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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characters are the most distinctive elemen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carrier of Chinese 
culture. The journey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Chinese culture should begin with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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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字是中国文化最重要最具特色的元素，也是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推展国学教育的千里之行，当

始于汉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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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国学教育成为热门话题。什么是国学？国学包括哪些内容？国学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国学

教育应如何推展？这是我们讨论国学和国学教育问题需要首先明确的。 
对于什么是国学？国学包括哪些内容？各家说法很多。所谓的国学，简单地说就是中国文化之学或

中华文化之学。国学包括哪些内容呢？应该包括中国古往今来的思想、哲学、政治、经济、礼制、历史、

地理、汉语、汉字、文学、医学、科学技术及书画、音乐、艺术、民俗等诸多方面。有精神层面的内容，

也有物质层面的内容；有人文科学内容，也有自然科学内容；既包括古代的内容，也应该包括现当代的

内容。中国文化之学，以文字形式集中保存在经史子集文献之中；以物质形态保存在遍布中华大地及海

外的名胜古迹之中，保存在先人遗留下来的古董物件之中；以意识形态反映在国人及海外侨胞生活的思

想言行之中。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宝贵财富。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她可以给我们经验，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中国文化也是中华

民族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在世界已如此国际化的今天，她可以为和谐世界的建立，提供经验和智慧。 
国学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国学教育应如何推展？我对此很关心，很感兴趣，但缺少深入研究。这里

仅从汉字和汉字教学角度，为国学教育奉献一孔之见，供有关方面参考。 

2. 汉字是中国文化最重要最具特色的元素 

我们说国学教育的千里之行当始于汉字教育，是因为汉字是中国文化最重要最有特色的元素。文字

是判断某种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没有文字的文明是很难想象的。汉字作为世界上古老的并仍在广泛使

用的意音文字体系，不仅记载了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也以其独特的形式，反映了上古社会的文化形

态，体现了汉民族认识事物的特定思维方式和审美习惯。国学大师陈寅恪在 1935 年给沈兼士先生的信中

曾说：“依照今日训沽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1]。有人把汉字形象地比喻为汉民族

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是很有道理的。 
汉字文化无处不在，遍布在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沉积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之中，活跃在我们普通

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融化在我们中华儿女的血液里。近十数年间，文化部原部长王蒙先生在多个场合

对此发表了精彩的论述。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色“首先是汉字文化”[2]，“汉字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基

础”[3]，汉字是中国文化的魂，“中国人应该把汉字当成自己的精神家园，中国人没有了汉字就像人没

有魂一样”[4]。他主张把汉字列为中国文化的第一支柱[5]。 
在普通国人的心目中，汉字也是非常神圣的。六七十年前，“敬惜字纸”还是妇孺皆知的规矩。在

历经文字改革、文革和改革开放之后，“汉语/汉字”依然能成为中国大学生心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

符号[6]。 
在外国人的眼里，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象征。许多留学生，是因为对汉字着迷，才选择学习汉语。法

国汉语教学首任总督学白乐桑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白乐桑说：“汉字在我的眼里是最美的”[7]，
“如果没有汉字，我就不会选择学汉语”[7]。在外国发行的邮票中，大凡与中国有关，都会使用汉字，

如：联合国发行的邮票上，经常出现“联合国”三个字。美国为纪念“中国抗战五周年”而发行的邮票

上，印有“民族、民权、民生”及“抗战建国”十个汉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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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要开展国学教育，弘扬中国文化，能不从汉字教育开

始吗？ 

3. 汉字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载体 

我们说国学教育的千里之行当始于汉字教育，因为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最重要载体。说到汉字是中国

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集中保存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史、子、集。这些无比珍贵典籍文

献，都是用汉字记载下来的。以仓颉为首的睿智的先贤，创造完善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方言、超时空

的汉字体系，让我们中华儿女得以世代享用这些凝结着先人智慧、经验的典籍文献，从中获得教益。 
众所周知，经、史、子、集中的典籍文献，使用的是古代汉语。一般来说，在古代汉语具体语言环

境中，一个字记录的就是一个词，字就是词，词就是字。如果一定要拿现代语言学术语表述的话，就是

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比如：天、地、乾、坤、日、月、阴、阳、山、川、湖、海、草、木、虫、

鱼、春、夏、秋、冬、雨、雪、风、霜、生、老、病、死、身、体、发、肤、口、鼻、耳、目、喜、怒、

哀、乐、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君、臣、文、武、士、农、工、商、赵、钱、孙、

李、周、吴、郑、王……。古代汉语中有复音词，但所占比例较少。而且除了极少数联绵词、译音词以

外，也都是构词字形音义的有机组合。如果构词字是已经学过的，许多合成词可以无师自通。 
我们传统的语文教育，大体上是先识字写字，再读书背书，再后作文章。以宋元以来语文教育为例，

在启蒙阶段，先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三本书合称“三百千”)。学完这三本识字教

材，就可以掌握不重复常用汉字大约 1500 个[9]1。学会这 1500 字，就掌握了汉语的基本词汇，就可以逐

步转入对书面语阅读理解为主的读书背书阶段，内容出入于以儒家经典为主的经、史、子、集之中。学

生在阅读背诵经典文章诗词过程中，一方面巩固已学汉字，扩大识字量；一方面熟悉如何表情达意，了

解抒情、叙事、说理等不同文章的行文技巧。最后进入高级阶段，学习对对子、作诗、作文章。大体形

成“识字写字(输入)→读书背书(输入)→作文章(输出)”的语文教育程序。从这个教学程序可知，阅读经

典是以大量识字为基础的。 
我们要推展国学教育，必然要引导学生阅读国学经典文献。国学经典文献都是用汉字书写的，学不

好汉字怎么能学好国学经典文献呢？ 

4. 汉字教育现状堪忧 

我们说国学教育的千里之行当始于汉字教育，因为当今汉字教育的现状令人忧虑。 
王蒙先生曾以非常失望的口吻说：“可惜的是，当下在青年人中，对于汉字的识读写用，有黄鼠狼

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一是错别字到处出现。一是成语熟语的乱用误用”[2]。《重庆晨报》为此

提供了一则典型事例：大学毕业的小蔡，因为一份手写的简历，而丢掉即将到手的工作。原来，小蔡

“在 400 字简历里，竟写了 24 个错别字”[10]。有媒体认为“400 字简历 24 个错字，折射汉字危机”

[11]。 
近十多年，关于国民特别是学生汉字书写能力下降的呼声不绝于耳。光明网进行的一次“汉字书写

调查”结果显示：“85.29%的人认同全民汉字手写水平在下降”[12]。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的《2010
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也指出：“学生的汉语能力、汉字书写能力在退化，需要引起注意”[13]。 

国民特别是在校学生错别字多、书写能力差等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2011 年教育部发布

了《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河南电视台的“汉字英雄”、央视的“汉字听写大会”

 

 

1 此前人们一般采用张志公先生《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的说法，认为“三百千”共用不重复的单字约 2000 字。但据同济大学李

海燕采用现代计算机数据库技术统计，“三百千”用字总量为 2708 字次，字种数为 1474 个。本文依据后者的统计数据。有关数

据统计详情，请参阅李海燕《关于“三百千”的用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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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火爆，不少学校开展“汉字听写大赛”活动，社会上的“书法课外班”不断增加。至于错别字多、

书写能力差的原因，社会舆论多归结于电脑、手机的使用或书法教育缺乏。也有人认为是二三十年以来

外语教学挤占了母语语文教育时间。电脑手机键盘的使用、书法教育的缺乏、外语被长时间有失恰当地

强调，的确是国民特别是学生汉字应用水平下降的原因，但恐怕都算不上根本原因。而且已经采取的应

对措施，效果也有限。加强书法教育主要是促进学生把汉字写得好看一点，对学生汉字应用整体水平作

用不大。“汉字英雄”、“汉字听写大会”、“汉字听写大赛”创意不错，对国民特别是在校学生的汉

字学习肯定有一些促进。但对于少数参加者来说，归根结底还是个“秀”；对于开发者来说，是一种有

文化意识的商业行为。且能走多远也难以预知。电脑手机键盘更多地使用是大势所趋，大家对此基本上

是无可奈何。 
国民特别是在校学生的汉语能力、汉字能力下降，从根本上说，主要是基础语文教育中的汉字教育

薄弱低迷所致。从前文“识字写字(输入)→读书背书(输入)→作文章(输出)”的教学程序可以看出，传统

语文教育是以汉字为出发点和首要重点的，抓住了汉语的根本。亘古不变的传统，必有其根深蒂固的合

理性，是应该好好继承的。但是，我们现当代基础语文教育，基本上是以西方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理论为

指导的，走上了与传统语文教育完全不同的道路。这就不能不给汉字教育带来极大的影响。 
一是改“先识字再读书后作文”为“边读书边识字边作文”。先识字再读书，可以让学习者在积累

1500 个基本字词基础上，顺利进入典范书面语文献的阅读。边读书边识字，只有到高级阶段才有可能阅

读典范书面语文献。识字、读书是语言的输入，作文是语言的输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先

识字再读书后作文，有了字词的足够储备，阅读了大量典范书面语文献，接下来的作文，自然是轻松愉

快的、有模有样的。边读书边作文，要求学生在不识多少字、没读几篇正经文章的时候作文，不似无米

之炊才怪。写出来的文章，或言之无物、缺少文采，或错字频出，字迹难看，不是很正常的吗？ 
二是忽视“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14] [15]的事实，轻汉字，重句法，重词法。传统语文教育以

字为本，用扎扎实实的汉字学习带动复音词和句子的学习，顺理成章，事半而功倍，正所谓“振本而末

从”[16]。现当代语文教育颠倒了字和复音词、句子学习的本末关系，以句带动复音词学习，以复音词带

动字的学习。这种重末轻本的语文教育架构中，汉字教育怎么能不薄弱低迷呢？ 
三是改“集中识字”为“分散识字”。集中识字，可以从独体到合体逐步展开，可以利用表义偏旁

和表音偏旁系联合体字，有系统地推展汉字教学，减轻教学难度。分散识字，无法按汉字自身特点和规

律去进行教学，教学难度大，效率低。 
四是以语文知识灌输代替语文能力的培养。传统语文教育致力的是识字写字、阅读理解书面语言、

撰写文章、吟诗作对。现当代语文教育却在句法、词法知识方面下了许多功夫。以致胡明扬先生曾痛心

地说：“我们的语文教学完全违背了我们祖先几千年的经验，把重点放到似乎很有学问的语言知识上去，

结果也只能‘误尽天下苍生’”[17]。 
在现行的语文教育体系中，汉字教育薄弱低迷的问题，是很难得到根本性改变的，这是让人十分忧

虑的。 
此外，我们中小学语文教师的汉字水平和汉字教学水平也是令人忧虑的。王宁先生《汉字构形学讲

座·前言》中有这样一则信息：“1999 年，我们设计了一份关于汉字学基础知识的问卷在 540 位中小学

教师中进行调查，内容都是非常简单的属于‘小儿科’的问题，结果回答的错误率占到 68%，有的问题

错误率占到 92%”[18]。教师缺少必要的汉字学基础知识，是没办法把汉字形音义讲清楚的。教师讲不

清楚，学生自然也就掌握不好。由于教师缺少必要的汉字学基础知识，不讲理据、不用动脑筋的“部件

分析法”就大行其道，用“俗文字学”妄解文字的也屡见不鲜，这怎么能教好汉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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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汉字教育是整个国学教育的基础，汉字是国学教育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教育未能得其

正道，受伤害最大的就是汉字教育。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办法，是拨乱反正，构建以汉字教育为龙头的

语文教育体系。不过，这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国学教育是事关民族前途的大事，为了推展国学教育，

无论如何，我们得在汉字教育方面做一些补偏救弊的事情。比如在现行语文教育体系中，设法增加汉字

教育的内容；通过培训或业务进修等形式，为在职的中小学语文教师补上普通汉字学的基本知识；在各

师范院校的教育中加强普通汉字学的教学和汉字教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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