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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不仅
是重要的辅助性交际工具，还是中国文化的
载体。国际中文教学“听、说、读、写”4项
技能的培养，“写”是一个重要方面。汉字的

“识记”与“书写”则是“写”这个技能培养
的重要一环。同时，由于汉字的表意性特
点，很多汉语词汇的语义信息都需要通过汉
字来呈现。比如，“既然”为什么表示“动作
已经完成”？通过分析“既”字，就能得到答
案。再比如，辨析“突然”“猛然”“骤然”

“忽然”几个词，从语言教学视角考察，不如
直接通过构词、语素、字形分析方便、快
捷。因此，汉字教学不仅是国际中文教学的
重要构成方面，还对相关语音、词汇、语法
等语言要素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

关于汉字教学，业界诸多专家学者都进
行了有益的思考和讨论，国际中文教育领域
的同仁，也从教学实际出发，对海外中文学
习者的汉字习得偏误进行了诸多归纳和总
结。无论是汉字的“识记”还是“书写”，根
本问题还在于“字理”。把“字理”解释清
楚，基本就能解决“识”和“记”的问题。

问题的核心在于，怎么进行“字理”的
分析和解释？这就出现了两条不同的路径。
一条路径是完全按照汉字的产生、发展规
律，科学系统地梳理汉字的字理，这是对汉
语为母语者进行汉字教学的主要方法。从国
际中文教育的视角而言，对教学者和学习者
的要求都较高。

另一条路径是按照汉字学习者（汉语非母
语）的母语思维习惯进行汉字教学。这是一条
艰难的探索之路。要求教学者充分了解学习者
的母语思维规律和文字书写特点，站在学习者
的立场把“识”“记”和“书写”环节进行拆分。

关于利用汉字学习者母语思维规律和文
字书写特点进行汉字“识”“记”教学，已有
学者做出了探索。比如，有学者在将汉字基
本笔画与拉丁字母进行比对的基础上，助力
学习者“识认”并“记忆”下汉字关键笔画
及笔画组合。这一方法虽然在学理上还有待
进一步讨论和研究，但对业界确有启发。

值得关注的是，汉字教学中，如何让学
生识记“形近字”和理解“字与字符”的不同是两大挑战。

“形近字”给汉字教学带来的困扰体现在“识认”和“记忆”
上，比如“己、已、巳”“由、田、甲”“厉、历”等都是比较难区
分的汉字。同时，所含字符相同 （或相似） 但字符位置关系不同的
汉字，也对学习者造成不小的困扰，如“部、陪”“呆、杏”等。

此外，正确区分“字”与“字符”对汉字教学意义重大。有一些在海
外从事中文教学的同仁，为了让学生尽快记住汉字，往往会使用“俗
解汉字”的办法。比如把“饿”解释为“我”要“吃饭”（饣），把“渴”解释为

“太阳”（日）很大所以“人”躲在房子里想要喝“水”（氵）。这样的做法实
际上混淆了“字”与“字符”，以致破坏了字理。就上述例子而言，“我”单
独书写是一个“字”，但是在“饿”“鹅”“蛾”等字中，“我”并不是一个

“字”而是一个参构部件，起到示音作用。
不少海外学习者认为汉字难读、难认、难写，但是汉字本身所

体现出来的文化性和审美性，也是其受到中文学习者 （汉语非母
语） 认同的重要因素。如何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学习者的母语思维
特点，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提高其学习动力，让汉字学习既

“有用”，又“好玩儿”，既是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的人需要思考和解决
的实践问题，也是所有从事汉字本体研究的学者专家需要思考和解
决的理论问题。有了大家的共同努力，喜欢汉字、热爱汉字、学习
汉字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

（作者系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副主任）

《尚书·盘庚》里有这么一句话：“迪高
后丕乃崇降弗祥。”

是不是有一种“每一个字都认识，连在
一起就不知什么意思”的感觉？这么难懂，
怪不得连“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家韩愈，
都感叹“佶屈聱牙”了。国学大师梁启超也
说了，《尚书》不看注释就看不懂。

“迪”是语气助词，没有意义。“高后”
是高祖、先祖的意思。“丕乃”是于是、就
的意思。“崇”是重大的意思。“弗祥”是不
祥、罪罚的意思。连在一起，意思是说“先
祖于是就会重重地降下灾祸”。

全书这样的晦涩难懂之处，触目皆是，
读起来真是“横垄地拉车，一步一个坎”。
原因主要是《尚书》所用词汇十分古老，行
文习惯也与今天差异极大。基于此，普通读
者一般不会去读。但要想深入了解传统文
化，《尚书》就绕不开了。

《尚 书》 是 汉 代 的 叫 法 ， 以 前 就 叫
《书》。作为记言体史书，《尚书》是中国现
存最早的官方档案文献资料之一，最初有
多少篇，不知道，相传是由孔子删削整理
出来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禁绝《诗》《书》、诸
子百家著作的流传学习。济南人伏生是秦博
士，焚书令下，他把 《尚书》 藏在墙壁之

中。后来的战乱中，伏生四处流亡。直到汉
初，社会安定下来，他回去找书，已经损坏
十多篇，只剩 29 篇了。把 《尚书》 背下来
可不容易，离开文字，就算伏生这样的学
者，也无法让全书复原，只好用剩下的 29
篇在山东教书。

汉代通行文字是隶书，伏生之前藏起来
的书是用秦篆或者古籀文字写的。因此，伏生
教书时，得把古文字翻译成“今文”。汉代立五
经博士，就是用今文《尚书》做教材。

在墙壁里藏书的不只是伏生。汉武帝
时期，鲁共王修宫殿，把孔子的故居拆
了，从墙壁中发现了一批书籍，其中有

《尚书》，是用古文字写的，就被称为古文
《尚书》。这批书交在孔子的后人孔安国手
里。孔安国拿古文 《尚书》 与今文 《尚
书》 一对，发现多了 16 篇。后来孔安国把
古文 《尚书》 献给了国家。这种说法虽被
证明是有问题的，但当时在国家悬赏征集
古籍的背景下，社会上确实出现了一批真
真假假的古文《尚书》。

董卓之乱后，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尚
书》的传承受到极大破坏，孔安国当初上交
国家的古文 《尚书》 也散失了。但东晋时
候，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一部孔安国所
传的《古文尚书》。这时晋元帝正打算振兴

朝纲，需要学术上的成绩作为点缀。梅赜的
贡献恰逢其时。于是，这部托名孔安国所传
的伪《古文尚书》，堂而皇之地被立为国家
学术。这部伪 《古文尚书》 共计 58 篇，是
将今文29篇编辑为33篇，另外伪造了25篇。

唐代，盛世修文，整理古籍，学者孔颖
达领衔撰写 《五经正义》，其中的 《尚书》
选用的就是伪 《古文尚书》。后来一路沿
袭，成为十三经注疏之一。

伪《古文尚书》出自谁手？不清楚，大
概率是魏晋之间的学者。这部书自唐代以
后，怀疑的人很多。因为真《尚书》十分难
读，伪《尚书》文从字顺，造假嫌疑极大。
朱熹就说：“是伏生传的《尚书》都特别难
读，不是他传的都特别平易。为啥伏生偏偏
记得住难的，容易的反而全不记得？”

最终使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是清代学者
阎若璩。他在《尚书古文疏证》中提出“八
不合”，即伪《古文尚书》与古籍不合、与
史例不合、与古史不合、与古代典礼不合、
与古代历法不合、与古代地理不合、与训诂
不合、与义理不合。至此，学者才知流传千
年的《尚书》标准本，实际是一个真伪杂糅
的混合体。

又难读，又掺假，《尚书》的价值何在？
《尚书》的基本内容是君王的文告和君

臣的谈话记录，内容涉及远古到周这段漫长
时期的天文、地理、政治、军事、法律等方
面，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

虽然难读，但其中表现出的“敬天保
民”“明德慎罚”的思想，讲求保护人民要
像保护婴儿一样，对后世的民本思想影响很
大，并启发了后代治理思想中“德威兼施”

“宽猛相济”的观点，可谓后代政治思想的
蓝本。无怪乎帝王将相以之安邦定国，士农
工商以之修身待物。作为千百年来读书人的
教科书，《尚书》 对于中华民族性格的塑
造、国人行为方式的抉择，有着重要的指导
意义。

虽然掺假，但正如古文献学家张舜徽所
说：“伪书虽伪，不可尽废。”古人造伪时所
使用的材料，往往是货真价实的、后来散失
的史料，所以伪书的价值，是不可忽视的。
比如，儒家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虽然是出自伪

《古文尚书》，但这句话的思想价值并不伪，
应该是先秦儒家论述的孑遗，依然可以视作
应对艰难世道的一种精神坚守。

此外，后世一些表达，可以从《尚书》
中找到前身。比如，“兢兢业业”“有条不
紊”“作威作福”“玉石俱焚”等词语都来自
此书。

我一直以为，身在异国他乡的华裔只需能
说、能听懂一点儿中文就够了。但是，有一件事
改变了我的想法。

小学毕业后，我在罗马尼亚接受了7年全英文
授课的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地快要忘记自
己的母语了。不知从何时起，我只会用键盘打字，
提笔写汉字时，脑子里竟是一片空白。去年夏天，
我和父母到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办理相关业
务。在空调房里，我手心的汗暴露了内心的紧张和
不安，因为我不知道布加勒斯特的“勒”字怎么写，
最后只好借助手机查阅，然后抄下来。作为华裔，
竟然不会写中文，当时的我感觉非常尴尬。当我用
中文签名时，因为7年来很少动笔写汉字，对自己
写出的字也极度不自信。此次使馆之行，让我为曾
经放弃中文学习的那段时光感到懊悔不已。

我开始回忆自己的中文学习之路。我出生在
罗马尼亚，但是父母一直告诉我不能放弃中文学
习。读小学时，父母送我回国内的学校学习。那段
时间，我为不理想的中文成绩哭过，也为凭借努力
获得的成绩笑过。这段中文学习经历为我之后的
学业带来了不同的思考角度，尤其是学习承载着
中华文化的汉字，不仅让我了解了中国历史和中
华文化，还让我的观点变得多元。

小学毕业后，我回到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
大学孔子学院的图书馆是我经常去的地方，读中
文书让我更加喜欢汉字，也愈发地想要接近它。
后来，我还参加了一次培训，进一步了解了很多
与汉字、中文有关的知识，也懂得了如何教妹妹
学中文、写汉字。

使馆之行后，我对自己说：“曾熙，你应该重新

认识到学中文、写汉字的重要性，要开始有目标
地学习中文。”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我终于明
白，田字格、笔顺、汉字等独一无二的美和魅力，
只有一直学中文和练习写汉字的人才能懂。

从那之后，我每天至少学1小时中文，目标是
通过HSK（汉语水平考试）6级。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终于如愿通过了考试。但我知道，这不是终
点，只是新起点。未来，我会继续坚持学中文，
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切切
实实地感受到——我的根在中国。

（寄自罗马尼亚）

是教学基础也是重点

泰国宋卡王子大学普吉孔子学
院中方院长杨文波有多年的汉字教
学经验，他认为，认识汉字、了解
汉字，有利于让世界了解中国，洞
悉中华文化。因此，汉字教学在国
际中文教育中，既是基础，也是重
点。“掌握汉字是学习中文的基础，
基础不牢固，学生的中文水平提升
就会受影响。在外国学生眼中，汉
字结构复杂，笔画较多。汉字中多
音多义字和音近字不少，这使得汉
字教学一直以来都是国际中文教育
的难点之一。”

《字词中的文化密码》 的编著
者、暨南大学教授周健表示，汉字
的魅力不仅体现在其独特的形态
上，更体现在其蕴含了大量的文化
信息，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先民的思
维方式等。

德国杜塞尔多夫汉园中文学校教
师邓萌曾在国内中学教过语文，在她

看来，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汉字教学有
独特性。“汉字教学是海外中文教学
的一个重要环节。汉字教学水平直
接影响着学生的中文水平和他们对
中华文明的了解程度。现在，很多
海外中文学校越来越重视汉字教
学，例如汉园中文学校就专门开设
书法课，在教授中文的同时，让学
生了解汉字的结构。从学生反馈来
看，效果还不错。”

汉字教学难在哪儿

正如上述一线教师和专家所言，
汉字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其
教学难度也不可否认。

对于海外中文学习者而言，汉字
教学究竟难在哪儿？邓萌认为，一方
面，汉字是表意文字，是形、音、义
的结合体，这与其他表音文字有很大
区别。另一方面，汉字数量多，结构
次序复杂，如“懦”“溪”，加大了学
生正确识别、书写汉字的难度。

周健的感受是，外国学生习惯了
字母组合式的书写，对于汉字这种由
笔画、部件构成的方块字，一时很难
适应。初学中文时，学生借助拼音，
记一些常用语句开展对话，似乎还不
难，但要求他们识记、默写汉字，就
有些难度了。这就对教师和教学提出
了相应的要求。

杨文波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分析
认为，初期的汉字教学中，教学重点
主要是汉字的“音”和“形”，其中
难点为“形”。比如，以泰国学生为
教学对象，因为泰语也有声调，所以
对泰国学生来说，在学习初期读汉字
并不难。难的是对汉字“形”的理
解，具体表现为“难认”和“难
写”。“泰文字形较为圆润，与汉字

‘方块字’的字形差别较大，且前期

笔画顺序、部件等结构单位的学习也
让学生认读汉字难上加难。”

杨文波表示，随着汉字学习的深
入，教学难点转为“义”。这时，所
学词汇中的“音近字”“形近字”会
让学习难度增加。

教学有道各显神通

在不少海外中文学习者眼里，汉
字字形体现的独特魅力，是吸引他们
学习、探究汉字的主要原因。如何激
发海外中文学习者的汉字学习兴趣并
让其一直保持下去，而不是畏难而
退，是国际中文教育从业者一直以来
都在努力求解的难题。

2007 年荷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
引进 《中华字经》 和 《等级汉字》，
开始用“新理念”开展教学。“所谓
的新理念教学就是‘快速识字，提前
阅读’。初学中文的孩子不依赖汉语
拼音识字，而是强调在短时间内突破
识字关。” 在丹华文化教育中心《中
华字经》班有过7年授课经验的胡穗
娟老师说。

为了让学生的识字过程变得有
趣，胡穗娟设计出了让新生轻松学习
中文的教学框架。在这一框架下，胡
穗娟列出了具体的教学步骤，细化程

度甚至具体到要采用哪些教学游戏。
邓萌的经验是，在汉字教学中，

可以从形入手，了解汉字的演变过
程。“例如会意字‘休’，在讲解

‘亻’后，我会利用生动形象的图画引
导学生进行联想，并以此为基础，引导
学生理解‘休’字的含义。这样一来，学
生不仅加深了对字形与字义的记忆，
还提高了学习的兴趣。”邓萌说。

美国西雅图同乐中文学校的创
始人李碧涛告诉记者，为了提高学
生的识字效率，同乐中文总结出了
一套“经典高频字学习法”。“比
如，我们曾筛选经典著作 《大学》
里的60个高频字进行学习， 在孩子
们对经典的反复诵读中，高频字反
复出现，识记也就水到渠成。此
外，对每个汉字的讲解，我都遵循

‘生动形象，寓意关联’的原则，用
形象、直白、容易理解的语言和动
作给孩子们讲解。”

相比海外中文学校的学生，杨
文波的教学对象年龄较长。他提醒
道，在初期的汉字教学中，教师可
借助部分象形字的注解视频，抛砖
引玉，消解学生的畏难情绪；同
时，借助这些视频也要注意“度”，
不能给学生造成汉字都是“图画文
字”的错觉。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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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通过HSK6级
曾 熙

展现汉字之美 拓展教学新路
本报记者 赵晓霞

作为世界上历史悠久、沿用至今的自源文字体
系，汉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折射了中华文化
的深厚积淀。掌握了汉字，便拿到了一把了解中国
文化的钥匙，海外中文学习者既有此共识，也感慨
学习汉字之不易。如何开展汉字教学，让海外中文
学习者快速掌握汉字，也是国际中文教育从业者面
临的挑战之一。

日前，泰国职业院校本土中文教师在普吉孔子学院文化中心学习
中国书法和汉字。 普吉孔子学院供图

2019年7月13日，普吉孔子学
院中方院长杨文波开设讲座《汉字
偏误类型分析及教学对策》。

（资料图片）

胡穗娟在荷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中华字经》班授课多年。图为她在课堂
教学中。 荷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