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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野下的汉字研究 *

李国英

摘　要：汉字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也很早就成为跨文化的文

字。在跨文化视野下研究汉字，一方面要扎根于丰富的汉字事实的深

根沃土，从中国历代汉字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还要树立全

球的视野、跨文化的眼光，借鉴世界文字，以及人类文明研究的最新

成果中一切有价值的成分，才能更进一步提升对汉字的认识，发掘汉

字研究对普通文字学的价值，发掘汉字负载的汉字文化在世界文化和

人类文明中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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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一种历史悠久且具有国际性的自源文字。汉字具有悠久的

历史，从已经形成比较成熟文字系统的商代甲骨文算起，至今已有近

3500 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从独立产生后一直不间断地使用

到今天的表意文字体系。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字给中国也给

人类留下了甲骨文、金文、石刻、简帛、纸本等各种载体呈现的中国

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彩的文字资料，还产生了世界上最为丰富的汉文

典籍。汉字是一种国际性的文字。汉字除了在它的发源地中国使用外，

还传播到韩国、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成为东

亚地区唯一的一种通用文字。汉文在历史上，曾成为东亚各国官方规

范的书面语言，由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作者写作的汉文文献，是汉

文典籍中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遗产。在

*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分院成立仪式暨《新汉文化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稿，本次发表时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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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汉语的同时，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汉字还曾记录韩语、日语、越

南语，中国壮族的壮语等其他语言，成为跨语言的文字，强化了它国

际性文字的特征。随着历史文化的发展，伴随着东亚各国语言文字民

族化的进程，汉字早已不再是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汉文也早已不再

是东亚各国的官方书面语，但是，汉字及其负载的文化成了汉字文化

圈的文化基因，融入了东亚文化的血脉。

汉字悠久的历史、广泛的影响、独有的气质，使得汉字的研究，

特别是当今的汉字研究，一方面要扎根于丰富的汉字事实的沃土，从

中国历代汉字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还要树立全球的视

野、跨文化的眼光，借鉴世界文字、全球文化、人类文明研究的最新

成果中一切有价值的成分，才能更进一步提升对汉字的认识，发掘汉

字研究对普通文字学的价值，发掘汉字负载的汉字文化在世界文化和

人类文明中的独特价值。在这方面汪德迈教授对汉字及汉字文化圈的

研究具有示范的意义，“跨文化导论”丛书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理论

和方法上的指引。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认真学习包括新出版的汪老

的《新汉文化圈》以及此前出版的《中国教给我们什么》《中国思想的

两种理性：占卜和表意》《跨文化中国学》《中国学论稿》等系列著作，

吸收他的思想和方法，提高汉字学研究国际化的水平。

《新汉文化圈》出版于 1986 年 5 月。该书在以“汉文化圈的昨天与

今天”为题的“引言”的第一段就指出：“自史前时代起，亚洲东部便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摇篮之一。诞生于此的悠久的中国文明不

仅普照中国本土，而且光耀四邻。公元 1 世纪以来，这一文明的触角

甚至冲破了地域的限制而向南发展。正如我们分别称谓世界其他文明

地区为印度国家、伊斯兰国家、拉丁语系国家一样，我们将这一亚洲

地区称为汉文化国家。——这一文化区域所表现出的内聚力十分强大，

并有其鲜明的特点。它不同于印度教、伊斯兰教各国，其内聚力来自

宗教的力量；它又不同于拉丁语系或盎格鲁- 萨克逊语系各国，由共

同的母语派生出各国的民族语言，这一区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于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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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而通用于四邻的汉字。所谓汉文化圈，实际上就是汉字的区域。”a

明确指出汉字是汉字文化圈最显著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把汉字文化

圈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进行考察，特别

是通过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分析，提出

了“中国何时成为一个强国的问题”。经过翔实的数据分析之后，汪老

指出：“同日本经济发展之速度相比，中国在前 30 年的发展显得十分

缓慢。在此期间，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间的差距甚至加大了。但是，

中国经济目前正在加快速度，并渴望在最近的 30 年中大大减小与其他

国家的差距。——一切都使我们相信，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这条大

龙’虽然被‘四条小龙’甩开了一段距离，但大龙并不会因其力量薄

弱而最后放弃争取的权利，只不过是属轻量级的小龙们在起跑时冲到

了前面。”b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从汪老做出如上判断的 1986 年至今，

36 年过去了，这 36 年都是我们身在其中亲身经历的过程，这 36 年中

国经济的发展正如汪老的预判，一步一步冲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前列。

除了经济之外，汪老还分别对汉字文化圈的政治和文化做了趋势性分

析，并深入分析了深层文化基因。由于时间的关系不再具体展开，着

重重温一下汪老在结论部分对世界文明格局发展的一个预判，他指出：

“从文化上看，一种与西方相媲美的文明将伴随着新汉字文化圈的出

现屹立于世，它将在经济、科学技术等成就上与西方鼎足而立，但所

依据的价值体系、社会意识、世界观念则独具特点。”c为此，汪老向西

方世界发出大声呼吁：“必须行为起来。明天将不再是不发达的第三世

界，而是一个发达的第三世界；后天也许就是世界的一半成了非西方

的。仅仅作某种对话姿态是不够的，必须进行真正的对话。——目前，

一种失落感正在西方滋生，伴随着这种失落感，是人们对发展国际对

a　〔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法〕陈彦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2 年，第

1—2 页。

b　同上书，第 73 页。

c　同上书，第 3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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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的忌讳，而正是这种忌讳从反面暴露出人们已经感受到这种对话的

必要。——不管怎样，西方人不久就应该意识到，文化一词不仅在人

类学的语言中，而且在其他学科中也是复数的。”a正是由于这种远见卓

识，汪老一直不遗余力地促进跨文化的国际交流，促进跨文化这个学

科的创立和发展，努力创造一个文明互鉴、融合发展的新的世界文化

格局。汪老的思想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在今天仍是警醒世人的，对

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也是有重要的指引作用的。

下面再简要谈一下汉字文化圈的基因汉字问题。《新汉文化圈》专

设一章，以“汉字——共同的遗产”为题讨论汉字问题，指出：“中

国、日本、越南、朝鲜之间语言的差异，民族特性的区别，远较拉丁、

盎格鲁 - 萨克逊和斯拉夫语系各国之间为甚。然而，汉文化诸国之间

不同的文化特质都深深嵌刻在一个共同心态基石上，从而又使得这些

国家之间的近似性远较西方以印欧文明为基础的国家的近似性为强。

这一共同的心态基石，就是普遍运用于汉文化圈各国的汉字。”b明确把

文化的相似性归因于使用的文字的同一性。为了解释其内在原因，书

中又进一步分析了汉字的特性，深刻地揭示了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这

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字体系对文化的塑造作用。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

对世界文字的研究、汉字的研究都具有启发意义。西方对于文字、汉

字性质的研究有三个不同的视角，一是继承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言

语是心境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观点的语言学家的视角，这一

视角的代表人物是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单纯从语言研究的视角把文

字看作单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忽略了文字系统的自身价值和文化

价值；二是深受文化人类学和进化论影响的普通文字学界，代表人物

的文字学家格尔伯，这派学者高度重视文字的自身价值，但受进化论

的影响先入为主地把世界文字的不同类型看作文字发展的不同进程，

认为表形文字是原始文字，表意文字是过渡期的文字，只有表音文字

a　〔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法〕陈彦译，第318—319 页。

b　同上书，第 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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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人类文字最高发展阶段和最终发展趋势。上述两派的观点是西方

的主流观点，不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

影响。除了观念先行之外，这两派的学者都缺乏对占据了世界文字类

型半壁江山的汉字缺乏深入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造成了理论上的错

误判断。第三个视角，就是以汪老为代表的汉学家的视角。汉学家往

往比熟悉汉字的中国学者更熟悉西方的文化传统，比西方的语言文字

学学家更熟悉汉字，具有双重的优势。从汪老的书中我们不难看出，

他既不承认文字“仅仅是简单的口语记录体系”，也反对汉字落后论的

观点，认为“汉字则是兼有书写系统和真正的独立的语言系统的双重

功能”，是一种既不同于表音文字，也不同于楔形文字和埃及古文字等

其他表意文字的独特文字体系。书中很多观点都独具慧眼，对我们研

究世界文字及汉字都具有可贵的启发作用。因此，我们汉字研究必须

坚持跨文化道路，吸收不同文化视野的观点和方法，提高自身的国际

化水平，同时也用汉字研究的成果推进普通文字学的研究。  

我还要借此机会表达对汪老的谢意！感谢他作为欧洲汉学界的泰

斗，在年近九十的时候接受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担任了北京师范大

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感谢他连续多年飞到北京为民

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和跨文化研究院举办的跨文化国际暑期班的同学

们用中文授课；感谢他积极参与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承担的教育部

重点研究基地“十四五”规划的重点项目“跨文化视野下的汉字、汉

语、民俗研究”的研究任务；感谢他对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和跨文

化研究院各方面工作的大力支持；感谢他对跨文化学学科建设做出的

杰出贡献；感谢他对中法友谊做出的杰出贡献；感谢他对世界文化、

人类文明做出的杰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