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 干。 辭

語言和文字是人類思想的容器，愈是人類組織社會，發展文化所不可或缺的工

具。對以中閥為中心的古東亞E艾晚來說，宮發文更估中心性的地位:西方觀念中的

culture .原蓋起於農耕，而圈人稱之為「文化」﹒西方所擱civilization .字麒出於攝

邦( civitas) ，我們則名之日「文明J '二者都離不開一個 f文」字。顯然，在我們

的傳統觀，念之中，團長耕和城昆固然、軍要，但其究竟意義到底還不能夠和教育、敢抬賴

之以推行署閥的語文相嘴說論。古希臘有瞥羅米售士( Prometheus )為人額白奧林

匹克山上盜火種而受刑的神話，我們的傳統中則有倉韻適合字問鬼夜典的蛻怯。這兩個

故事，可以說是西方和東方對人類如何從茫蛛混沌之中掙社出來，成為萬物之靈的兩

個不同解釋。它們顯示T西方文明與技術之間，和東亞文明典文字立間，各有其不可

分割的密切關係;遣可以說是兩種不同文明發展模式的象徵。

十九世紀以遍，西歐諸翻棋持船堅越利的實勢向東亞擴展，中國始瞄在軍事、商

業、外交上受猛烈衝擊，繼之在歐治、思想、艾化各個續擴也發生了驚天動地，互古

所未有的鉅蟹。鉅蠻的…個高潮﹒無疑就是胡適、陳獨秀所提倡的白話文揮動。遣個

運動的重賽雖不單11::於以攝俗的白話文代替了典雅的女霄女，從而創3生活潑生動的新

文體和新文學，更在於將翻人的頭腦從傳統觀念的牽制、規種解敷出來，讓它能夠跟

收前所未曾夢見的新事物，向前所難以想像的新方向發展。新思想、新文化，費以新

文詞、新語法為車載，才有力量自由馳騁於新天地、新世界之中，那是沒有疑問的。

對我們連續「道讀文載J 的「文字之邦j 來說，自語文的興起，從長邊看，無疑是和

周公能鐘或者辛袁革命有問樣劃時代意瓏的。

然而，自話女運動還只不過是中國語文變革的序曲而巴。接睡前奎的，是從二十

年代以來隨著大量西方和東洋譯著湧進的無數新詞彙、新概念，以及新聞駁雜的語

法、句語，是從五十年代開始在大陸正式推行的模竿傭體化，和敢府一蓮在鼓吹的漢

語拼音方壤，是七十年代以來教育普及和警籃子傳媒日益纜單人類官態、意識這些大形

勢下，社會上大量錯、別字和生硬語句、公式化文章的灣現。到今天，自話文已經度

過七十周載了。回顧過往遺渡溝掏湧、風雪聖變幻的七十年，我們一方面佩服和慶幸它

強韌不厲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不免為它所依附的文化土曠日受侵蝕，為它所呼吸

的時代空氣日漸變質，而深深感到華曬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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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作寫 f後工業文明_j (post-ìndustrial cìvilization )特恆的電腦、電棍、

國際欖縛，正在想速地、無可說船地從蠶豆裴本的讀樹改變人纜的，腎、艦和溝通方式。如

麥魯、還( Marshall McLuhan )在十今年前所指出，聽遁入研譜數融的頭發纜，已不傲是

于首年來大家熟悉的字句、擴本，前去在傳訊車巍、內特撤富、彈就無窮，能在瞬息聞

網絡全球的罐子接介:全詮界現在已經轉成一條「電子村J 了!混由電子蟻介所帶來

的訊，憨氾濫，無接對所有現代器女都在廳主拉不斷的黨擊，純而令它們的結構、發展競

律乃至夜文化上的總位叢生淺藍本變化。至於導欒化的科楓究竟{存在，可說是誰麓，無法預

測的。問對這個空鶴的嚴脅，無廳去是所有現代輯女的共同問題，其間命瘤。

可是，報必讀回鵬這廈是脅之前，意大fU文和英文已從容發展了六百多年，饒了之啦

最少發展了之二器年:它們在現代社會的勢破來臨之龍就已經成長了。摺形之下，在i矗

去這棍亂動盪的t十年間體釀、磁盤出來的環代中凳，還只不過是鸝於少年將期前

日。一方閩它是十釀中蠻人每日談情說遷，探天究地，經商興訟 .JJ蓋織橫搏間，折

嚮樽續所不可或缺的工具;另一方面，它根基采蟬，競範未立，卻又必讀立刻說頭對

急繼獵漲的時代洪流。輛公辦擱「種聲踐証邊，王三年華當餒，接條的欲麓，競價山河

故，制藥自摧嘴，環線掙於海_j ，互支詩作織中文當離黨重危機的寫照。思念及此，中

獨知富強分子嘗不能無動於妻雙吧?

在香港，中文研讀過的問麗華本上和大陸、碧藍灣是…樣的。做出於英詣的強勢，

粵語的普灑攤舟，以及社會變縛播媒介膨警特碟，因此許多聽聽顯得更為提鏡、普

遍、難籬，也學!想更多激烈爭論。語文驟係到社會上每一個人，它直在不是可以耐少數

學者專竄來指導或者左右的。但遷就不等於說，語文的觀展只能嘗昌、機無方向機頓

時賞一饒人的口味、傾向，作布獨式的陳續運動。在現代，語文的文化勢能純能前臨然

已經減輕了，但畢竟它還豈是女性的重要安部分，去是我們思想、溝通、按鐘立約的工具。

語文不繞蘿謊麟，盟黨有力，我們的一招工作、稀動就會覺到擊肘，失去教幕。所

以，我們認為，聽立學者相應用者都有實借經常研究和討論做會通用語文的競展攝

i旬，以及由之葫蘆生的種雛總題，就提出偕們的晃解來，喚起社會大蕪的注意和反

省。對今日福臨危機的中文凍說，還種需要讓震熟特別過切，還說覺中盟文能研究所快

定創辦遣一的〈中密語文通訊〉的原因。

還好「通訊J 並非輯粹學術刊物，也不是行業做的樁，意雜攏，車有鶴語文的悄閒

賣貨物。它的目的，在於從學術角度，對社會上的中文章黨用提出意見，並il.為學者和譯

文工作者聽供一個討論中文鱗範和發蜈方冉的謂地。我們熱切希瓏教授、教師、

者、編輯、你家、乃蓋一般人都會在遺書模擬出聲音，提出意見，共陶鑄聾宮、充實和

改造我們白白寫、日日韓、轉轉喇喇用之以還清連慧、思考立論的中文而努力。還份

攏訊雖然在香港辦，並旦暫時以香塔斯感輯:iê.切的中文照題為中心，盤中文是沒有地

城飯制的，我們希雲鑫除了本潛之外，可去撞擊能讓步在大醋、聽灣乃至校海外單人之間接引

作者和讀者，成為所有聽罵和研究中艾滋詩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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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自然還只不過是一個遙遠的希望。但我們很高興，海內外許多知名的語文學

者都已經允諾出任本刊的顧問，替我們審閱丈暈了。他們之中，前輩如北京的呂叔

湘、周祖護、朱德熙，本港的饒宗頤(亦是本所的)、羅杭育見，臺灣的周法高諸位教

授，年輕一輩的如丁邦斬、陳新雄、梅祖麟、詹伯慧諸位教授，翻譯界的行尊重日高克

殼、宋棋、思果等三位先生，都是地位崇高的學者專家。得到了他們的鼓勵和匡導，

我們深信只要肯努力耕耘，只要能用心體會廣大讀者的需要，那麼創辦這份刊物的希

望是可以達到的。

中國-s五十年來在故治、軍事、經濟上所遭遇的巨大困難，到了二十世紀八十

年代，特別是最近兩、三年，位l乎已漸漸露出解決的曙光了。但同一時代中國在丈

化、思想上所面臨的空前危機則似乎還在加深、轉劇。中文目前所面對的許多衝擊、

單難，從根本上說，並不是血立的，而正是這整體危機的一個妻徵。我們關心、思索

「中文往何處去」這一問題，同時也就是間接地面對「中國文化往何處去」這個更大、

更長遠的問題。我們希望，這份小小的刊物，能引起讀者對「中文往何處去」這個迫

切問題的注意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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