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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瞿秋白语言文字改革思想的苏联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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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

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的语言理论家、文字改革先驱

及实践者。瞿秋白语言文字改革思想深受当时苏联语言文字改革的影响,带有浓重的苏

联色彩,与苏联语言学家马尔的语言上层建筑论和语言进化论,以及苏联语言政策之间

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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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 (1899—1935年),又名瞿霜,瞿爽,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

一。他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探索造就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

论家和宣传家。作为学者型革命家,瞿秋白还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的语言理论家、文字改革

先驱及实践者。瞿秋白的文字革命思想是其语言文字思想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推动了拉丁

化新文字在国内的研究,把中国语文改革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文字改革思想也为新中

国成立后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普通话推广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一、20世纪初苏联语言文字改革的历史回顾

在瞿秋白第一次赴俄时,苏俄的少数民族文字拉丁化改革已经在官方层面大范围展开。1921

年,阿塞拜疆和北高加索地区创立拉丁字母。1923年12月20日,阿塞拜疆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法

令的形式确定经过拉丁化改造的 “新突厥字母为国家字母”。一年后,阿塞拜疆宣布新字母为唯

一国家字母。1923年到1924年间,鞑靼、乌兹别克、巴什基里亚等讲突厥语的民族或部族都制

定了拉丁语字母。[1]48-61

1929年8月7日,在瞿秋白第二次停留苏联期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发布

“关于苏联使用阿拉伯文字的各民族的新拉丁字母”的法令,规定在全国范围内使用拉丁字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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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写突厥鞑靼语[2]。苏联新突厥字母委员会的工作并不仅限于突厥语系,它还改造旧文字、半旧

文字,同时还承担着为没有文字的几十个少数民族创造新的拉丁化字母的任务。

苏联的 “语言建设”首先是新政权民族政策的体现。到十月革命前,疯狂对外扩张的沙皇俄

国己成地跨欧亚、统治100多个少数民族的大帝国。在这个奉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大帝国里,

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在十月革命过程中,争取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支持对于革命非常重要。因

此,列宁给予这些民族地区高度自治权,并且十分强调民族语言问题的重要性。

早在1913年,列宁就强调新的国家制度应该 “可保证一切民族和语言的完全平等、义务国

语取消,并可保证居民在学校里用一切地方语言授课”。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列宁领导下的苏维

埃就发表 《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以各民族完全平等为核心的俄罗斯民族问题四原则,

专门成立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1921年3月15日,在决定国家日后民族政策方向的 《苏共

(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明确规定,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是 “帮助非大俄罗斯各族劳动

群众赶上走在前面的俄国中部,帮助他们以民族语言、民族教育、民族习俗等民族化、本地化形

式参与地方政权建设,促进当地社会发展”[1]49。

二、苏联文字改革运动对瞿秋白语言文字改革思想的影响

瞿秋白的 《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的主体部分是在苏联设计完成的。“大革命”失败后,瞿

秋白于1928年5月第二次来到苏联,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从这时起,他和吴

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就在苏联汉学家的帮助下开始了汉字拉丁化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最终在

1929年以 《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的小册子在莫斯科出版。[3]

1931年,瞿秋白的 《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在经过苏联新文字中央委员会科学会议的讨论

和研究后,被纳入到苏联官方的文字改革体系中。上述这一历史背景,已经成为瞿秋白研究者和

现代语言学史家的基本共识,但它对瞿秋白语言学思想的深层影响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事实

上,瞿秋白的语言学研究与这一苏联背景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它既体现为 “苏联经验”在技术

层面对瞿秋白的具体影响,也表现为瞿秋白对 “苏联经验”的丰富与推动。“苏联经验”既在深

层次上影响了瞿秋白 “拉丁化中国字”改造的总体架构,同时也凸显出瞿秋白独特的 “中国问

题”关切。[4]

苏联 “语言建设”的大背景影响了瞿秋白,启发他用拉丁化方案来改造汉字。在1921年的

《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一文中,瞿秋白就把 “民族问题”放在开篇之首,并且转述了 《苏共 (布)

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民族政策四原则,这是中国知识界对此问题的最早介绍。[5]

在1924年的 《十月革命与弱小民族》一文中,瞿秋白更加详细介绍了苏联的民族政策,并

且引述了苏联1924年对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在1926年1月所撰写的上海大学讲义 《现代民族

问题》中,瞿秋白进一步系统论述了列宁、斯大林的国家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少数民族自治、

保障其发展民族语言权利的思想。他设专题讲述了 “苏联之民族政策”,赞扬 “苏联应当是世界

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的大联盟之典范”[6]816-817。他还特别引述1898年俄国共产党 “民族自决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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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国家”的四原则和旨在消除民族间经济文化差距的五条政策,包括建立独立国家,民族文字

法定化,消灭宗法制度,发展民族经济,教育各民族的国家机关、审判厅要使用自己的言语文

字、用自己的人员以及各民族用自己的文字发展报纸、剧院、学校、俱乐部[6]1059-1061。

“苏联经验”对瞿秋白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当时的时代语境,比这更为重要和深刻的则是苏联

文字拉丁化改造的理论基础给予其文字革命思想的基调性影响。

三、苏联语言学家马尔对瞿秋白的深刻影响

“苏联经验”对瞿秋白的语言文字改革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联的少数民族文字拉丁化

改造运动是一个政治事件,同时也是一个语言学事件,自然离不开语言学理论的指导。其中,马

尔的语言学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末逐渐成为主导[1]50。

马尔 (1865—1934年),苏联最著名的东方学家和语言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在高加索

语、高加索历史、考古学、民族学等方面均有著述,其核心理论是 “雅弗语言理论”(又称 “语

言新学说”)。20世纪20年代末,马尔得到斯大林青睐,成为苏联语言学界的唯一权威。但在

1950年,斯大林在 《真理报》上领导发动了马尔理论大批判,其批判之结晶就是后来跻身于马、

恩、列、斯十大经典著作之列的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在瞿秋白第二次停留苏联期间,

马尔的 “语言新学说”已经成为唯一的官方指导理论。马尔的 “雅弗语言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

个部分:一是关于雅弗语言及其性质和起源的学说,二是关于普通语言学的学说。关于前者,马

尔认为世界上一切语言都有同一个起源,并且由此排定语言的发展阶段。他认为处于最低级发展

阶段的是汉语和远古非洲诸语言,处于最高阶段的是闪族语系和印度语、希腊语、拉丁语。马尔

认为语言并不是透明的交流工具,而是具有阶级性的上层建筑[7]。关于语言的发展,他认为语言

会随着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而发生突变,在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的过程中,一种语言系统就

变成了另一种语言系统。马尔的上述理论,特别是其中的语言阶段论、语言阶级论和语言突变

论,对瞿秋白的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为了践行自己的观点,瞿秋白在艰苦的革命过程中坚持探索,与吴玉章、林伯渠和萧三等人

共同研究文字改革问题,几经中断后,终于在1928年拟定出 《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同年修

订、定名为 《中国拉丁化的字母》。1931年9月,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便以 《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为基础展开讨论,制定了新的文字方案。[7]

四、苏联文字改革经验在中国语言文字改革中的实践

如果把瞿秋白的 “拉丁化中国字”改造比作一场戏剧,那么其 “苏联经验”就是巨大的舞台

背景,它渲染了戏剧的苏联风情,但舞台上演出的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瞿秋白与 “苏联经

验”的互动突出体现在他对苏联 “语文建设”的推动上。他不仅丰富了 “苏联经验”,其研究本

身就成为 “苏联经验”的有机构成。1929年,瞿秋白的 《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在莫斯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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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苏联大规模研究汉字拉丁化运动的开端[8]。此前的苏联汉字拉丁化仅为局限在学院内部的小

规模研究。瞿秋白的汉字拉丁化研究掀起了苏联汉字拉丁化研究的热潮,它引起了苏联科学院东

方语言学家A.A.龙果夫的重视。A.A.龙果夫在1930年5月专门邀请瞿秋白等人参加关于汉

字拉丁化的学术会议。A.A.龙果夫在会上做了考察瞿秋白方案的报告。会上还成立了由瞿秋

白、A.A.龙果夫和郭质生三人组成的汉字拉丁化研究委员会,具体负责这一工作。之后,瞿秋

白回国,林伯渠、吴玉章赴海参崴,这一研究转由当时正在共产主义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工作的

萧三具体负责。紧接着,这一工作由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和共产主义学院中国问题

研究所联手推进,并成立了B.M.阿列克谢也夫院士挂帅的汉字拉丁化委员会[9]。

1931年1月,瞿秋白的汉字拉丁化方案提交全苏新字母中央委员会讨论,并在5月19日的

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为基础方案被通过。由此可见,瞿秋白的汉字拉丁化研究为苏联的 “语文建

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瞿秋白实际上担当了苏联 “语文建设”中的 “外国专家”。这首先体现在

其汉字拉丁化方案的技术设计上。在全苏新字母中央委员会科学会议上,苏联专家坚持把汉字拉

丁化方案纳入苏联整体的 “语言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不同意瞿秋白方案中特殊的双声字母设

计,主张用带尾巴的拉丁字母来代替双声字母,以此实现与苏联现有拉丁化方案的统一。但是,

瞿秋白、吴玉章等人坚持了当初瞿秋白的设想,强调这一方案针对的不仅是苏联华侨,而是更广

大的中国人民,保留双声字母更符合汉语发声规律,并且可以更方便地利用中国现有的拉丁字母

打印机。最终,瞿秋白方案中的 “中国特性”有保留地被科学会议接受。[10]

瞿秋白与苏联专家之间的方案之争,不过是瞿秋白 “中国问题”意识的一个表现而己。在瞿

秋白第二次赴苏之前,中国内地的国语运动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1928年,赵元任主持设计的

罗马字方案有 “多方实验,期于善美”之时誉,已被当时 “中华民国大学院”通过,正式成为

“国音第二式”。瞿秋白的研究参考了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的设计,并与之展开对话。因而,他

始终是带着自己的 “中国问题”意识来借鉴 “苏联经验”[11]。

苏联的拉丁化文字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是国家民族政策和文化革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政治、经济、技术、人员等各方面都有着强大的国家保障,而瞿秋白的汉字拉丁化没有任

何官方支持,在相当长时期内被指认非法。更为深层的差别则在于,苏联的 “语言建设”本质上

是一种国家标准语建设,而瞿秋白的 “文字革命”则是一种旨在反抗现政权的 “文化革命”,需

要通过汉字拉丁化来发动群众。苏联的大多数少数民族文字都是表音文字,文字改革对于他们来

说,不过是用一种新的拉丁字母取代旧的表音字母 (如阿拉伯字母),这一改变的接受难度比汉

字拉丁化改造的接受难度小得多。苏联少数民族的表音文字只要识字就能理解,而汉字的书面语

(文言)与口语严重分离,文言垄断了精英文化。更为关键的是,汉字不比苏联突厥语族使用的

外来文字,当然更不能与那些无文字民族的口语相提并论。汉字造就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文明,甚

至连汉字本体研究 “小学”也已成为中国文化经典[12]。因此,瞿秋白感慨,文字革命 “在所谓

五千年持续不断的文化古国,是多么严重艰苦的革命斗争。进而言之,汉字由 ‘士大夫’阶层垄

断,他们有传统经典的支持,有科举考试的制度保障,有根深蒂固的 ‘道统’ ‘学统’的滋养,

因此构成了最强大的文化垄断力量”[1]61。新式的 “士大夫”仍是文化垄断者,而且披上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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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进步的华丽外套,而这正是 “苏联经验”所缺乏的。苏联的少数民族缺少如中国士大夫那

般强大的阶层,他们旧有的文化精英大多是僧侣,其宗教文化的影响在苏联这样的无神论国家很

快被压制下去。这其实是瞿秋白所遭遇的最独特的文化状况,也是其汉字拉丁化改造不得不面对

的严峻挑战[13]。

五、结语

瞿秋白的语言文字改革思想深受当时苏联语言文字改革的影响,带有浓重的苏联色彩,与苏

联语言学家马尔的语言上层建筑论和语言进化论,以及苏联的国体选择与国语策略之间有不可分

割的联系。首先,瞿秋白的拉丁化中国字研究是 “苏联经验”与 “中国问题”的结合体。瞿秋白

的研究计划一开始就是在莫斯科中国问题研究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大学等单位汉学家的协助

下开展的,其中包括与瞿秋白交往很深的郭质生。其次,瞿秋白的研究后来成为苏联新文字改革

整体建设的一部分。

瞿秋白等人在苏联所从事的汉字拉丁化研究,是中国学者当时革命任务的一部分。在与 “苏

联经验”的互动过程中,瞿秋白的 “中国问题”意识得以凸显。瞿秋白认识到中国的 “拉丁化中

国字”改造具有超越苏联 “语言建设”的文化独特性。

我们研究瞿秋白在中国语言文字改革方面所做的贡献,并不是说瞿秋白的文字改革思想十全

十美、毫无缺点。由于受当时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瞿秋白的文字改革理论和实践直接或

间接地受到了马尔 “语言新学说”的机械唯物论的影响,某些观点不够全面,有些提法不够科

学,甚至太偏激。他过分地强调了方块汉字的缺点,而低估了汉字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把语言分

为 “新兴阶级的普通话”“农民的原始言语”“绅士等级的言语”,使人误认为语言是有阶级性的。

他主张拉丁化新文字不标声调,在主观愿望上是为了简单易学,但却忽视了声调是汉字的重要因

素这个汉语的特点[14]。他在拉丁化拼音实践中,提出除了拼写北方话之外,各地区另订方案,

拼写方言。这跟马尔所说的语言从最初的无限分歧到最后统一的观点是相似的。但是,瞿秋白在

文字改革的理论和创新实践中的不足之处,并不会影响瞿秋白对中国文字改革所做出的巨大

贡献。

瞿秋白不仅为中国革命事业呕心沥血,还积极倡导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他制定的 《新中

国文草案》,是一份较为详尽的、以服务人民群众为目的的文字改革方案,尽管他所提出的 “彻

底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观点过于绝对,但他是创制拉丁化新文字的先驱之一,是中国文

字改革事业的先行者。他所提出的文字改革思路及 《新中国文草案》,为 《汉语拼音方案》的制

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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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SovietOriginofQuQiubaisIdeasofLanguageReform
XueRong,LiDundong,YangXiaohui

Abstract:QuQiubai,oneofthemajorleadersofChineseCommunistParty,isnotonlyagreat

Marxist,proletarianrevolutionist,theorist,propagandist,butalsoanimportantlanguagetheo-

rist,languagereformpioneerandpractitionerinthemodernhistoryofChina.QuQiubaisideas

oflanguagereformweredeeplyinfluencedbytheSovietlanguagereformandtintedwithastrong

coloroftheSovietUnion.QuQiubaisideasoflanguagereformcannotbeseparatedfromtheSo-

vietlinguistN.MarrandhistheoriesoflanguagesuperstructureandevolutionaswellasSoviet

Unionsnationallanguagepolicy.

Keywords:QuQiubai;Marr;languagereform;Latin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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