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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生從小學開始學古文；日本學生也從小學開始學古典漢文；韓國學生從中學

開始學漢文，不管用什麼教科名，三個國家人從小開始學古代文言文，有的時候用

自己的母語來翻譯的，有的時候用傳統形式的原典文章來學習。 

無論如何，與眾所知，這三個地區現在使用的文字及語言都不同，現在的實際語言

生活方面上有的地區根本不需要學漢字及古代文言，也能說漢字的必要性都不同，

可現在的教育情況的確不是這樣，反正他們仍然學古代文言文。除了這三個地區，

我們能說世界各個地區上對古代文言有興趣人數增加中這句話。他們為了更深理解

和交流東亞漢字文化圈某國家，初期開始語言，後來慢慢知道其文化精神的根底是

古文，必須需要學習古代文言形式傳來的傳統文化。這情況下他們又發現，古代文

言形式不但一個地區單獨使用的方式，韓國、中華圈、日本、越南地區的傳統文化

的形成及發展都是跟古代漢語有關，學“古代漢語”是理解漢字文化圈所有國家的

最基礎的關鍵知識。 

漢字文化圈裡成長的人大部分從小聽過、學習了漢字文化圈的概念和內涵，不過在

學習過程中之只學自己國家或民族關聯的古代文獻而已。各國家教古代文言的目標

跟培養民族精神、繼承傳統文化有關，學生學習中沒發現別的國家也存在用古代文

言形式的文獻，只能知道自己的傳統文化都是獨創、特別，自己認為別的國家不能

相比的優秀的傳統文化。達到過猶不及的情況，教育應該是培養讓學生愛護自己的

傳統文化，也愛護和尊重其他國家傳統文化的態度。因為漢字文化圈已經有普遍的

文化，也有自己獨立的文化，這兩種文化合成是自己的文化。那怎麼讓學生愛護和

尊重知道別的國家、民族文化？ 我認為這方面最合適的教科是“古代漢語”。如

果擺脫只教自己傳統文化關聯，均等安排傳統漢字文化圈所產的優秀文獻作品，讓

學生領悟自己國家和其他國家的歷史上的密切關係、也領悟要尊重其他文化的理由、

也領悟自己國家和其他國家文化上的共同性及特殊性、讓更了解其他國家的傳統文

化。除了培養這樣態度外，自己有能力擴展自己的見識，就用古代漢語的知識自己

找看其他國家古文獻，古代漢語也對亞洲人也一個理解漢字文化圈所有國家的關鍵。 

到現在各地已經教“古代漢語”、“古典”、“漢文”，其目標只培養懂自己傳統文化

人，我認為現在開始把這個課的性格改成“培養懂東亞傳統文化人”。這變化只靠

我們認識觀的變化。可以把各地區的傳統文化教育變成世界“普遍古代漢語教學”，

越過民族、國家、母語，現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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