于白话文学#而只
可以包括若干白话文学$' )王尔敏 +**也就是
说#晚清的白话文学只是晚清文学通俗化的一种
方式#通俗文学只是晚清文学的一个次要种类#附
属于作为纯文学的文言文学#而白话文学又只是
通俗文学的一个种类和方式#可见晚清白话文学
的微不足道#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地位#也没有产生
什么有影响的%真正对中国文学的进程具有推动
意义的作家和作品$ 反过来#五四白话文学是当
时最先进的文学#是纯正文学#是高雅文学#是新
文学#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具有革命性#
不是&通俗文学'#相反#它思想上的深刻性#艺术
上的创新性#不仅一般大众不能理解#很多知识分
子都不能理解#它的&通俗'仅只是文字和语言形
式上的$ 正如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3,中
所说-&通俗易解#是新文学底一种要素#不是全
体要素$ 现在欢迎白话文的人#大半只因为他通
俗易解(主张白话文的人#也有许多只注意通俗易
解$ 文学%美术%音乐#都是人类最高心情底表现#
白话文若是只以通俗易解为止境#不注意文学的
价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说是新文学#这
也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件容易误解的事$' )&新文
化' "%$*也就是说#通俗文学是由很多因素构成
的#白话只是其中的要素之一$ 反过来说#不一定
白话的就是通俗的$ 五四白话文学在形式上的确
有通俗的因素#但在内容上#不论是思想上还是艺
术上都是纯文学#和&通俗'相距甚远$

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倡&平民文学'#很多人
认为&平民文学'就是通俗文学#周作人特别作了
辩解-&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 白话的平
民文学比古文原是更为通俗#但并非单以通俗为
惟一之目的$ 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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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
他的目的#并非要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
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
适当的一个地位$ 凡是先知或引路的人的话#本
非全数的人尽能懂得#所以平民的文学#现在也不
必个个.田夫野老/都可领会$' )&平民的文学'
(*五四白话追求&通俗'#希望新文学能够有更多
的读者#让更多的人接受和享受这种文学#从而达
到&立人'和改造&国民性'的作用#傅斯年说五四
白话文运动是-&借思想改造语言#借语言改造思
想$')傅斯年 %''*可见白话文只是手段#比白话
文更深层的是思想改造#诸如反封建%反礼教#提
倡科学%民主#建立新的人的文学#这才是五四白
话文学的根本目的$ 在这一意义上#五四新文学
不是迎合平民#恰恰是提高平民#改造平民$

五四白话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之主体#而晚
清白话文学则是晚清文学之辅助#这从根本上是
由&语言之主'与&语言之辅'决定的#也可以说是
&语言之主'与&语言之辅'在文学的外在表现$

总之#晚清白话文和五四白话文在外在形貌
上很像#但在具体内涵上#在地位上#在性质上都
具有本质的区别$ 这种区别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现
代思想文化%中国现代文学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
国现代思想文化%中国现代文学是如何生成的#可
以从五四白话这里得到深刻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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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致林以亮论翻译书'#+翻译论集,#罗新璋%陈应年
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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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傅斯年全集,第 % 卷$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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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罗姆"Y-格里德-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
革命中的自由主义)%$%+!%$'+*,#鲁奇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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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沫若文集,第 %# 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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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
的+导言,*'#+胡适文集,第 % 卷$ 北京- 北京大学
出版社#%$$)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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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第 ' 卷$ 北
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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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集,第 " 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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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466# %$$)-&& (+-2
!!!-&+尝试集,自序'#+胡适文集,第 $ 卷$ 北京- 北京

大学出版社#%$$)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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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禾-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

性)中国#%$##!%$'+*,#宋伟杰等译$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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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玩笑只当它玩笑)上*'#+鲁迅全集,第 ( 卷$ 北
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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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欧化文艺'#+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 % 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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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文学
编*,第 % 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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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彼岸- +晚清的白话文运动,$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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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敏- +中国近代文运之升降,$ 北京- 中华书局#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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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照-&挽吴汝纶文'#+清末文字改革文集,$ 北京- 文字
改革出版社#%$()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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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丏尊-&先使白话成话'#+夏丏尊集,$ 广州- 花城出版

社#"#%"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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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天演论,译例言'#+翻译论集,#罗新璋%陈应年
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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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林琴南先生'#+郑振铎全集,$ 石家庄- 花山文
艺出版社#%$$)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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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 +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 上

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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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平民的文学'#+艺术与生活,$ 石家庄- 河北教
育出版社#"##"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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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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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希祖-&非.折中派的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
争论集,$ 上海-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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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论通俗化'#+朱自清全集,第 ' 卷$ 南京- 江苏
教育出版社#%$$* 年$ %&"!&'$

0_G9# _7W72J-&f2 P/A9;:57R:37/2-' G(-29"1"I(0S'()̂ +5
4̂X4$&-=/;-'-d:2\72J- N7:2J69 V@9.:37/2 P9>;76G72J

Z/964# %$$*-%&" &'-2

)责任编辑( 赵!勇*

"*""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ate Qing and the May Fourth Written Vernacular Chinese
	Recommended Citation

	tmp.1647374404.pdf.GOpy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