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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专家学者纵谈许慎文化和汉字文化名城
——第二届汉字与汉字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部分专家采访摘要

文/本报记者 张晨阳 实习生 赵昱淇 图/本报记者 范子恒

“从来没有一种语言像汉字一
样，写一个字就可以作为一种艺术
品，作为一种礼物送人。汉字真的
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字符号。”白乐
桑说。自从青少年时代一个偶然的
机会接触到汉字，他便对汉字和汉
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发现，这
种符号跟拉丁字母完全不一样，不
仅仅是用来记录语音的，而是集
音、形、义于一身，是一种艺术，
是一门学问。后来，通过在巴黎大
学中文系的系统学习，他便和汉
字、汉语结下不解之缘。

在白乐桑成长为汉学家的道
路上，许慎的 《说文解字》 功不可没。“当时，我们有法文通俗本
的 《说文解字》，里边教我们怎样从汉字的偏旁结构等字理入手分
析汉字、认识汉字，这对激发我们学习汉语的兴趣、增强学习动力
帮助非常大。”白乐桑说，“它不仅提供了一些知识，更提供了一些
非常宝贵的学习方法和策略，真的是一种学问和文化，对全人类的
词典学也是伟大的贡献。”

白乐桑一直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汉语。但白乐桑感觉，尽
管许慎和汉字在国外的名气很大，但和许慎及《说文解字》、甲骨文
研究等相关的外文版本还比较少。就中国国内来看，一些学校对汉
字规律的把握还不够重视，一些地方汉字文化的弘扬氛围不太浓
厚。当得知河南正在努力建设文化强省，漯河市也正致力打造中华
汉字文化名城时，白乐桑十分赞赏。“不仅要通过举办汉字与汉字教
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等，更要通过市场化的手
段，让汉字真正用起来、活起来，从而放大汉字的价值，展现其独
特的魅力，为人类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白乐桑真诚地建议。

白乐桑 法国国民教育部汉语名誉总督学、巴黎东方语言文化
学院教授

谈起与许慎和《说文解字》的
渊源，朱瑞平说：“我本人比较喜欢
篆刻，小篆的字形，最标准的还要
查阅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
字》也是阅读古籍最基本、最主要
的参考书。”

汉字本身是中华文化重要的载
体。朱瑞平说，“我们可以借助汉字
弘扬传统文化。从小学、初高中教
学中借助汉字的途径了解传统文化
里面最重要、最核心的东西。在国
外，汉字是我们向海外传播文化的
一个很好的途径。”说到本次研讨
会，朱瑞平强调，这次不但要在这
里探讨如何教汉字，也要通过教汉

字来传播我们的文化，特别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漯河是许慎故里，在
中国文字学上是一个重要的地点，《说文解字》作为文字学上重要的
一部书，特别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意义。

每次来漯河，朱瑞平都深有感触。他说，通过参观和文化交
流，可以感受到市委、市政府发掘传承传统文化所做的努力，把漯
河打造成中华汉字文化名城，不仅是对城市发展有很大影响和帮
助，对于提升市民素质也有积极正面的影响。

朱瑞平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教授、院长

我国集中识字教学的创始人、
现年94岁高龄的张田若先生来漯河
参加汉字与汉字教学国际学术研讨
会，并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国语四
千年来变化潮流图》古本捐赠给许
慎文化资料中心。“我们的汉字、汉
语、汉文化源远流长、浩浩荡荡。
这个潮流图中包含4000年来中国语
言、文字的变迁和文学的源流派
别，《说文解字》在其中占有重要位
置。把这个送给漯河，送给‘汉字
的老家’，我认为是最恰当的。”老
先生真诚地说。

“我们的汉字太伟大了！世界上
现在还有埃及文字、印度文字吗？都

消失了，都变成英语了。”老先生感叹说，“我们的汉字四千年乃至八千年
九千年都没有变，这是我们祖宗的根、所有中华儿女的根，乃至世界文明
的根，千万不能丢了！”

汉字是文明的符号。在漯河，除了许慎和《说文解字》，上世纪八
十年代出土于漯河舞阳贾湖遗址的裴李岗文化刻画符号，也被认为是世
界已发现的最早文字雏形，将中国文字史向前推进了3000年以上。近年
来，漯河市以许慎文化园为传承基地，以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为平台，
坚持不懈地推动许慎文化、汉字文化走向世界。对此，老先生十分赞赏。

怎样传播好汉字文化、做好汉字教学？在张老先生看来，一定要
用中国汉字的特点、规律去教汉字，而不要单纯用拼音的方法教汉
字。“汉语拼音、笔顺笔画、偏旁部首和基本字识字是汉字的四大基
础，特别是基本笔画、常用部首、常用基本字是汉字最独特的地方。
要本着汉字形音义、形声字、会意字等规律，分析好汉字的构形，理
清字形字义的演变轨迹，了解汉字的构造规律，教会学生以形识义。
如此，汉语就好学了。”张田若说。

张田若 全国集中识字教学研究会会长

谈起许慎和《说文解字》，在国
外长期从事汉字教学的张新生说：

“许慎的《说文解字》对于对外汉语
教学有很大的帮助。漯河现在做的
弘扬传承许慎文化是一件很有意义
的事情。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东西需
要继续发掘，漯河作为字圣故里，
有这样的优势。”

张新生 英国伦敦理启
蒙大学教授、现代语言中心主任

“许慎是我生活和生命中不可缺少的老师，在我
心目中许慎是‘圣人’。漯河也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我
很喜欢漯河。”这是陈绂第三次来漯河参加与许慎文化
相关的研讨会议了。在她的整个学术生涯中，许慎一
直是她的“良师”。研究生专业是训诂学的她，一入门
学习的第一本书就是《说文解字》。那个时候的《说文
解字》还是线装本，没有标点符号。导师就带着她从
标点开始读起。后来，成为大学老师的她，也这样运
用《说文解字》带研究生、博士生做文字研究。她专
门开设一门文字学课程，主讲《说文解字》，要求每一
个学生将《说文解字》作为自己的“案头书”。“这本
书是不能上书架的，因为你总在用，要随时查阅。”她
这样解释《说文解字》之于文字学的重要性。

陈绂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教授

“澳大利亚中小学的汉语教学已有六十年的历
史。经过几代人的不断摸索、研究、实践及运用，形
成了一套较为完整可行的体系。我们会从偏旁、形声
等来培养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在教学中使用《说文
解字》的方法，来帮助学生理解汉字背后的意义和文
化，已经是徐纪兴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一环。他表
示，这次来到漯河参加研讨会、参观许慎文化园，深
入体验小学汉字教学，使他感触很深、受益匪浅，以
后有机会一定带学生来漯河感受许慎文化。

徐纪兴 澳大利亚墨尔本苏格兰学院高级教
师、中文部主任

“我在韩国学习的汉文，学习汉文的基础是许
慎的‘六书论’。如果没有许慎的‘六书论’，是无
法迈开汉文学习第一步的。”来自韩国研究汉文的
宋秉烈说。第一次来到漯河的宋秉烈，之前只基于
文字了解过许慎，来到圣人许慎的故里，完全超越
他的想象。“漯河这座城市，让我感到非常宁静，
真切地感受到圣人的故里，到处充满着文化的气
息”。

宋秉烈 韩国岭南大学汉文教育系教授

“我从小就喜欢汉字，初中初识许慎，但研究生
之后才真正读了《说文解字》”。提及这次来漯河参加
学术交流会，许捲洙说，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与许慎
文化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来到许慎故里漯河，参观许
慎文化园，让他了解了更多关于汉字的文化。许捲洙
特别喜欢《说文解字》，阅读并且珍藏有各个版本的

《说文解字》。他还把自己珍藏的乾隆年间的《御定奎
章全韵》捐赠给了许慎文化资料中心。这本书是当时
人们放在袖袋中随身携带的工具书，是学习平上去
入、平仄、押韵的重要参考书，对于我们了解汉字在
东亚国家的传播具有深远意义。

许捲洙 韩国庆尚大学教授

“我们主要是围绕对外汉语，培养我们的西班牙
汉学家和中西翻译专家。要学好汉语，首先要学好汉
字，学好汉字的源头就是许慎的《说文解字》。”周敏
康说。

许慎文化园给周敏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
里，他充分感受到了漯河深厚的文化底蕴。对漯河市
重视传统文化发展，在发掘开发许慎文化方面所做的
工作，他很赞赏。周敏康说，许慎文化遗产不但要在
中国发扬光大，更要在海外、国际发扬光大，在国际
舞台上有更好的发展。

周敏康 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教授

“许慎的方法和思想对当今的汉字学习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说文解字》成书于东汉，唯有许慎对

“六书”进行定义并举出例字。更重要的是，许慎对
9353 个汉字做了结构分析。字形分析法是 《说文解
字》 一书的精髓，这是后世有关汉字字形结构分析
与归类统计直至汉字符号体系等研究的重要依据。
这些对国内的母语教学和国外的汉字教学都十分重
要。”万业馨认为，漯河在弘扬和继承许慎文化方面
做得很用心，应该继续弘扬许慎精神，发掘更多许
慎对汉字的贡献。“今天的我们对于许慎的进一步发
掘和研究，要更加体现出许慎的精神，从而延续许
慎对汉字研究的文脉。”

万业馨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在三次来到漯河的经历中，王若江见证了漯河的
变迁。“这里变化真的非常大，我八几年来的时候，在
这里开《说文解字》会议，现在的漯河和那时候比起
来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只是城市变迁，
汉语史专业的王若江说，《说文解字》是汉语史学习中
学生必读的书目。“我们在大学上学那会儿不仅要读，
还要抄写《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对于对外汉语教
学也是必备的书目”。王若江对漯河普及《说文解字》
知识、推进教学改革的做法非常感动。“漯河从普及汉
字的角度，发展、培养孩子对汉字的热爱，明白汉字
中蕴含的道理，是一种理性的学习，不是一种盲目的
死记硬背的汉字学习。”

王若江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教授

“来漯河有一种朝圣的感觉，这次来漯
河也是收获满满。”哈伟这样形容他来到漯河
这个文字学创始地的感受。他说，澳大利亚
有几十万人学汉语，仅维多利亚就有十几万
人，基本上都是中小学生。以前对汉语教学
停留在听、说为主，对汉字的源流、发展没
有跟上。要想把汉语学好，听、说固然重
要，但不会读和写是不行的，而读和写的基
础就是汉字。所以，他认为应当从汉字的源
头汲取营养。学生们在汉字学习的过程中，
随着程度的加深，自己也会产生对汉字根本
的追寻。漯河是许慎的故乡，在推广汉字源
流的追寻上有很大的责任。“河南历史文化厚
重，漯河、安阳等地都有丰富的文字资源，

我们可以将追寻汉字之旅发展成一个‘中华汉字之旅’的旅程，以供海内外学
习汉字的学子来探索中华汉字的源流。”哈伟建议。

哈伟 澳大利亚坎伯维尔文法学校中文部主任

谈起许慎文化和《说文解字》，李大遂感
触颇深。“许慎文化和《说文解字》在我的教
学和研究过程中帮助非常大。《说文解字》对
于我们讲解汉字是一部指导性的书，是我们
宝贵的财富。”在长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中，
李大遂发现国外学生很希望有汉字系统性的
知识，特别是汉字的字理，而许慎在两千多年
前就在《说文解字》中系统地讲述了。李大遂
把汉字字理的分析和汉字的系统性教给学生之
后，并通过系统学习，有计划分层次的学习，
外国留学生的汉字学习进步非常明显，很容易
掌握大量的汉字。

李大遂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教授

易洪川是第二次来漯河。谈起漯河，他
说：“两三年前到漯河，参观许慎文化园就感
觉很震撼。这次听工作人员的讲解，更加深
入地了解了许慎文化园。这次活动对于许慎精
神的传承，有很好效果。”易洪川对我市开展
的“许慎文化进校园”活动很感兴趣。他说，

“把许慎文化和许慎精神从小孩子开始培养，
这方面做得很好，值得大家来学习。”

《说文解字》在易洪川的教学中应用很
广泛。“汉字对外国留学生是难点，我们就是
按照许慎的《说文解字》偏旁部首入手开始
教学，引起学生们的兴趣。学生们学过之
后，很多学生都说汉字太容易学了。”

易洪川 湖北大学教授

第二次来到漯河的李明芳在英国从事
海外汉语教学的工作。海外汉语教学，汉
字是一个难点。去年，在对许慎小学的观
摩教学中，李明芳发现，许慎小学使用的
字理教学案例对于海外学生汉字的学习十分
具有启发作用。“了解中国汉字的结构，对老
师的教学很有帮助。学生对汉字结构的了解
也会助推他们掌握汉字、学好汉语”。李明芳
希望，漯河作为汉字学的发源地，能够持续
深入地开展和海外学校合作的项目，推广好
的经验，让更多海外的学生了解汉字、掌握
汉字。

李明芳 伦敦摄政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中文日文俄文部负责人

文化自信，首先要汉字自信。漯河是汉
字文化的发祥地，是汉字文化名城，所以要
弘扬许慎精神，传承汉字文化，突出地方文
化特色。黄亢美说，你们开发的《说文解字
进课堂》读本，就突出了《说文解字》这一
地方特色。还有，比如“阝”这个偏旁，叫
法各异，什么左耳旁、右耳旁，软耳刀、硬耳
刀，单耳旁、双耳旁等，建议我们漯河就叫作

“左阜旁”、“右邑旁”。因为，左“阝”本来就
是“阜”字的变写，用左“阝”作偏旁的字大
多与山岭、高地、台阶等有关；右旁的“阝”本
来就是“邑”字的变写，从右“阝”的字大多与
区域、城邑等有关。比如说我们郾城区的

“郾”，左边是声旁，右边是形旁，其实就是
“邑”，这说明郾城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城市。弘扬许慎精神，回归汉字
本真，就要切实地从小学教育开始，让我们的汉字启蒙教育更有文化！

黄亢美 广西师范学院小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原全国字
理教学研究中心理事长

波国祥阿尔门告诉记者，“汉字是中华民
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活化石。
学习汉语，就必须学习汉字，而学习汉字，
就是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所以，对
汉字的学习，不仅仅是传播了一门语言文
字，更有助于中华传统文化和古代文明的推
广和发展。”

谈起许慎文化，波国祥阿尔门说：“河南
有丰厚的文化资源，有很浓的汉字学习研究氛
围。漯河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打造许慎
文化园，发展文化事业，做得非常好。漯河还
建立了很多许慎文化推广基地，很不错。”

波国祥阿尔门 埃里温“布留索夫”国立语言与社会科学大学孔
子学院汉语教师、学生导师、亚美尼亚唯一的中文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