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字繁简之争由来已久，但规范汉字
早已经是法定用字。近些年来，随着国学
热兴起，大量古代典籍重新翻印，有些专
家学者和文化名人，再次捡起识读繁体字
的老话题。不可否认，在中国文字发展过
程中，繁体字占据了相当长的时间。

由于汉字具有象形和会意的特点，繁
体字的字形无疑更丰富，“颜值”也更立
体。以“爱”的繁体字“愛”来说，比简化字
多了一个“心”，似乎更能表达“爱”字的含
义，彰显汉字的魅力。对于书法爱好者来
说，更多的笔画也许有助于展现文字的

“骨骼”、搭建文字的整体“框架”，从而呈
现更为鲜明的书法风格。繁体字“粉丝”
众多还有一个原因，那便是古人留下经典
无数，并不是每一本都被转成简体字，如
果像专业学者一样认识繁体字，阅读范围
就大为扩展了。此外，由于历史原因，港
澳台地区沿用繁体字。用繁体字书写，在
加强两岸四地以及海外华文区沟通交流
等方面也能发挥作用。

但识读繁体字，不代表就必须进行繁
体字教育。不宜以繁体字字形丰富等为
由，将繁体字重新融入讲堂教学。无论是
从遵循历来汉字的发展规律看，还是当今
简化汉字的应用程度看，都无需在中小学
开展繁体字识读教育。文字的出现是人
类从野蛮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文字的
演变则是人类文明顺应时代发展的历史
选择。从甲骨文、金文，到篆书，再到隶
书、楷书，无不是由繁趋简。而简体字正
是对楷书的简化，它不仅遵循了汉字演变
的规律，也让汉字的继承脉络清晰延续。

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今通用的简化
字，并非一蹴而就的简单决定，更不是甩
开繁体字的再创造，而是对繁体字的科学
简化而来，是自新文化运动后，经过几代
汉字专家学者的反复论证，经过广泛的民
间意见征集筛选后，才逐步定型的。新中
国成立后，在千百年来形成的简体字基础
上，根据汉字的规律，组织全国性的讨论，
历经数年，直至1956年 1月才正式公布
《汉字简化方案》，并在全国推行。规范的
简化字的出现和使用，明显降低了文字的
识读门槛，提升了老百姓的识字率、表达
能力和学习效率，增强了公民学习文化的
热忱，并大大减轻了统计、刻录、档案等诸
多领域的工作量。其后，汉字简化还经历
多次修改和调整，终于在2000年10月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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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浩瀚宏
伟、大有裨益的字体简化和推广工程，经
由法律确定的汉字教育方向，岂能轻易受
到撼动？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申子仲 通讯员冉雯雯

为提高群众防范意识，
降低群众财产损失，荥阳

市公安局崔庙派出所于12
月 4日在辖区内开展防电
信诈骗宣传活动。活动采
用发放宣传页、现场宣讲

等方式，深受群众喜爱。
通过本次宣传，辖区群众
大大提高了自我防范意
识。①

警民一家亲，全民防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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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应进行繁体字识读教育？
传承古典文化无需弃简从繁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繁体
字和简体字之争，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近10年以来，
一些政协委员们也曾携带《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
的提案》上会。关于繁体字和简体字究竟谁是中华传
统文化的正统，也常常被一些网友非要讨论出个子丑
寅卯来。
▶近日，针对《关于在全国中小学进行繁体字识读教育
的提案》，教育部在官网公开相关答复。在这份答复中，
教育部对哪些问题进行了回复？简体字究竟会不会影
响传统文化的传承呢？

针对“中小学繁体字识读教育”
一事，教育部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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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储昭晖表示，在中小学进行繁
体字教育的问题已经说了几十年，
但在他看来，繁体字的识读并不困
难。储昭晖说：“我们很多成年人可
能用一两个小时就可以把繁体字认
全了。我认为，在中小学阶段没有
必要花时间（进行繁体字识读教
育）。如果孩子在生活当中遇到繁
体字，那么让他知道这是什么字就
够了。”

而这一观点，也和国家11个部
委（局）组织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
情况调查”结果不谋而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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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多数人基
本能够认读繁体字。

此外，储昭晖还表示，要想传承
中华文化单纯让孩子们识读繁体字
还远远不够，更应该从多学科汲取
知识，提高综合素养。“它（繁体字）
对文化传承有作用，但是这个作用
多大，对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不同
的学生是不一样的。他生活中有机
会就去了解，就可以去传承，未必要
通过教学这种方式来实现传承。”储
昭晖说。

教育部称，当今语言生活中，繁
体字仍将在发展文字艺术、加强两
岸四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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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敬畏古典文化，传承中华
文明，没有必要把眼光局限在识读
和使用繁体字上。如今通用的简化
字，完全无碍传承古典文化。在国学
等文化领域，繁简可以共存；了解历
史，阅读旧籍，让孩子们认识一些繁
体字，未尝不可。学生如有兴趣，完
全可以通过阅读繁体字书籍以及其
他途径学习掌握，而不必通过课堂传
承。但无论是中小学教学，还是实际
运用，都大可不必弃简从繁了。

据央广网、北京晚报

目前我们所使用的正是
简化汉字，而这也曾遭到一
些人质疑简化汉字“因简害
义”“有损汉字的艺术美和规
律性，不利于文化传承”。针
对这一说法，教育部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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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繁体字与简体字，
本就一脉相承，根植于同一
种文化。文化学者于丹就曾
在电视节目中介绍，汉字从
甲骨文、金文变为篆书，再变
为隶书、楷书，总趋势就是从
繁到简。于丹说：“因为我们
文字一直都在演变过程中，
我们现在所看见的繁体字也
是从古文演变成的今文现在
的文字，所以现在有很多字
就是这样识繁用简一路演化
过来的。”

中国文字学会会长黄德
宽表示，文字作为社会性符
号，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并不
会因此而磨灭。黄德宽说：

“其实汉字的发展，这个简是
分两条路走的，有时候一部
分字追求减省，是提高书写
效率，但是要看到差异越大，
阅读效率、辨认效率越高。
我认为，在学习过程中传递
了文化内涵就可以了，文字
是一个社会性的符号。”
此外，教育部还表示，文字并
不完全等同于文化，文字是
记录、传递文化信息的工具，
中华文化的大量信息是通过
汉字记录下来的。要读懂这
些信息首先要能读懂汉字记
录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汉语书
面语，但经过长期的历史发
展，汉语发生了很大变化，人
们现在通过文字资料了解古
代文化信息的困难主要在于
记录这些信息的语言从古至
今发生了很大变化，认识繁
体字的人不经过专门的古汉
语、古代文化知识等的学习、
培训，也一样读不懂古典诗
文，不能了解中华传统文化、
知晓中国文化的由来。同
样，现在古典诗文都已经有
简化字版，如果不经过专门
训练，也一样读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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