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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7289.htm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

日） 一九六四年一月七日报告收悉。同意你会在报告中提出

的意见：“汉字简化方案”中所列的简化字，用作偏旁时，

应同样简化；“ 汉字简化方案 ”的偏旁简化表中所列的偏旁

，除了四个偏旁（纟、讠、钅、饣）外，其余偏旁独立成字

时，也应同样简化。你会应将上述可以用作偏旁的简化字和

可以独立成字的偏旁，分别作成字表，会同有关部门下达执

行。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简化字问题的请示 遵照总理的

指示，为了修订简化字，我们从一九六二年九月开始，采取

座谈、通信、访问等方式， 组织了关于简化字问题的讨论和

调查。 其中包括政协召集的大小会议共九次，参加者三百余

人；教师座谈会六次，参加者有中小学教师、工农业余教师

和部队文化教员共一百余人；新闻出版界座谈会一次，参加

者二十余人；中央一级机关负责干部座谈会一次，参加者十

余人。经过通信方法，征集了各省、市宣传部、教育厅、局

负责同志，各省、市教育界人士、语文教育专家、文字学家

、书法家等的意见一百多份，其中包括上海市有关方面召集

的两次大型座谈会的意见。此外，我们还访问了北京市的一

部分工人、农民、商业工作者和教师，征求了他们的意见。

在各方人士的意见中，教师根据多年教学经验所提供的意见

，对我们帮助最大，在修订过程中曾经同他们反复商讨。经

过反复研究和仔细推敲， 最后拟具修订方案草案，送请总理

审批。 后因总理出国以前事忙，不及审批。 由于目前学校教



科书及若干词典急待排印，各新闻出版等有关单位都要求简

化字有个明确规定，以免混乱，为此我们拟通知各有关方面

，在修订方案未公布前，使用简化字仍以一九五六年国务院

公布的原方案为准， 其中尚未推行的二十八个字， 亦仍照原

方案简化。但简化汉字中的类推部分，由于原方案交代不够

明确，目前出版物上存在分歧混乱现象。例如“＊”已简化

为“过”，但用“＊”作偏旁的“＊”字，一部分出版物已

简化为“挝”，而另一部分出版物仍用“＊”。又如“马”

作偏旁已简化为”马”，但“马”本字有的出版物作“马”

，有的仍用“马”。 在去年简化字修订过程中， 我们确定了

类推简化的原则： 凡原方案所有已简化的汉字，用作偏旁时

应同样简化；原方案偏旁简化表中所列偏旁，独立成字时也

应同样简化。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尽量保持汉字原有的系统 

，便于繁简两体互相对照，因而也便于教学。一九六二年二

月间，根据这个原则拟定的修订方案草案初稿，曾送总理审

核，总理批示“原则同意”。在前述简化字的广泛讨论过程

中，这个原则得到大家的赞同，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而教

师和出版界尤其迫切要求及早明确这个原则。因为如果没有

这个原则。许多汉字有不同写法，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在

教学上困难很大。据北京市小学教师反映，目前课本上“华

”已简化为“华”，但“河水哗哗地流”的“哗”仍用繁体

，学生问教师，这个字为什么不简化，教师无法回答。由于

今年秋季用的课本，二、三月间即将付印；中华书局的《辞

海》，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现代汉语词典》，也都将付排

，各方面都希望关于类推的原则及早确定。 这个问题经过各

方面人士的讨论和广泛征求意见，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总



理并已在原则上同意。为此，拟请国务院批准上述类推简化

的原则，以便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拟定具体办法通知新闻

出版等有关单位遵照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