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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代以降，日本国内掀起了否定汉字、汉文化的风潮，罗马字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罗马字论出炉之后，就因表记方式产生了分歧，表记方式的派系主要有两个。两派 间 的 争 论 从 明 治 时 期 一

直持续到战后，现今两种表记方式依然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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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代以 来，中 日 两 国 都 掀 起 了 文 字 改 革 运

动，这无疑是“西学东渐”下的历史产物。日本的

罗马字历史应追溯到室町末期。１５４９年７月２２
日，西班牙的传教士弗朗西斯·泽维尔携基督教

登上了鹿 儿 岛。日 本 的 罗 马 字 正 是 起 源 于 基 督

教的传入，后 来 由 于 江 户 幕 府 采 取 了 锁 国 政 策，
罗马字并没有给日语表记带来显著的影响，但是

随着与荷兰 的 交 易 频 繁，荷 兰 式 罗 马 字 被 创 制，
学者间也曾使用。

中国也 是 由 传 教 士 带 入 了 罗 马 字。利 玛 窦

于１６０５年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用罗马字对汉

字进行 了 注 音，但 这 并 非 是 利 用 罗 马 字 表 记 汉

语。罗马字国字论在中日两国的登场都是１９世

纪之后的事情了。
在日本最 早 提 出 罗 马 字 论 的 是 为 罗 马 字 事

业献出一生的南部义筹，他于１８６９年５月在大学

头山内容堂提出了《修国语论》。他认为，若想把

日本的国语从中国化和西化中拯救出来，就应使

国语独立，爱护国语的方法就是制定教授国语的

策略，借 用 罗 马 字 学 习 国 语［１］１５。南 部 义 筹 的 罗

马字论是 受 了 江 户 时 代 后 期 的 兰 学 家 大 庭 雪 斋

的书籍《译和兰文语》的启发。但是不难看出，南

部义筹的 采 用 罗 马 字 论 与 防 止 西 化 的 主 张 是 自

相矛盾的。
比罗马字论更激进的主张还有森有礼的“英

语国字论”。他 后 来 成 为 日 本 的 文 部 大 臣，因 此

其言论备受 关 注。１８７２年 他 作 为 日 本 驻 美 公 使

时，提出了“英 语 国 语 论”，对 此 耶 鲁 大 学 的 语 言

学教授郝伊特尼建议，改变语言不如采用罗马字

表记日语。首先，森有礼的建议代表着在西学东

渐的背景下部分日本文人倍感迷茫的意识形态。
其次，他的建 议 代 表 着 当 时 留 学 欧 美，能 熟 练 使

用英语的 部 分 人 的 心 声。显 然 郝 伊 特 尼 的 建 议

比他更理性和可行，森有礼和郝伊特尼的关于日

本国语国字问题的争论，影响了日本国内的罗马

字运动。后来，罗马字论由西周、外山正一、矢田

部良吉等 学 者 相 继 提 出。这 些 学 者 都 曾 留 学 美

国、荷兰等 地，明 治 以 来 的“西 学 东 渐”的 社 会 背

景对他们 的 文 字 观 产 生 了 重 要 影 响。这 一 时 期

的罗马字 论 者 的 代 表 人 物 的 另 一 个 显 著 特 点 就

是他们大多数人并不是语言学家。

１８８４年，社会 学 家 外 山 正 一 在《东 洋 学 艺 杂

志》上，相 继 发 表 了《写 给 罗 马 字 论 者》、《组 建 罗

马字会 的 趣 旨》等 文 章，在 这 些 文 章 的 影 响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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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５年１月 成 立 了“罗 马 字 会”，当 时 此 会 约 有

７　０００人左右的 会 员，其 中 上 流 社 会 人 士 占 据 主

导地位，他们积极参与了普及运动。该组织以废

除现行文字、改 用 罗 马 字 表 记 为 宗 旨，并 推 出 了

机关刊物《罗马字杂志》。
为制定罗马字的表记方式，罗马字会选出了

４０名委员，外 山 正 一 当 选 为 会 长。该 会 在４０名

委员中又选 定 了 起 草 委 员，组 建 了 起 草 委 员 会。
此会在国字的立场上，依据一直以来日本文字的

表记方式，又参 照 了 外 人 的 意 见，并 在１８８５年２
月举行的 总 会 上 推 出 了 黑 本 式 表 记 方 式。当 时

板仓银之 助 等 部 分 人 士 对 这 一 表 记 方 式 持 反 对

意见。罗马字标记问题上的分歧，在这一时期就

已经开始 出 现 了。黑 本 式 是 指 根 据 日 语 的 实 际

发音，用英语 式 表 记 方 式 表 记 子 音，用 意 大 利 语

式表记方 式 表 记 母 音 的 表 记 方 式。此 会 的 成 立

对黑本式 表 记 方 式 的 普 及 起 到 了 重 大 的 推 动 作

用。罗马字在日本有多种表记方式，起初有葡萄

牙语式、荷兰 语 式，幕 末 时 还 出 现 了 德 语 式 和 法

语式等表记方式，但是广泛使用的是根据英语的

音标，用罗马字置换假名的黑本式。
同年８月，物理学家田中馆爱桔发表了《用罗

马字发行 本 会 杂 志 的 主 张 及 其 关 于 罗 马 字 用 法

的意见》，在这篇论文中，田中馆爱桔提倡推行日

本式罗马字，这成为了普及“罗马字表记论”新的

里程碑。田 中 馆 爱 桔 也 是“罗 马 字 会”的 会 员。

１８８６年１月，他在“罗马字会”的大会上提出了日

本式罗马字表记方案，但是他的意见因一票之差

被否决［２］８１－８５。后 来 田 中 馆 爱 桔 脱 离 了“罗 马 字

会”，并在同年５月成立了“罗马字新誌社”。从此

日本 式 表 记 论 者 和 黑 本 式 表 记 论 者 开 始 背 道

而驰。
日本式表记论者认为，黑本式适合欧美人的

语言习惯，并 不 适 合 于 日 本，因 此 他 们 主 张 使 用

以日本人 为 本 位 的 表 记 方 式。日 本 式 是 指 根 据

５０音图，把母音和子音机械地组合在一起的表记

方式。日本式表记论者标榜，这一表记方式符合

日语的音韵。日本不管采用哪种表记方式，在脱

离汉字问 题 上 的 意 见 是 一 致 的。但 是 不 管 是 哪

一派，当时的 罗 马 字 论 者 的 罗 马 字 文，文 体 上 使

用的还是汉文训读体。其实，两者之间也没有非

常大的差异，就５０音 图 来 说，只 是“ｓａ”行 和“ｔａ”
行、“ｈａ”行 的 部 分 假 名 的 表 记 方 式 不 同 而 已，若

两派能够相互妥协，罗马国字论的命运也许会是

另一种局面。
但是后来，因 受 到 日 本 保 守 派 的 反 对，罗 马

字论者的境遇并不顺利，以至于到了１８９０年罗马

字论者的一切活动都处于休止状态，这与假名论

者的境遇 是 相 同 的。持 反 对 意 见 的 日 本 保 守 派

主要认为，更 改 天 皇 使 用 的 文 字 是 大 逆 不 道 的，
这一点也 正 是 罗 马 字 论 者 非 常 畏 惧 的。对 于 当

时的罗马字 论 者 的 境 况，语 言 学 家 上 田 万 年［３］１５８

在演讲时说 到，罗 马 字 会 虽 然 一 时 辉 煌，但 是 如

今不再发行 刊 物，不 再 召 开 集 会，一 句 话 概 括 就

是罗马字会解散了。１８９２年，当时拥有２万人左

右会员的罗马字会卷入反动思想的漩涡，在保存

国粹和排斥西洋的激浪中一时销声匿迹。

二

罗马字论者的窘境，随着１８９４年的甲午战争

的爆发有了转机，打了胜仗的日本国内的部分人

士认为，战胜 国 不 应 该 使 用 战 败 国 的 文 字，国 字

问题又成 为 学 界 议 论 的 焦 点。在 这 样 的 社 会 背

景下，文部 省 对 罗 马 字 问 题 表 现 出 积 极 的 态 度，

１９００年设置了罗马字撰写调查委员会，这个调查

会决定的“罗 马 字 表 记 方 法 的 调 查 报 告”发 表 于

同年１１月５日的《官报》。因为这一表记方法与

黑本式相近，因 此 受 到 不 少 批 评，最 终 这 一 方 案

未能实施而半途夭折了。

１９０２年３月２４日，文 部 省 重 新 公 布 了 国 语

调查委员 会 的 管 制。该 会 以“采 用 音 韵 文 字，调

查假名和罗马 字 等 表 记 方 式 的 优 缺 点”［４］１０８为 审

议内容，废 除 汉 字 成 为 日 本 国 语 政 策 的 审 议 方

向。此后，这 一 机 构 便 开 始 了 大 量 的 调 研 工 作。
废除汉字 是 明 治 以 来 日 本 的 部 分 知 识 分 子 提 出

的主张，他 们 认 为 汉 字 降 低 了 日 本 国 民 的 识 字

率，同时阻碍了日本文明的进程。新国字论在这

一理论下有了生存空间。

１９０５年 的 日 俄 战 争，使 日 本 信 心 倍 增，罗 马

字运动再 次 掀 起。１９０５年“推 广 罗 马 字 会”取 代

了“罗马字会”，此会的目的是团结所有罗马字论

者。这一时 期 的“推 广 罗 马 字 会”的 会 员 不 仅 来

自上流社会，一般民众也积极地参与到罗马字运

动当中。该会在１９０８年把黑本式表记方式定为

标准，并对 其 进 行 了 修 订，称 之 为“标 准 式”。所

以后来主 张 日 本 式 表 记 方 式 的 人 遂 从 该 会 中 分

离出来，此会 的 初 衷 也 未 能 实 现，力 量 也 逐 渐 衰

退，渐渐 地 不 再 举 行 团 体 行 动 了。与 此 相 反，日

本式罗马字论者脱离“推广罗马字会”后，在１９２１
年成立了“日本罗马字会”，并迅速扩张了自己的

势力。
当时日本 国 内 的 情 况 是，陆 地 测 量 部、水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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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中央气象台等部门使用日本式；铁道省、商工

省地质调查所使用标准式；银行、公司、商店里不

仅两种表记方式并存，还存在其他表记方式。
在两种表记的对峙愈演愈烈之时，国际社会

也要求日本 政 府 统 一 罗 马 字 表 记 方 式。１９２７年

１０月，国际地理学会议的中央局常致地名委员会

建议，日本地 名 的 两 种 表 记 方 式 非 常 不 便，希 望

统一政府刊物的罗马字表记。此外，１９２８年７月

在伦敦召 开 的 国 际 地 理 学 会 也 提 出 了 同 样 的 建

议。除此之外，１９２８年土耳其的国字罗马字化的

事情，引起了国际上对罗马字问题的关注。
鉴于这样的社会背景，１９３０年１月２９日，文

部大臣田中隆三，就统一罗马字表记设置罗马字

调查会一事，与上田万年、田中馆爱桔、保科孝一

等人交换了意见，并在同年１１月２６日设置了临

时罗马字 调 查 会。不 难 看 出 日 本 政 府 对 国 语 问

题的重视程度。
国字问题 也 引 起 了 昭 和 天 皇 的 注 意。１９３１

年６月，昭和天皇邀请保科孝一做了一个关于国

字问题的演 讲，其 间 他 问 保 科 孝 一 诏 书 难 不 难，
对此保科孝一回答道：“如果诏书再简单一点，国

民将会 更 加 感 激。”［５］２３５这 一 消 息 登 载 在 当 时 的

《朝日新 闻》。后 来，罗 马 字 论 者 以 此 作 为 挡 箭

牌，用以反驳反对罗马字论者的人士所主张的使

用罗马字表记是对天皇用字不敬的观点。

６年之 后 的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１日，临 时 调 查 会

把审议结 果 以 内 阁 训 令 的 方 式 公 布 于 众。因 以

训令形式公布，所以称之为“训令式”。日本政府

虽然对罗马字标记进行了审议，但是并没有把日

本国字改 为 罗 马 字 的 意 向。训 令 式 表 记 方 式 接

近于日 本 式，因 此 对 于 这 一 表 记 方 式 有 不 少 争

议。倾向于日本式表记方式的作法，不乏政府的

一种政治导向。
在军国主义和国粹主义至上的时代背景下，

日本式罗马字论逐渐占了上风。１９３３年４月，海

军少佐福永恭助出版了《击退黑本式罗马字论》，
这是根据 福 永 恭 助 的 谈 话 印 成 的 小 册 子。福 永

恭助认为，以 英 语 为 基 础 表 记 日 语，意 味 着 想 把

日本沦落为英美的殖民地［６］４３。日本式罗马字论

者的“言文一致”的口号，也赢得了日本共产主义

者的支持。南部义筹认为，如果采用日本式表记

方式，旧罗马字会不会解散。但是在军国主义思

想蔓延的时局下，就连用简体字表记天皇所使用

的汉字都被视为不敬，因此推行罗马字的最终命

运是可想而知的。

三

１９４５年战败后不久，应占领军司令部之邀来

日的第一批美国教育使节团在报告书中表明，比

起假名文字，罗 马 字 的 优 点 多，并 且 罗 马 字 将 对

日本人获 得 民 主 社 会 公 民 的 资 格 以 及 国 际 上 的

理解非常有益。为了普及罗马字，美国曾向读卖

报知报社提 出 罗 马 字 表 记 占 据 该 报 纸２０％的 版

面的请求，但遭到报纸方面的拒绝。

１９５０年８月，第 二 批 美 国 教 育 使 节 团 访 日，
并在同年９月２２日提出了报告书。报告书的一

条就是要 求 日 本 政 府 在 小 学 的 正 规 教 育 课 程 中

加入罗马 字 教 育。日 本 政 府 当 时 把 罗 马 字 教 育

的权利交于小学校长。据当时的“读写能力调查

委员会”的野元菊雄委员证言，ＣＩＥ的大部分美国

将校为了实现罗马字化紧逼日本政府，但是其中

也有反对罗马字化的知日派。事实上，日本方面

在有关罗 马 字 问 题 的 决 策 上 也 受 益 于 少 数 知 日

派。２００６年４月７日，时任使节团事务局长的保

尔兹接受 采 访 时 说 到：“我 当 时 反 对 日 本 文 字 的

罗马字化，在 小 学 阶 段 学 习 罗 马 字 固 然 重 要，但

是我反对全部用罗马字表记，日本人是否使用罗

马字，应让日 本 人 自 己 去 决 定，这 是 关 于 日 本 的

文化、文明、历史的问题。”［７］从中可知，美 国 教 育

使节团 中 也 不 乏 维 护 战 败 国 文 化 的 知 识 分 子。
即便有部分反对罗马字化的人士，罗马字问题上

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日本人的读写能力调查。
美国占领 军 为 了 找 到 在 日 本 推 行 罗 马 字 的

依据，也协助参与了这次调查。美国想得到的结

论就是日本国民的读写能力低下，其原因在于汉

字。但 是 调 查 结 果 显 示，日 本 的 完 全 文 盲 为

１．７％，不完全文 盲 为０．４％，总 计 占 国 民 总 数 的

２．１％。这个数 字 表 明，明 治 以 来 汉 字 导 致 日 本

识字率过低的说法，便很难站住脚了。这个结果

对试图劝告日本政府采用罗马字的美国而言，犹

如当头一 棒。参 加 此 次 调 查 的 罗 马 字 论 者 柴 田

武证言，当时住在新桥第一宾馆的佩泽尔曾把他

叫到房间让他修改调查结果［８］２２。从中不难看出

这个调查结果，对提议进行这一调查的佩泽尔和

美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读 写 能 力 调 查 委 员 会 发 布 了

《日本人 的 读 写 能 力》报 告 书。麦 克 阿 瑟 看 到 这

个报告书后认为，实现日本文字的罗马字化的目

标过于宏大，仅 适 作 今 后 的 方 针，并 约 定 不 强 制

推行日本 文 字 的 罗 马 字 化。美 国 人 对 罗 马 字 的

推进由此告一段落。１９５２年４月２８日，《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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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约》生效，ＧＨＱ终结了对日本的占领。日本政

府虽然拒绝了美国的游说，但是日本国内的罗马

字论者却 并 没 有 放 弃 自 己 的 主 张。由 于 罗 马 字

论者在国语审议会的势力可观，其后逐步推进了

日本文字的罗马字化进程。
曾任国语审议会第１期至第５期会长的土岐

善麿，就是一 个 罗 马 字 论 者。１９４７年，为 指 导 罗

马字的正 确 写 法 而 出 版 了《罗 马 字 的 书 写 方 法》
一书。内中，与 美 国 占 领 军 的 建 议 遥 相 呼 应，大

力倡导日本文字的罗马字化。这一派的势力中，
在国语审议会内部除了土岐善麿以外，还有有光

次郎、仓石武四郎等狂热的罗马字论者。
因此，罗马字问题一直是国语审议会的审议

议题之一。为了推广罗马字，该会甚至提议过报

纸应附加罗马字配文，但是遭到了报纸方面的冷

遇。对报纸 而 言，附 加 罗 马 字，至 少 是 一 种 纸 张

上的浪费。
从１９４７年开始，罗马字教育在义务教育中加

以实施，其中规定，在训令式、日本式、标准式这３
种表记方 式 中 自 由 选 择。日 本 政 府 再 次 面 临 了

统一罗马 字 表 记 的 问 题。由 于 罗 马 字 没 有 统 一

的标准，罗 马 字 教 育 中 出 现 混 乱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为了完善罗马字问题，１９４８年１０月，文部省设置

了罗马字调查会。１９４９年６月，国语审议会重组

之后，继承了 罗 马 字 调 查 会 的 审 议 内 容，并 设 立

了罗马字调查分科审议会。
通过长时间的审议，在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９日，日

本政府以内阁告示第１号·同训令第１号公布了

《罗马字 表 记 方 法》。其 中 把“训 令 式”列 为 第 一

表，第二表 中 列 举 了“黑 本 式”。其 中 规 定，原 则

上使用第１表，但是在国际关系复杂、惯例难以立

时加以改变的情况下，允许使用第２表。训令式

继１９３７年 后 再 次 成 为 罗 马 字 表 记 方 式 的 标 准。
对于训令式屡屡获胜的结果，佐野利器［９］１５６－１６５分

科审议会会 长 强 调，这 纯 属 偶 然，没 有 任 何 操 作

嫌疑。对此，“罗马字推广会”的常任理事奥中孝

三证言道，当初的罗马字调查分科审议中支持训

令式的人 员 占 据 多 数。当 时 对 这 种 事 态 不 满 的

东京外国 语 大 学 的 千 叶 勉 和 东 大 的 服 部 四 郎 二

人退出了审议会。从这些资料中不难判断，当初

的罗马字 分 科 审 议 会 把 训 令 式 定 为 标 准 的 表 记

方式为既定方向。事与愿违，后来的日本社会的

实际情况与这个内阁告示不符，黑本式广泛地被

人们所使用，内阁告示未能起到统一罗马字表记

方式的作用。
即便罗马字论者做了不少工作，但是罗马字

的普及并 不 理 想。对 于 日 本 在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实

施罗马字的结果，于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５日召开的第

３６次国语审议会的总会上表明，实行罗马字教育

的学校在全国小学中占据９０％左右［１０］３４－３９，罗马

字虽然对 国 语 教 育 的 实 施 和 提 高 社 会 生 活 的 效

率有帮助，但是又不得不承认用罗马字书写日语

的习惯未能普及到国民当中［１１］５。罗马字表记的

不统一和 罗 马 字 文 不 完 善 注 定 了 罗 马 字 教 育 的

失败。
罗马字论 者 面 临 的 困 难 除 了 罗 马 字 表 记 的

不统一 这 一 问 题 之 外，还 有 用 罗 马 字 表 记 日 语

时，如何添加空格的问题。因为日本人长期以来

都使用汉字假名混用文，汉字使文章的句子成分

非常清晰，没 有 必 要 加 空 格，但 是 罗 马 字 文 与 此

不同。在什么词性后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加空

格成了罗马 字 审 议 会 的 审 议 对 象。１９３７年 公 布

训令式表记时，日本政府没有审议这些在具体实

施中存在的问题，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政府并没

有打算把训令式作为日本的国字。此外，１９４７年

公布的规则又过于简单，因此第５期审议会在详

加讨论之 后 提 出 了 一 套 较 为 详 尽 的 方 案。这 些

审议内容 都 表 明 了 当 时 的 国 语 审 议 会 在 国 字 问

题上的倾向性。
日本罗马 字 论 者 在 推 进 本 国 的 罗 马 字 的 同

时，也非常关注中国的罗马字发展。１９５８年中国

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罗马字成为汉语的拼音

字母。对此 仓 石 武 四 郎 说 到：“中 国 已 经 开 启 了

罗马字进 程。弄 不 好 使 用 汉 字 的 国 家 就 剩 下 日

本了。”［１２］７－３４他把拼音文字理解为中国文字的罗

马字化，因此主张日本国字也应早一日实现罗马

字化。

四

就在罗马 字 论 者 在 国 语 审 议 会 努 力 推 进 罗

马字之时，发生了一个扭转历史的事件。

１９６１年３月１７日 召 开 的 国 语 审 议 会 会 议

上，对于审议会内部的表音化倾向不满的五位委

员退出了会场，这一事件对国语审议重组起到了

决定性作用，日本国语政策的方向也开始变得透

明化，国语审议会内部的罗马字论者也从此销声

匿迹了。１９６１年 废 除 了 从１９４８年 到１９６０年 间

使用的罗马字教育的专用教科书，罗马字内容纳

入到了国语教科书中。这一事件发生后不久，日

本政府明确 了 国 语 政 策 的 走 向。１９６６年 文 部 大

臣明确了 国 语 审 议 会 是 以“汉 字 假 名 混 合 文 体”
为前提进 行 审 议。这 为 近 代 以 来 罗 马 字 论 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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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喋不休的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罗马字表记的历史与现状中，我们不难看

出近代以 来 日 本 学 术 界 的 彷 徨 和 纠 结。这 一 期

间出现了不 少 极 端 的 主 张，例 如 森 有 礼 的“英 语

国语 论”和 志 贺 直 哉 的“法 语 国 语 论”。近 代 以

来，日本为了 摆 脱 汉 字 做 了 不 少 努 力，但 是 汉 字

和汉文化 对 日 本 的 根 深 蒂 固 的 影 响 超 出 了 他 们

的想象。罗 马 字 表 记 论 在“西 学 东 渐”的 背 景 下

应运而生，又在ＧＨＱ占领下获得了新生，但是两

种表记方式的不统一问题，直接影响了罗马字论

的命运。
虽然日 本 政 府 把 训 令 式 定 为 第 一 表，但 是

１９７０年的护照 法 规 则 中 却 又 决 定 用 黑 本 式 表 记

人名。随着英语的普及，黑本式在日本的使用率

也不断提高，其 越 来 越 被 人 们 所 接 受，据 立 正 大

学的高桥太郎抽样调查，９０年代后半期的罗马字

站名全部为标准式［１３］１８４－１８７。

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开始，日本政府对义务教育

中的罗马字表记的要求发生了变化，要求在小学

的第四学年，能够掌握日常使用的简单的单词的

罗马字表 记 就 可 以 了。《指 导 要 领》中 没 有 规 定

使用黑本 式 或 训 令 式 表 记 方 式。在 学 校 教 育 中

指导罗马字的时间为４个小时，黑本式和训令式

各自安排了２个小时。从这个规定中，可以发现

学校教育中的罗马字教育的要求降低了许多，但

是关 于 表 记 方 式 的 不 统 一 问 题 一 直 未 能 得 到

解决。
进入网络 社 会 之 后，随 着 电 脑 的 普 及，罗 马

字的使用率提高，虽然罗马字未能作为日本的国

字登场，但是 在 国 际 社 会 中，罗 马 字 的 作 用 不 可

小觑。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日 起，日 本 允 许 在 登 记 公

司的商号时使用罗马字，罗马字的用途越来越广

泛。但是政府机构间的表记上的不统一，对日本

国民乃至 外 国 的 学 习 日 语 者 都 非 常 不 便。自 罗

马字的传入至罗马字国字论的推出，再至现今的

罗马字表记方式的不统一，又从另一侧面呈现了

日本人探索本国文字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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