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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在 19 世纪之前的学科结构按汉字形音义为划分标准，分为文字学、音韵学、

训诂学三科。这三个门类对“经学”而言，原称“小学”，这种按汉字形音义来划分为三

科、以汉字来带动汉语解读与研究的学科结构，被称作“字本位”的研究体系。 

 

20 世纪初，章太炎先生接受了西方文化高峰时期的古典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的诸多理

念，将“小学”重新定名为“中国语言文字学”。这个称谓的改变把“小学”字本位背后

的语言显性化，明确了 “字本位”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必须看到它背后的语言要素，“小

学”才能科学化。 

 

20 世纪以来，中国语言学在文字与语言关系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方面，有

些人信奉“洋教条”，不承认汉字与汉语关系的密切程度远远大于拼音文字与其语言的关

系，忽略汉字在语言研究与教学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些学者出于不满意中国语言研

究的“西化”，认识到汉语的特点必须遵循和继承传统的重要性，再一次把“字本位”问

题提到日程上来， “现代字本位理论”提出之后，许多紧跟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有些

说法混淆汉字与汉语的界限，否认汉字构形系统与汉语词汇系统是两个虽互有关联却实质

不同的符号系统，甚至分不清“汉字”和“书面汉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把汉字学和语

言学混为一谈，将汉字教学等同于汉语教学。有些说法甚至颠覆了“汉字是纪录汉语的第

二性符号”的命题，否认“汉语先于汉字产生”的历史事实。有人甚至提出“儿童可以不

通过学习汉语，直接学习汉字”，以及“学习汉字比学习汉语更容易”等违背常识的说法。

不论在研究领域还是教学领域，理论的混乱是存在的，本文要讨论的是如何站在今天理论

的高度全面衡量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澄清一些关于理论方法的重要问题，依照汉语特点，

构建科学的汉语教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