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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读不厌其“繁” 教学删繁就简
教育部答复汉字“由简回繁”问题：用简化字规范教学具有法定性

汉字应有文化内涵

事情的起因， 是有提案认为简

化汉字“因简害义”“有损汉字的艺

术美和规律性， 不利于文化传承”。

教育部认为，自古以来，汉字由繁趋

简的发展演变趋势十分显著。 简化

字伴随着汉字的产生而发展， 已有

三千多年的历史。 早在甲骨文和金

文中，汉字就有了简体形式；南北朝

以来楷书、草书、行书中也不断有简

体字产生。 现行简化字即是遵循约

定俗成的原则，通过搜集、整理、筛

选千百年来在民间通行的简体字，

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确定简化字

体并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行后确定

的，具有历史继承性、体系性和深厚

的群众基础。 从汉字形体构成的规

律看，形声构字是主要的构字方法，

如果仅从会意字方向去理解汉字，

就背离了汉字构形事实。

而现在之所以有人提出汉字有

必要“由简回繁”，主要理论依据是

“弘扬传统文化”， 因为有些简体字

从构字上来看，少了“文化内涵”。 最

出名的一句调侃话是：“亲不见，爱

无心，产不生，厂空空，面无麦，运无

车，有云无雨。 ”（见左图）古人造字

就是这般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不能阻碍快速识字

青年作家、 华东政法大学附属

松江实验学校校长张园勤说， 如果

让现在的中小学生学习一些繁体

字，也是个不错的主意，毕竟，中华

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 繁体字更多

代表着象形意义， 简化字的确有点

削弱了汉字之美。

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

繁体字会给中小学生， 特别是刚识

字的孩子带来识写的困难。 也有专

家提出，简化字的最大功绩，是加快

了我们国家的扫除文盲， 这是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 但是， 教育部也透

露，国家 11 个部委（局）组织的“中

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 对全国

阅读繁体字书报困难程度调查的数

据显示，阅读繁体字书报“基本没有

困难”和“有些困难但凭猜测能读懂

大概意思”的比例占 58.69％；“困难

很多”的比例占 41.31％，多集中在西

部省份。 这表明，多数人基本能够认

读繁体字。

事实上， 我国小学起始年级的

语文教学中，近年来一直倡导“识写

分离”， 即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

许多字只要求认识，不要求会写，目

的是让他们尽快地迈过阅读关，通

过大量识字、大量阅读长进文化。 对

此，张园勤校长还表示，如果增加了

繁体字， 会不会阻碍小学生的识字

量，现在还拿不出实证，因为孩子的

识字是跟着教材走的， 课文里编制

了多少字，孩子就识多少字。 所以，

问题不在于，是简化字还是繁体字，

而在于教材规定的识字量和教师会

不会教繁体字。

教学用字必须规范

“我国的汉字是具有国家标准

性的，是学校教学的法定文字。 ”小

学语文教育专家、 上海师范大学教

育学院副院长丁炜说， 虽然繁体字

是传统文化集中表现的地方， 但如

果现在要恢复繁体字， 在全国中小

学普遍推行教学，必要性不大，首先

一个问题是要修改相关的法律及教

学标准。 学校教学要依据国家课程、

国家标准，不能各行其是。 当然，让

现在的孩子多接触、 认识一些繁体

字也是应该的， 可以通过学校的特

色活动、样本课程去完成。

针对“中小学繁体字识读教育”

一事， 教育部这次也明确表示，《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法》 明确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

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

育教学用语用字。 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 因此，学校教学应依法使用

规范汉字。 但在中小学经典阅读和

书法教育中， 会涉及繁体字教育有

关内容。 教育部称， 当今语言生活

中，繁体字仍将在发展文字艺术、加

强祖国大陆与台湾及港澳地区以及

海外华文区沟通交流等方面发挥作

用。 我们将在坚持国家文字政策的

前提下，充分调研，开展繁体字相关

研究，更好地为社会提供语言服务。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推行的简化字，现在有没有必要重

新“由简回繁”？此事近日引发争议。教育部针对《关于在全国中小学

进行繁体字识读教育的提案》公开答复———现在的简化字是国家认

可的规范汉字，用于教学具有法定性。

汉字要不要简化？ 有没有必要恢复

到繁体字？ 汉字教学过程中，要不要教现

在的中小学生学习繁体字？ 受教育部语

言文字应用管理司、 语言文字信息管理

司指导， 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等主办的《语言文字周报》，对这

个问题做了深入调研。 记者专访语言文

字专家、该报执行主编杨林成编审。

问：新中国成立后推行了 60

多年简化字， 为什么突然会

遭遇“争议”呢？

答：2019 年两会期间， 又有全

国政协委员提议学校开展繁体字教

育。“建议有关语言文字部门充分调

查、深入研究，适时恢复使用繁体字

并保留简化字书写简便的成果，至

少做到‘识繁写简’和‘用简识繁’，

以消除诸多弊端。”这种声音其实自

1950 年代简化字方案实施以来从

未断绝过，主张恢复繁体字的人中，

甚至不乏像王元化先生一样的名流

宿儒。他们以为，繁体字是中国文化

根脉，用简体取代繁体，不利于民族

文化的传承。

问：您认为，这种提议“由简

回繁”， 在当今时代是否行

得通？

答： 我个人认为恢复繁体字这

条路，既与现行的《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法》的精神相违背，也是根本行不

通的。汉字的历史，源远流长。 往短

里说，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算起，一

路风尘仆仆， 汉字也已走过三千多

年的灿烂历程。 在这漫长的历史进

程中， 汉字的形体一直处于不断的

进化之中。 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过：

“（汉字）自其变者观之，则文字殆无

往而不变。 ” 从古文字阶段的甲骨

文、金文、篆书，到近代文字的隶书、

楷书，不断地朝着易写易看、从简从

俗的方向发展。 和世界上其他文字

一样， 汉字发展的总的路径就是简

化。 从甲骨文到楷书，其象形、表意

功能逐渐降低， 抽象的符号化特征

逐渐增强。

汉字的简化字，跟“繁体字”相

对应， 指同一汉字所具有的结构较

简、笔画较少的字形。繁体字是楷书

的一种形态， 其表意功能与原始汉

字相比，早已显著退化。提倡繁体字

的人， 如果想从汉字的形体去解读

先民的文化密码， 似乎应该主张学

习更古老的甲骨文，而不是繁体字。

委员们所谓的“繁体字是中国文化

的根，知晓繁体字，就是知晓中国汉

字的由来”云云，显然不是尊重常识

的一种表现。

每一时代的文字， 都存在着正

体与俗体，从字形上看，正体字的笔

画比较繁复，俗体字则相对简易。二

者既竞争又互补， 不过结果总是俗

体取代正体， 成为新一时代的正体

字。 比如在秦朝，篆书是正体，一般

用在比较庄重严肃的场合， 而字形

相对简易的隶书则是当时的俗体，

原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可是到了

西汉，情形便迥然不同：隶书一跃而

取得了正体的地位， 篆书则退缩为

历史文字， 一般场合不再使用。 同

样， 今天简化字， 相对于繁体字来

说，大多原本也是俗体字。 20 世纪

初，随着封建社会的终结，一些有识

之士提出“采用俗体字”“减省汉字

笔画” 的建议。 经过长期的酝酿讨

论，1950 年代中期，我国的《汉字简

化方案》公布实施。 今天，国家推行

简化字， 是符合汉字自身发展的逻

辑的。

问：繁体字比较难写，也难

认。 是不是从这个意义上

说，现在没必要让繁体字重

新回归主流的教学或日常

语文生活？

答： 繁体字难写， 是毋庸置疑

的。让繁体字取代简化字，从现实来

看，既无必要，也无可能。 简化字在

大陆推行已有 60多年，作为国家法

定的规范用字根深蒂固。试问，今天

60 岁以下的人，有几个是能运用繁

体字读写的？ 一些提倡繁体字的人

辩驳说，繁体字字形中蕴藏着汉字

的造字理据与文化意味，比简化字

更适合于教学传授。 对此，王力先

生在 1938 年就曾讽刺说：“他们所

谓识字的秘诀， 是教我们研究古

义，以便了解意符，研究古音，以便

了解音符。 这些乃是文字学家终身

的事业， 却轻轻放在大众的肩上！

文字学家所谓‘秘诀’，等于教饥民

‘食肉糜’！

问：现在港澳台地区，及国外

其他一些华人地区还是比较

多地用繁体汉字。那么，简化

字是不是会阻碍我们的国际

交流与交往呢？

答：教育部日前对 2019 年两会

上的《关于在全国中小学进行繁体

字识读教育的提案》的答复，我完全

赞同。 学校教学应依法使用规范汉

字；认读繁体字，主要是少数专家的

事。 目前，联合国的中文文件，用的

也是简化字。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

海外华人曾普遍使用繁体字。 而随

着国家的开放和国力的增强， 简化

字的传播范围正在迅速扩大。 新加

坡、马来西亚等国，先后颁布的《简

体字总表》，与中国的规范汉字完全

一致。 泰国于 １９８３年底，同意所有

的华文学校都可教学简体字，繁、简

两种字体并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

经济的腾飞与国际地位的显著提

升，世界范围内的中文热逐浪高涌。

从 2003年起，孔子学院在全世界范

围内取得了规模发展。面对现实，只

有提供简单的、易于掌握的字体，才

能有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

数千年的文字发展史启示我

们，随着正体地位的丧失，繁体字必

将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就像

甲骨文、篆书一样，认读繁体字也只

是少数专家的事， 与日常语文生活

的关系将逐渐疏远。

首席记者 王蔚

“认读繁体字，主要是少数专家的事”
———对话《语言文字周报》执行主编杨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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