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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普通话一点也不酷，
大家都会，为什么还要推广。

但站在一个全局角度，在现实
生活中，语言不通面临的困境，我
们可以从一组数字中看出。

在 2017 年发布的《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
当中提到的普通话普及工作，在东
西部和城乡之间发展很不均衡，西
部与东部之间有20个百分点的差
距，大城市的普及率达到90%，很
多农村地区只有40%左右。有一个
数据是在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普
通话的普及率直到2020年才过了
60%，低于全国平均20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在很多贫困地区和
农村，每5个人里就有两三个人不
会说普通话，因为无法用普通话进
行基本的沟通交流，许多人错过了
教育进村、知识扶持这些脱贫致富
的机会，这不啻是一种悲哀。而另
一面，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这些还
没有准备好和城市对话的普通话
困难人群被一批批送进了大城市。
他们有的成为了滴滴司机，却听不
懂上车客人的出发地点，走了一圈
又一圈的冤枉路；有的成为了外卖
小哥，无法完全和顾客交流，订单

上总会有几个莫名其妙的差评。
信息化时代，语言也是生产

力，是每一个人能够从事社会劳
动、从事社会工作最基本的能力。
扶贫先扶智，扶智先扶语。一个具
有活力的社会，应当是每个人都参
与其中的社会。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需要文化
的多样，需要继承传统的事物，需要
方言来保存各自的文化特色，因为这
些事物告诉我们，我们是从哪里来。

但“细沙”阻挡不了河流的“奔
涌”，因为我们同样需要一门语言，
一门能够互相沟通理解，能够通力
合作去实现梦想的语言。传说中有
个巴别塔的故事，当时人类联合起
来，希望兴建一座通往九天之上巨
塔，但因为语言不通，相互之间不能
沟通，因此计划失败，人类自此各散
东西。

其实，想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何尝不像是在造一座通往
九天之上的巨塔？正是因为有了共
同的语言，才有了顺畅的沟通，才
有了知识的传递，才有了我们中华
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从这个层面来说，推广普通话
的作用，那可真是太酷了！

我们为什么要推广普通话？

经国务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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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国普通话

普及率达80.72%，历

史性实现了“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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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数据也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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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交流 ，这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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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

推广普通话，我从语

言的本义开始，带大

家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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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其实并不“普通”，它不是我们
自然掌握的天赋。如果你来自北京或者河
北，那么普通话就是稍微矫正一下口音的事
情。但是，如果你来自广东或者福建、四川，
做到字正腔圆，就要下一番狠功夫了。如果
你生活的环境非常偏僻，那么即使你完成了
九年制义务教育，其实也很难成为一个合格
的普通话使用者。

既然普通话不是咱们中国人天生就会
的禀赋，那它是人为规定的强制学习的语
言吗？如果研究一下普通话历史，就会发
现，历史上强制规定某种语言成为通用语
的城市几乎都失败了。早在封建社会，就出
现了类似“官话”的存在，譬如“雅言”“通
语”“雅音等”。“官话”，顾名思义是用来给
皇帝和官僚们沟通使用的。因此，古代官话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皇帝在哪里，哪里的口
音就成为官话。

元朝初期，统治者想把官话改成蒙古
语，清军入关后也推行过满语作为官话，但
最后都不了了之，败给了北京本地方言。原
因很简单，因为皇帝本人在北京，官僚系统
也在北京，大家说本地语言理所当然，天经
地义。没有政治和地缘基础的语言做官话，
不过是空中楼阁。

与其类似的，还有“国音”的制定。1913
年，在蔡元培的牵头下，民国政府成立了“读
音统一会”，19个省的代表以及教育部任命
的代表来到北京参与制定国音。民国时期，南
北学者主要分为支持北京话为标准音的北音
派和支持南京话的南音派。为了调和两派争
议，大会采取了“每省一票，服从多数，逐字审
音”的方式。来自19省的代表一起为6500多
个汉字确定了标准读音。于是，中国历史第一
门真正意义上的普通话产生了，其中，平翘、
前后鼻、尖团区分、部分声调按照北京话，而
部分韵母、入声调按照南京话，成为一个京音
为主兼顾南北的复合普通话。

也就是说，这场会议制定出来的国音是
一门需要全民从头学习的新语言。但由于军
阀混战，当时的民众想学普通话也无从下手，
以至于语言学家赵元任都说，“这种给4亿5
亿或者6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
在说”。没有人口做基础的普通话很快被抛弃
了，取而代之的是简化了的语音——拆除了
尖团音的区分，也没有入声，目的就是为了扩
大群众基础，于是普通话才逐渐有了影响力。

可见，普通话的成长也经历了一个由
小到大，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它能
否成为一门官方语言，要看它是否符合事
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否具有强大生命力
和远大发展前途。

普通话“普通”？
它的诞生可不一般

不可否认，很多去北上广的求
职者，都会学一些当地的方言，融
入本地生活。而本地人也会觉得，
自己的方言不仅有文化上的魅力，
而且还有情感上的归属，那为什么
我们政府不去推广方言呢？

其实，普通话的本质就是语言
界的人民币。

仔细想想，如果一个国家没
有统一的法定货币，商品市场会
如何呢？我拿人民币，你扛着金
条，他带着美元，三个人都想买书，
那书店老板是不是要给我们三个
人各自设定一个价格？这样沟通交
易实在太复杂了。普通话也是同
理，因为有普通话，我们不需要把
一条信息翻译成上百种方言，只要
吼一声就能解决。我们也不需要额
外学习他人的语言，因为遇见的大

部分人都说着同一种话，这才是我
们语言产生的初衷啊，它就是为沟
通而生的。

那说普通话会压缩方言的空
间吗？它们两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吗？我们还是可以用人民币来解
释。我们钱包里持有人民币没错，
但并不影响有些人去投资黄金或者
持有股票。相反中国幅员辽阔，方言
众多，普通话反而在不同方言的使
用者中间创造出一个思想上的最大
公约数。英语大词典作者——塞缪
尔·约翰逊说，“语言是思想的外
衣”，也就是说，当语言无法传递，
思想便无法交换。

人民币的流动，创造了滚滚而
来的社会财富，语言的交流，同样
能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促进社会
的协作分工和进步。

普通话没地位？
它可是语言界的“人民币”

普通话不酷？
它可是凝聚共识的“核武器”

99月月1414日日，，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实验小学的学生表演中华经典诵读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实验小学的学生表演中华经典诵读《《悠悠诗情润我心悠悠诗情润我心》。》。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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