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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近代時期以前，東亞漢字文化圈的共性以及各國的個性長久共存，一

般以中國為核心、以同樣的漢字和漢文（文言文）為基礎。可以說，當時的漢

字文化圈是一個哲學思想、教育、政治以及經濟方面都具有較多共同因素的共

同體。但是各國成立近代國家化以後在西勢東漸的影響下，各國促使共同體走

上不同的道路。各國開始使用不同的漢字，或者進行言文一致運動等，這樣逐

漸消失了成立漢字文化圈共同基本因素。 

 

不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隨著東亞各國經濟的迅速崛起，新漢字文

化圈也開始復活。新興的漢字文化圈跟近代化以前的漢字文化圈在形式上和內

容上不盡相同。第一，原來同形異音的漢字，變為異形異音。第二，有些國家

曾經舉行有關限制使用漢字的運動（部份人甚至主張禁止使用），因此漢字很

早就喪失了第一文字的地位。第三，廢棄共同的“漢文”（即文言文）以後，

各國各自進行言文一致運動，因此已經很難找出文字或句子方面的共同點。 

 

儘管如此，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東亞漢字文化圈還是具有共同點——即文

化遺產。也就是說，它具有以漢字漢文為核心而長久流傳下來的文化這一東

西。東亞各國共同擁有文化遺產，已經有了 1800 年以上。並且這種文化影響到

了後代，使得讓日常語言、思考、價值觀、行動標準以及歷史文物等都顯示出

共同點出來。東亞的一些國家一般都進行漢字漢文教育，這其實也是在共同文

化遺產這樣一個認識上形成的。因此，雖然是異形異音，但是漢字教育在各國

仍然佔有重要的地位。與此同時，漢文教育（也稱作文言文教育、古典教育，

內容包括中國古典和本國古典）同樣也反映了東亞共同的文化意識。可見，在

東亞，漢字教育和漢文教育雖然內容上不盡相同，不過還是具有較高的教育價

值。 

 

如前所述，近代化以後各國的教育方式不統一。不過我們都屬於共同文化

圈，擁有共同的文化因素，因此，可以開發出新的教育方式。也就是說，目前

各國在各國的文化意識、歷史意識、民族意識以及國家意識等方面，進行漢字

教育和漢文教育，在此基礎上，我們還要找出東亞文化的共同因素，運用到教

育上面，進一步培養出新的人才。為此，我們把各國原有的漢字漢文教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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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具，可以互相借鑒使用，甚至可以開發出共同的教育教材。這樣可以增進

相互之間的理解和交流，同時也會帶來相應的經濟效應。這項工作，也許比共

同編纂新的歷史教科書還要有意義，還可以帶來文化交流等好處。 

 

綜上，漢字漢文教育是東亞共同的文明教育，也是東亞共同的文化教育，

同時還可以認為是理解各國語言文化的通道。爲了漢字漢文教育的進一步發

展，以後需要各國研究者做出共同努力。 

 

借此，筆者建議如下幾項方案： 

 

第一，已經開發使用的各國不同的漢字漢文教學理論、實踐方法、教材以及

教育軟件等，需要互相翻譯，並且要有一個平臺來支持它。 

 

第二，目前各國使用的題材一般取自各國文獻。這種題材應該更加擴大，進

一步探索以東亞共同文化因素作為題材的具體方法。 

 

第三，在搜集各國常用詞的基礎上，建立東亞詞彙詞庫，進一步思考它們的

運用方案，這樣可以找出東亞詞彙的共同點。 

 

第四，建議設立共同研究機構，進行定期交流以及共同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