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导论参考答案 

 

第一节  练习题（P7） 

一、什么是现代汉语的共同语？请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说说学好普通话的作用。 

现代汉语指现代汉民族使用的共同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

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要求具体、生动并

且有说服力） 

二、简述现代汉语书面语和口语的来源及其发展情况。 

“白话文”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书面形式的来源，而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官话”则是现

代汉民族共同语口头形式的源头。 

据文献记载，我国早在先秦就产生了“雅言”，汉代又有“通语”，它们都是当时统一

的书面语。但是在古代社会中掌握书面语的仅仅是少数受过教育的人，书面语代代相传，很

容易和口语脱节，形成一种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文言”。到了唐宋时代，

在人民大众口语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种新的书面语，这就是“白话”，白话始终是和口语密

切联系的。宋元以后用白话写作的文学作品就大量出现了，包括《水浒传》、《儒林外史》、

《红楼梦》等文学巨著。它们尽管都多多少少带着某种地方色彩，但所用的基础方言都是北

方方言，它们大量流传到非北方话地区，加速了北方方言的推广。很多非北方方言地区的人

也用白话文来阅读和写作，这样白话文就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了全民性。白话文就成了现代

汉民族共同语书面形式的来源。 

在白话文学流传的同时，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官话”也逐步传播开去，不仅成为各级

官府的交际语言，而且逐渐变成各方言区之间的共同的交际工具。元末明初的《朴通事》和

《老乞大》是两种供朝鲜人学习汉语用的会话课本，就是用北京口语写的，被公认为当时汉

语口语的代表。清朝的时候，在福建、广东等地区设立的“正音书院”，教授官话，并且规

定不会官话的人不能做官。这样，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官话”就成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口头

形式的源头。 

三、现代汉语有各种地域变体，请结合自己的方言举例说明它跟共同语的差异。 

现代汉语的方言也就是它的地域变体。汉族的先民开始时人数较少，使用的汉语也比较

单纯。随着社会的发展，居民逐渐向四周扩展，有的集体向远方迁移，有的和异族人发生接

触，汉语逐渐地发生分化，产生了分布在不同地域上的方言。汉语方言分布区域辽阔，差异

较大，情况较复杂的地区多集中在长江以南。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尤其是华北、东北地区，

汉语方言的一致性比南方大得多。总的格局是：北方各方言一致性大，差异性小；南方各方

言差异性大、一致性小。闽、粤两大方言和普通话差别最大，吴方言次之，客家、赣、湘等

方言和普通话差别要小一些，北方方言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基础，和普通话的差别自然要小得

多。 

汉语方言目前一般可以分为七大方言区。这些方言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

语法等各个方面。其中语音方面差别最为明显，词汇涉及面最宽，语法的差别比较隐蔽。 

四、现代汉语有各种社会变体，请寻找一种变体举例予以说明。 

由于性别、年龄、地位、职业、信仰、文化程度等社会因素的不同，人分属于不同的社

会群体。每一群体都有一些区别于其他群体的语言特点，从而形成语言的各种社会变体，也

叫社会方言。现代汉语的社会变体主要有：性别变体、年龄变体、行业变体、阶层变体和社

区变体。例如香港特区就存在着大量的社区词，“打工皇帝”、“亲子日”、“楼花”等等。 

五、现代汉语规范化的标准是什么？如何理解这一标准？ 

在 50 年代，面对进一步统一汉民族共同语的需要，提出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规范化

标准：语音方面以一个地点的语音（北京）为标准，词汇方面则比较宽泛一些，即以方言覆



盖面最宽的北方方言为基础，语法方面要求确定比较稳定、易于操作的标准，就以典范的现

代白话文著作为规范。这一规范原则对于作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的形成和普及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的信息化、网络化、传播手段多样化、经济全球化、文化交流频

繁的社会发展新时期，这一规范原则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例如北京语音中有大量的儿

化和轻声，这些是不是都需要进入普通话呢？显然应该进一步的研究并确定规范。 

 

思考题 

一、谈谈你对“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的体会。 

为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

活中更好的发挥作用，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法》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它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

推行规范汉字。因此，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工作必须以该法律为唯一的依据。 

首先，要加强宣传现代汉语规范化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建设新时期社会文明的需要。

要努力形成一种集体的语言规范意识，努力形成人人都重视语言规范、人人都遵守语言规范

的局面。 

其次，要建立和完善现代汉语规范化的标准。在 50年代，面对进一步统一汉民族共同

语的需要，提出了现代汉民族的规范化标准：语音方面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词汇方面以北方

方言为基础，语法方面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规范。这一规范原则对于作为现代汉民族

共同语的普通话的形成和普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今天信息化、网络化、传播手

段多样化、经济全球化、文化交流频繁的社会发展新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

此这一规范原则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这就需要进行许多深入的研究工作。 

再次，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的变迁和人们使用语言求新求异的倾向时时

可能导致新的规范要求，所以语言规范化工作需要研究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地进行

补充、完善和细化。 

二、我们提倡学习普通话，有人担心方言最终会消亡，你认为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它以法律的形

式明确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这样方言区推普工作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了。

但是我们提倡说普通话，并不意味着要消灭方言。因为语言的统一不可能采取消灭现有方言

的方式来实现。在一个地区的人们仍在把方言作为地区内的主要交际工具时，消灭方言就意

味着语言使用的中断，其后果必然是造成社会生活的混乱；而且方言地区的人们使用该方言，

还有一种感情因素，这也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因而我们积极提倡推广普通话，但也允许在某

些特定场合（例如家庭内部）使用方言，不必也不需要通过消灭方言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实现

语言的统一。 

在方言区内部，方言仍是人们使用的主要语言形式，很多人还只会听而不会说或说不

好普通话，少数边远地区还有人听不懂普通话。我国政府把推广普通话作为语言文字工作的

一项重要任务，目的就是要逐步改变这种状况，推动普通话在全社会的普及。共同语的普及

过程实际上就是逐渐缩小方言差别，使语言趋于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共同语可以在

两个方面对方言产生强烈的影响。一是引导方言的发展方向，吸引方言向自己靠拢。二是共

同语会逐步扩大自己的使用范围，而方言的使用范围将随之不断缩小。所以对我国来说，推

广普通话，缩小方言差别，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三、我们提倡语言的规范化，会不会阻碍语言的正常发展？谈谈你的看法。 

提倡语言规范化，不会阻碍语言的正常发展。因为语言有一定的稳定性，这就表现在确

定的规范上；但是语言又是发展的，并非一成不变。我们既不能采取笼统排斥一切新变化的

保守态度，也不能无原则地欢迎一切新变动，轻率地承认它们是规范的。 



对语言规范的正确态度应当是：即承认语言稳定的规范存在的必要性，又要承认语言发

展变化的必然性。对于新的变化，要根据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来权衡取舍，要从汉语发展的

整个方向来观察，要从社会的发展和需求角度来考虑。凡是必然、健康的发展变化，对社会

前进有积极推动作用的变化，就应当让她固定下来，使之成为规范的格式。凡属偶然，不健

康的语言现象，有碍于社会发展、进步的，都应当予以摈弃排除。对一些新出现的语言现象，

要有耐心等待和观察，不要急于匆匆忙忙地下结论。 

 

第二节  练习题（P13） 

一、你认为一个人的语言素质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一个人的语言素质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层面：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第二层面：

分析能力和思辨能力；第三层面：创新能力和研究能力。一个人的层次水平不同，也可以有

不同的要求。其中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是最基本的，也是每个学生通过学习都应该有比较明

显进步的；分析能力和思辨能力，一般学生也应该有所提高，而对比较好的学生则应该有长

足的进步。至于创新能力和研究能力，不但比较好的学生应该有一定的培养，优秀学生尤其

应该着力开拓。 

  二、根据你自己的体会，谈谈学习现代汉语的意义。 

  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合格的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学生，应该对自己的母语——现

代汉语有比较充分而准确的了解，也就是说，决不能满足于会熟练的说汉语，而应该是熟悉

现代汉语内部的规律，掌握现代汉语的分析方法，了解现代汉语发展的趋势。所以联系现代

汉语学习，首先应该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不进行有关的专业学习是绝对达不到目的的。

其次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运用现代汉语的自觉意识。第三，对其他学科的学习有积极的促进作

用。学好现代汉语对学习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其他语言学课的帮助是不言而喻的；对文

学作品的欣赏、文学概论的学习也是非常有用的。比如掌握了一定的语音学知识和方法，对

诗歌，特别是古典诗词中的平仄、押韵可以理解得更加透彻。又如掌握了修辞手法后，就会

真正体会到文艺作品中的妙处。第四，增强对各种语言现象的鉴别能力。语言现象五花八门、

千变万化的，语言素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准确的分析，鉴别

其正误。 

三、学习现代汉语的六个环节，你以为哪几个最重要？ 

学习现代汉语有六大环节，包括预习、听讲、复习、作业、阅读、应用等。其中前四项

是主要环节，后面两个是补充环节。通过预习可以使我们发现问题，也可以使我们发现妙处。

老师的讲课，往往包含着他对教材的理解和分析的心得体会，其中有不少东西是教材中没有

的，对学生来讲，这些也是相当宝贵的。所以听课时应该集中精力，做好听课笔记。课后复

习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复习是一个整理、归纳、补充、提高的过程，也是一个强

化记忆的过程。通过做大量的作业，可以用来巩固所学到的知识和方法。因为现代汉语是一

门实践性和应用性都非常强的课程，仅仅停留在理论学习上，效果一定不会太好。所以只有

通过大量练习才能达到实践的目的。 

 

思考题 

一、根据自己已经掌握的语言知识，你能否运用比较法（古今、汉外、方言之间）做初

步的比较？ 

比较是一种相当有效的分析方法，古今汉语的比较，可以从语音、词汇和语法几个角度

进行。语音，可以观察古典诗词的压韵，看看如果用现代汉语的语音去压韵的话，是不是还

成立？词汇可以观察古代单音节词语和现代双音节词语的区别，也可以观察古今词义的变化

和不同。语法可以观察某些格式的区别，例如比较句，上古是“苛政猛于虎”，现代是“苛



政比老虎还凶猛”。 

二、归纳法和演绎法是相辅相成的，你能举例予以说明吗？ 

归纳法和演绎法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相比较，归纳法更是最基本的方法。例如

四字格成语中时常同时出现数字“七”和“八”：七零八落、七拼八凑、七嘴八舌、七上八

下、七七八八，经过归纳可以看出它们一起表示“零乱”的情况。 

演绎法则是根据已获得的知识，先行提出某种假设，并且用事实来加以验证。例如根

据数字“七”和“八”的组合所表示的意义，我们可以推测数字“三”如果跟别的数字组合

也会表示某种特定的意义。果然，“三”跟“五”组合成：三番五次、三坟五典、三令五申，

表示多；而三言两语、三长两短、三心二意则表示少。 

三、从学习的六大关系中选择一个谈谈你的体会。 

这六大关系的实质是辨证关系，即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它要求我们看问题的方法

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必须是两点论，切忌片面的一点论。比如“静态与动态”的关系。一

方面我们注意到名词和形容词的重要区别是能不能受副词“很”的修饰，大多数的形容词都

可以受“很”修饰，而名词是绝对不行的，如果名词前面出现“很”修饰，就被看作是名词

活用。但是现在这类现象却是越来越多了，例如：很男人、很女人、很青春、很时代……显

然，这是语言在努力突破旧有的框架，使它变得更加生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名词都可以受

到“很”修饰的，我们不能说““很桌子”、“很书本”、“很日子”，而只有具有某些明显属性

和特点的名词才可以这么做。这就说明词语的使用是动态的，变化的，也说明即使是词语的

活用也是有一定的理据的，并非随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