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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便和文化传承如何兼顾？

汉字繁简再引热议汉字繁简再引热议

前段时间，一则“大学老师留手抄10万繁体字作业”的新闻引发舆

论关注。在汉字的繁与简之间，如何兼顾文化传承和使用方便，再度

引发网友热议。专家表示，从全球来看，使用简体汉字已是主流，但这

并不影响繁体字保护和传承，繁体字和简体字可以共存传续文明。

汉

对于繁体字以及它背后蕴含

的汉字文化传承 ，萧放表示 ，繁

体 字 有 其 独 特 的 意 义 ，有 些 汉

字，其繁体字才能显示字本身的

意思，我们应该提倡孩子们认识

一些常见繁体字，可以根据孩子

的兴趣，在课外拓展他们对繁体

字的兴趣，或者中学语文教材适

当的加入。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表

示，从全球来看，汉字使用简体字已

是主流，但这并不影响繁体字保护

和传承，繁体字和简体字是可以共

存的。

有评论曾指出，不论是作为文

明载体，还是作为表达工具，繁体

字到简体字的演变，只是载体和

工具状貌的变化，并不会构成对

文明内涵的损害与削减。使用简

体字与使用繁体字，都能够传承

华夏文明。

（中新）

事实上，有关汉字繁简的争论自

近代以来就绵延不绝。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中国文字

改革委员会在多次修订的基础上，提

出了《汉字简化方案》，并以法定的形

式确定下来。

而对于繁简文字的规范使用，如今也

有相应的法律规定。2001年1月1日起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实施，这是中

国语言文字领域的第一部专门法律。

关于繁体字使用，这部法律就专

门提到，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异体

字的情形包括6个方面：文物古迹；姓

氏中的异体字；书法、篆刻等艺术作

品；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出版、教学、

研究中需要使用的；经国务院有关部

门批准的特殊情况。

2013年，教育部、国家语委组织制

定的《通用规范汉字表》正式公布，收

录的 8000 余汉字中未恢复一个繁体

字。对此，教育部解释称，自古如此，

从汉字发展的历史看，简化一直是主

要趋势。简化字推行半个多世纪以

来，方便了几代人的认字写字，加快了

成人扫盲步伐和教育普及，人们已经

习惯了使用简化字。

可以看出，网友对于这份“网红”

作业的争论，归根到底还是聚焦在汉

字的繁简之争。

一方面，网友认为，汉字由繁化简

是为了方便使用，不应过分推崇繁体

字教育；另一方面，也有网友坚持，认

知传承繁体字是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的表现。

近年来，伴随国学热、诗词热，繁体

字也开始被一些家长和学校所关注，而

关于繁体字教育该不该普及，甚至该不

该进中小学课堂的争议一直存在。

早在10年前，2008年全国两会上，

有文艺界的政协委员就联名递交了一

份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

案》，建议在小学开始设置繁体字教

育。

近10年间，可以说，关于繁体字教

育的争议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成为舆论

关注点，而关于繁体字进入课堂，舆论

中的观点更是褒贬不一，分歧较大。

有人认为小学生开设繁体字课程势必

增加学业负担，也有些人认为此举有

利于发扬传统文化。

“对于小学生来讲，可以在一定阶

段让他们认识繁体字，但是，没有必要

学习那么复杂笔画的文字，学生们在

学习简体字的同时，可以把繁体字当

成一种课外爱好去学。”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学教授萧放称。

“上百页的作业，都是白纸黑字，

关键还都是繁体字……”日前，扬州大

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专业大一学生刘

天逸在朋友圈发了一组抄繁体字照

片。

据报道，布置这次“另类作业”的

老师是扬州大学历史系老师陈士银，

对于布置抄繁体字作业，他解释：“因

为历史专业需要阅读的古籍比较多，

多为繁体字，难以理解，但在抄古文过

程中，同学们渐渐掌握了繁体字的理

解和使用，考试中就会得心应手。”

在互联网上，刘天逸晒出的手抄

繁体字作业迅速引来众多网友围观，

手抄、繁体字、10万个，这些关键词也

成了网友争论的焦点。

“都什么年代了，抄 10 万个繁体

字，除了博眼球，还有意义吗？”

“汉字简化是大势所趋，简体字的

出现就是因为繁体字不好写、不好

认。”

“传统文字继承弘扬本就应该，更

何况人家是学历史的。”

……

汉
手抄10万个繁体字，这作业有必要吗？

如何看待汉字的繁简争议？

繁体字使用，有法律规定 使用方便和文化传承如何兼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