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张西平

提要　本文对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展开初步讨论 ,作者认为世界汉语教

育史的研究对象是:汉语作为外语研究的历史 ,或者说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历史 。由于世界

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具有跨学科的性质 ,从而对其研究的方法也具有多样性 ,可以运用多

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其展开研究 。对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提示我们应重视学科史的建

设 ,这一研究必将从历史的角度进一步推进汉语国际教育的理论体系的建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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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王力先生在 《汉语史稿 》中说:“汉语史是关于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的科学。”(王力 ,

1980:1)他认为 ,为了研究汉语史应该注意对汉语的亲属语言的研究 ,例如 ,对汉台语群中

的各类语言的研究 ,对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群的研究。为研究汉语古代语音 ,还应对日语 、

朝鲜语 、越南语中的汉语借词展开研究。但从根本上讲 ,汉语史首先是和中国史 、汉族人的

历史密不可分的 ,因而 ,汉语史的研究基本上是以中国史为背景 、以汉族人的语言认知活动

为内容展开的。到目前为止 ,所有已出版的汉语史研究著作基本上都是以此为基点展开的 。

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 ,但汉语的历史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 ,即汉语作为外语研究的历史 ,

或者说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不仅在中国发生 ,也在世界各地发生。对于

汉语这样的历史也应给予研究和重视 ,本文对如何研究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和学习 、研究的历

史做一简要的探讨 ,以求教于各位方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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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兴起的标志是董明《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2002)和张西平 《西方人早

期汉语学习调查》(2003)的相继出版。 2005年首届 “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讨会”在澳门召开 , 会议期间

在澳门注册成立了 “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 并在澳门出版了首届会议的论文集《世界汉语教育史研

究》 ,这标志着这个学科的正式确立。 2007年在日本大阪的关西大学召开了 “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

第二回会议” ,会议主题为 “ 16-19世纪的西方汉语学习 ”, 并将在澳门注册的 “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

会”转移到日本大阪正式注册 ,选举产生了新的学会领导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西平教授当选为会长 , 学会

决定 2010年在罗马召开世界汉语教育史第三届国际研讨会 ,这些标志着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和成熟。



一　世界汉语教学史的研究对象

世界汉语教育史就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历史过程。这一定

义已经大略地确定了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的基本内容 。

把汉语作为目的语进行学习和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 ,鲁健骥先生最早明确提出这个问

题 ,他说:“有史有论 ,是一个学科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近二十年来 ,对外汉语教学的科

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可以说在 论̀ '的方面 ,有了一定的基础 ,在`史 '的方面 ,显得十

分不足 。到目前为止 ,还只有一些很零散的记述 。因此 ,我们应该改变这种状况 ,尽快地开

展起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研究 。”(鲁健骥 , 1999)毫无疑问 ,对外汉语教育史是世界汉语教

育史的最主要内容 ,但并不是唯一的内容 ,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应该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内

容:

第一 ,对外汉语教育史 。汉语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 ,汉语的对

外教育始终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国家政策 ,作为语言教学 ,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给我们研究对

外汉语教学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如董明(2002:639)所说:“闹清中外古人汉语教学的

内容 、特点及方式 、方法 ,寻求其中有规律的东西 ,总结其经验教训 ,继承其优秀传统 ,做到

`古为今用 ' , 洋̀为中用 ' ,以便探索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文化底蕴 、符合汉语汉

字特点的对外汉语教学之路 ,搞好今天的对外汉语教学 ,促进学科的发展 、建设 ,使之日臻完

善 、成熟。”这点出了展开对外汉语教育史的重要理论意义 。只有做好学科的历史研究 ,才

能真正走出完全盲从于西方的二语习得理论 ,用其裁剪中文作为外语教育的特点 ,从而完全

忽略了汉语汉字特点的研究路向。历史研究会给予我们新的智慧 ,汉语作为外语的教育有

着比西方更为悠久的历史 。我们必须承认对于中国古代的对外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才刚刚开

始 ,这是一个亟待开拓的学术研究领域。学术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施光亨的长

文 《历史上的汉语教学:向着第二语言教学走出的第一步 》(2005)对对外汉语教学史做了一

个系统论述 ,给我们展示了对外汉语教育史的丰富内容 。

目前急需对中国古代到当代各个时期的对外汉语教育史展开断代史的研究 ,对中国历

史上的对外汉语教育史的重要人物和文本展开深入的个案研究 ,只有将断代史研究和重要

的个案研究做好了 ,我们才能真正写出一部较为完备的对外汉语教育史。近年来学术研究

已经开始向这样的方向发展。例如 ,张宏生编辑的 《戈鲲化集 》(2000)就是一个很好的对外

汉语教育史的文献整理个案。在澳门召开的首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讨会上 ,鲁健骥先

生的《〈践约传〉——— 19世纪中叶中国人编写的汉语简易读物 》、鲁宝元先生的《人在海邦为

俊杰 ,学从中华问渊源:乾隆 23年琉球王国第四批派遣留学生北京学习生活调查》、刘丽川

的 《清末的韩 、中 〈外国教师合同 〉比较研究 》、张美兰的 《掌握汉语的金钥匙:论明清时期国

外汉语教材的特点》、施正宇的 《汉语教师戈鲲化出使哈佛初探 》等论文(详见李向玉等 ,

2005)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了对外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内容 。程裕祯主编的 《新中国对外汉语

教育发展史 》(2005)则对当代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史做了系统的梳理 ,从而开启了对外汉语

教育研究史断代史研究的先河 。

第二 ,少数民族汉语教育史 。中华文化的历史就是一个汉民族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不

断融合的历史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汉字的传播直接影响了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文字的形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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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陆锡兴 , 2002:99-274),而且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 ,都存在着中国境内的少数民

族学习汉语 、接受汉语教育的历史事实。戴庆厦 、董艳(2006)认为 ,中国少数民族的双语教

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分别经历了从秦汉到明清 、从清末到民国和新中国时期的双

语教育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满族入关后的汉语学习 ,他们留下了一系列的汉语学习的历

史文献 ,这对我们研究汉语教育史都是很珍贵的。从现实来看 ,目前正在进行的少数民族的

汉语教育给我们提供了现实的材料。虽然 ,这不是对外汉语 ,当仍是将汉语作为目的语的教

育 ,也同样是一种第二语言教学。 (吕必松 , 2001)②因此 ,对中国国内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

的历史 、学习汉语的历史的研究同样是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

第三 ,国外华文教育史 。这是指对在国外生活的华人的汉语教育。 “有水井之处就有

华人 ,有华人之处就有华教 ”。这说明华文教育历史的久远。华侨的汉语教育一般都是在

双语背景下进行的 ,汉语也是作为目的语来学习的 ,因此也应作为汉语教育史的研究范围 。

郑良树先生三卷本《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 》(2007)给华文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典型

的范例 。近期出版的黄昆章先生的《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 》(2007)也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国别华文教育史的范例。这方面的研究也亟待展开 ,需要我们从不同国家的华人历史

情况出发 ,研究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华文教育的重要人物 、著作和教材 ,研究在不同语言背

景下展开中文教育的方法和特点。

第四 ,国别汉语教育史 。由中国政府主动派出教师进行汉语教学的历史并不长 ,但汉语

作为目的语学习的历史却很长 ,凡国外自主进行的汉语教育 ,并不能归为对外汉语教育。对

各国汉语教育的历史 、人物 、教材和研究著作做系统的研究是世界汉语教育史的重要和基本

的研究内容 。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六角恒广的 《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 》

(1992)和牛岛德次的《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 》就是这种研究的典范(见吕必松 , 1993);白乐

桑的《法国汉语教学史浅论 》(1993)、金基石的《韩国汉语教育史论纲》(2004)都是最早进

行这一研究的论文。在世界汉语教育史首届国际研讨会上丁超的《罗马尼亚汉语教育的发

展 》、潘奇南的《二十世纪新越南成立后的汉语教育 》、李明的 《20世纪的瑞典汉语教育 》、梁

志桦的 《新西兰的中文教育历史及其教学模式 》、董淑慧的《保加利亚汉语教学史概论》等论

文(详见李向玉等 , 2005)都是近年来国别汉语教育史的最新研究成果。

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是做好国别汉语教育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历史学的所有研究都是

建立在材料和文献的基础上的 ,这是它和理论研究的重要区别。近来这方面也有可喜的进

展 ,汪维辉教授整理的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2005)开启了国内国别汉语教育史文献

整理工作 ,在国外做得较好的是日本 ,日本学者六角恒广 《中国语教本集成》(1998)系统整

理了日本各个时期的汉语学习教材 ,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这些学术进展说明 ,如果推进国

别汉语教育史的研究 ,首要的问题就是要系统地收集和整理世界各国的汉语学习历史文献 ,

对这些基础性的文献加以整理和翻译是展开研究的第一步。除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外 ,对各

国重要的汉语研究者的著作和各个时期的汉语教材做个案的深入研究也是一项重要的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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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木哈白提·哈斯木(2001)指出:“对少数民族来说 ,汉语虽然不是外国语 , 但它毕竟是一种非母语

的外族语 , 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母语的习惯 , 同样也会对汉语的学习产生干扰甚至抗拒作用。”



在理论上 ,国别汉语教育史研究中有两点较为重要:一是注意在历史研究中展开对比语

言学的研究 ,研究汉语与其他外国语言接触中的特点 ,注意吸收对比语言学的成果③ ,这样

我们就可以从各国的汉语教育的历史著作中总结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基本经验和规律。二

是注意各国汉语政策和语言政策历史的研究 ,发生在国外的汉语教学不仅可以从对比语言

的角度展开 ,也应注意语言外的影响 ,即别国的语言政策和汉语政策对汉语教学的影响。语

言政策是应用语言学的重要内容 ,但在以往的汉语教学研究中较为忽视 ,但一旦我们将汉语

教育的历史研究扩展到国外 ,语言政策问题就成为一个事关各国汉语教育成败的大事 。

第五 ,国外汉学史 。各国的汉学家在他们进入中国各个具体学科研究之前 ,第一步就要

学习汉语 ,因此 ,各国的汉学史为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文献 。关注海外

汉学史的研究 ,从中提取有关汉语教学历史的材料是展开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重要途径 。

另一方面 ,在历史上 ,不少汉学家本身就是汉语教学的实践者或领导者 ,他们留下了一些重

要的汉语教学的著作和文献 ,如法国的雷慕莎(AbelRémusat, 1788— 1832)的 《汉语启蒙 》既

是他从事汉语教学的教材 ,又是西方汉学史的重要著作。实际上 ,如果做海外汉学史研究 ,

忽略了这一部分 ,那也将是不完整的 。(参见张西平 , 2003;姚小平 , 2004;许明龙 , 2004等)

这样 ,我们看到 ,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对象是包括对外汉语教育史和国内少数民族双语

教育史在内的世界各国汉语学习和展开汉语教育的历史 。我们倡导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

就在于 ,试图通过对各国汉语教育史的研究 ,探讨汉语在与世界各种语言接触中各国汉学家

和语言学家对汉语的认识和研究 ,总结汉语作为目的语进行教育的特点 、规律和方法 ,以为

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汉语教学研究提供学术和历史的支撑 。

二　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方法

通过以上我们对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的描述 ,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汉语教育史的

研究实际上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它的研究范围已经大大超越了单纯的应用语言学的

研究范围。研究范围的扩大必然导致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因此 ,在展开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

究时 ,所采取的方法是多样的 ,笔者认为在多样的研究方法中以下四点较为重要:

第一 ,语言习得理论的研究方法 。

对外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只是对外汉语教育研究的一种历史延伸 ,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

种外语教学 ,其方法的特点和独特性同样适用于对外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外汉语教育史

是世界汉语教育史的重要部分 ,因而 ,在展开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时 ,对外汉语的语言习得

理论自然成为它的研究方法。关于语言习得理论的研究方法 ,刘珣(2001)讲得很清楚 ,他

说:“语言学的任务是研究语言 ,把语言的规律弄清楚 ,它的任务就完成了。语言教育学科

则不能到此为止 ,它不是为研究语言而研究语言 。因此 ,除了对汉语这一客体的研究外 ,本

学科还需要研究教学活动的主体即学习者 ,研究学习者汉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 ,以及学习者

的生理 、认知 、感情等个体因素 ———这是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 。”这就是说 ,在对外汉语教育

史的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总结历史上的汉语习得的历史过程和规律 ,学习者的各种因素对汉

语学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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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对比语言学研究成果可参见潘文国 、谭慧敏(2006)。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在西方出版的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研究 ,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

语言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实践基础上的 ,这些西方语言学家大多对汉语没有研究 ,因此 ,这

样一种第二语言教学研究的理论是有局限性的 ,这点西方的语言学家也是承认的 。④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 ,在我们把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应用于汉语教育史研究时 ,要考虑到

它的局限性 。在这方面 ,对外汉语教育界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 ,字本位的提出就是一个证

明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研究世界汉语教育史对于建立基于汉语本身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

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几千年中国本土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汉语作为

第二语言教学的经验和教训 ,正是在研究世界各国汉语教学的历史中 ,我们可以总结出真正

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普遍性规律 ,并从这种历史的研究中提升出更普遍的规律和理

论 ,丰富一般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和外语教学理论 。

这就是说 ,在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中 ,一方面要善于使用当下语言习得的理论和方法

来指导我们的历史研究 ,另一方面 ,又不要局限于当下的那种以印欧语的语言习得为经验所

总结出的一般的原理 ,而是创造性的从世界汉语教育史的历史经验中丰富 、发展出真正从中

国语言文字特点出发的语言习得理论 。

第二 ,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方法 。

任何语言的发展都是在与其他语言的相互接触中变化与发展的。王力先生早年明确作

过论述 ,这已经被中国语言发展的历史所证明 。佛教传入中国后 ,不仅对中国的宗教和思想

产生了影响 ,对中国的语言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参见王力 , 1980)基督教自明末传

入中国以后 ,对中国社会和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同时对语言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近代以

来 ,中国语言在语音 、语法 、词汇三个方面的变化都和基督教的传入有极大的关系。从语音

来说 ,现在我们的汉语拼音系统的基础就是传教士所确立的。罗常培先生早年的论文至今

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⑤ 近年来杨福绵(1995)对利玛窦 、罗明坚 《葡华辞典 》的研究 ,张卫东

(1998)对 《语言自迩集》语音的研究都有突破性的进展 。语法方面 ,姚小平(1999)最早对将

《马氏文通》作为中国近代第一部语法书的观点提出批评 , 2003年在北京召开了 “西洋汉语

史研究国际讨论会”,并出版了万济国的《华语官话 》一书⑥。实际上万济国也并不是第一个

写出中国语法的传教士。对法国入华传教士马若瑟 《中国文法 》的研究已经开始(李真 ,

2003)。词汇方面 ,最有影响的是意大利汉学家马西尼所写的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

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 》(1997)一书 ,此书使我们对近代以来中国语言的形成历史有了一个

新的看法。这方面日本关西大学的沈国威等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参见沈国威 , 1994)这

些都说明 ,在我们研究世界汉语教育史时 ,其实已经进入了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领域 。

这样一个事实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 ,无论是佛教的传入还是基督教的传入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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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英国社会语言学家 R.A.Hudson在《社会语言学》的中文序中说:“一件令人尴尬的事实是 , (书

中)一次也没提到中国 ,这一方面反映出我本人的无知 , 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没出现在我所读过的著作和

论文之中这一事实。”转引自《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第 130页。

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大多局限在对《西儒耳目资 》的研究上 , 实际上传教士所留下的大量语音文献

至今尚未被系统研究 。

国外已经开始注意这一研究领域 ,参见 Breitenbach(2004)。



外来者最初只是汉语的学习者 ,他们汉语学习的历史材料显然是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基

本内容;另一方面 ,他们的汉语学习反过来影响了汉语本身的发展 。研究这种语言接触对汉

语的影响 ,就使我们进入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范围 。对做中国语言学史的人来说 ,汉语教育

史是其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特别是传教士汉语的研究 ,将会对中国语言学史的书写

产生重大的影响 。同样 ,对于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者来说 ,如果仅仅局限于第二语言教学的

方法 ,仅仅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放在对汉语教育史的研究中 ,已经不能更好地推进其研究。我

们应该从更大的学术视野 ,从整个中国语言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运用中国语言学史的

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 ,才能将其学术价值更好显现出来 。

第三 ,汉学史的研究方法。

当中国语言从传统走向现代之时 ,在西方也正经历着一场 “普遍语言学运动 ”(Mungel-

lo, 1985),从大的历史背景来说 ,这是和地理大发现紧密相连的;从具体背景来说 ,西方各国

的汉语学习是和当时西方各国汉学的兴起和发展密不可分的 ,或者说 ,西方各国的汉语教育

本身就是西方汉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欧洲文化界对中国语言的认识最早都是从入华传教士写的有关中国的书籍上看到的 。

据说中国方块字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书籍中是在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的 《中华帝国史 》中 ,影

响较大的是基歇尔(Kircher)的 《中国图说》,他在这本书中首次公布了中国的一些象形的古

文字 ,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 。特别是他首次将 《大秦景教碑 》的碑文编成了拉汉对照词

典 ,使汉字在欧洲第一次可以根据罗马拼音读出 ,可以根据拉丁文释义来理解 ,这在当时的

欧洲是破天荒的大事 。这恐怕也是在欧洲最早出版的欧洲人学习汉语时的第一部拉汉词

典 。(Kicher, 1979)

第一次把中国语言放入世界语言研究范围内的著作是英国人韦伯(JohnWebb, 1611—

1672)的 《论中华帝国的语言可能是原始语言的历史性论文 》(1669)。这本书在西方影响很

大 。虽然韦伯本人从未来过中国 ,但他通过阅读传教士的著作提出了这种惊人的观点 。从

中国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价值不大 ,但从西欧思想文化史的演变而言倒有一定的地位 ,

所以对西方人学习汉语 、研究汉语具有重要意义 。汉语教学史的研究不能仅仅从语言学的

角度出发 ,还应从比较文化和比较语言学的角度考虑 ,关于这一点下面在讲方法论时还会提

到 。

德国早期的汉学家米勒(AndreasMǜller)是欧洲本土最早研究汉语的人之一 ,他在自己

著名的 ClavisSinica一书中称他已找到了学习汉语的钥匙 ,可以很快地读懂汉语。这个消

息曾一度使莱布尼茨十分动心 ,多次给他写信 。(Mungello, 1985)在俄国的德国早期汉学家

巴耶(T.S.Bayer, 1694— 1738)也是最早学习汉语和研究汉语的人 ,他既研究中国文学也研

究中文文法 。(Lundbaek, 1986)

1814年 12月 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开设了汉学讲座 ,从此 “传教士汉学”与 “专业汉学 ”

并存的时代开始了。 “这个日子不仅对于法国汉学界 ,而且对于整个欧洲汉学界 ,都是有决

定意义的”。 (戴仁 , 1998)从此 ,汉语 、汉语语法及 《大学》等都成为法兰西学院的正式课程 。

第一任汉学教授雷慕沙(AbelRémusat, 1788— 1832)第一次讲中文文法时借助的是马若瑟

的手稿 ,几年后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汉语教学著作 《中华帝国通用的共同语言官话 》,奠

定了他在汉语教学中的地位 ,而 《汉文启蒙 》(ElémensdelaGrammaireChinoise)很长一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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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也成为法兰西学院的汉语教材。

德国汉学和汉语教学的奠基人是硕持(WilhelmSchott, 1802— 1889)。他于 1833年在

柏林开设中国语言文学课程 ,拉开了德国专业汉学的序幕。他于 1826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

文是《中国语言的特点 》(DeIndoleLinguaeSinicae)。(张国刚 , 1994;简涛 , 2000)他 1857年

在柏林出版的《可用于讲课 、自学的汉语课本 》(ChinesischeSprachlehre, zumGebrauchebei

VorlesungenundzurSelbseunterweisung)很长时间内是德国人学习汉语的教材 。

俄国汉学和汉语教学的奠基人是雅金夫·比丘林 ,他在北京呆了 14年之久 ,其间他努

力学习汉语 ,并最早开始编纂辞典。 1831年比丘林在哈克图开办了俄罗期的第一所汉语学

校 ,并亲任教师 , 1838年返回彼得堡后 ,又从事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 30多年 。 “他的办学为

俄国开办汉语学校提供了经验 ,所编 《汉语语法 》(1835)长期被沿用 ,直到 20世纪初仍是喀

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教材”。 (李明滨 , 2000)

英国的汉学和汉语教学则落后于法国和德国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入华以后 ,英国的汉学

和汉语教学有了长足的进步。理雅格(JamsLegge, 1815— 1897)的英译中国典籍奠定了他

在十九世纪西方汉学史上的地位。而翟理思(HerbertAllenGiles, 1845— 1935)在继承威妥

玛汉字罗马拼音法的基础上所创立的 “威—翟式 ”拼音也使他在汉语研究上确立了自己的

地位。

美国传统汉学的兴起是和基督教新教入华传教联系在一起的。按费正清(1997)的说

法 ,它是 “西方入侵的一部分 ”,美国大学的第一个汉学系是由卫三畏 (SamuelWellsWil-

liams, 1812— 1884)1876年从中国返回耶鲁大学后所创立的 。 “在卫三畏的主持下 ,建立了

美国第一个汉语教学研究和东方学图书馆 。翌年 ,哈佛大学也设置汉语课程 ,并设立东方图

书馆。”(侯且岸 , 1995)

我在这里罗列这些历史事实是想说明:如果我们做国别的汉语教育史 ,那实际也就进入

了汉学研究的领域 ,不从这个角度把握 ,我们很难摸清各国汉语教育史的线索。

第四 ,对比语言的研究方法 。

研究汉语在世界各国的教学与研究就必然涉及到不同语言之间的比较 ,就必然涉及到

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 。任何一个外国人在他从事汉语教学和研究时很自然要受到其母语的

影响 ,原有的母语对其学习汉语和研究汉语都有着内在的影响。因此 ,从语言对比的角度分

析不同国家的汉语研究者的汉语观是我们研究世界汉语教育史时所必须掌握的方法 。对比

语言学最早是由美国人类语言学家沃尔夫(BenjaminLeeWhof)提出来的 ,在西方语言学史

上最早将西方语言和中文进行对比研究的是德国的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VonHum-

boldt),他所提出的汉语与印欧语系之间的比较的观点至今启发着所有从事汉外语言比较

的学者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比较语言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他们所提出的比较语言学的

原则和方法成为我们研究世界各国汉语教育史时所必须遵循的方法。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

只有掌握了比较语言学的方法 ,才能更有效地进行世界各国汉语教育史的研究。

三　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意义

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开设世界汉语教育史的课程是对外汉学专业一个重要的进步 ,任

何学科都有理论与历史两个方面 ,学科史是学科理论展开的历史支撑 ,一个没有学科史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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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是不成熟的学科。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学习世界汉语教育史的重要意义。

第一 ,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将进一步丰富对外汉语理论的研究。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提出不过几十年的时间 ,而世界各国的汉语教育和汉语研究的历

史已经有二百多年 ,中国自身的对外汉语教学和双语教学的历史则更长。世界汉语教育史

为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范例 ,通过认真研究世界汉语教育史的重要

著作和人物 ,我们可以为汉语教学的理论找到历史的根据 ,进一步丰富当前的第二语言习得

理论。例如 ,鲁健骥(2005)通过研究《语言自迩集》中由中国文人所编写的教材 《践约传 》,

认为《践约传 》作为汉语学习的泛读材料有着启发意义 ,因为 “泛读在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

中还不落实 ,由《践约传》开创的精泛互相配合的教学方法 ,没有继承下来 ”。他通过对 《践

约传》这个世界汉语教育史上的历史泛读教材的研究 ,进一步认识到加强泛读和精读的结

合的必要性 。所以 ,他呼吁 “应该重视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历史 ,包括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

史的研究 ,推动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发展 。当时从事汉语教学的外国人和我国的对外汉语

教师思考的问题 ,也会对我们今天的教学有所启发 ,大有裨益的。”

第二 ,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将直接推进对汉语本体的研究。

文化间的交往必然带来语言间的交往 ,当汉语作为外语在世界各地被学习时 ,学习者会

不自觉地受到母语的影响 ,从第二语言习得的角度来看 ,母语的作用会直接影响学习者的汉

语学习 。但很少注意到 ,学习者的这种习惯力量也同时推动着语言间的融和 。

王力先生说:“中国语言学曾经受过两次外来的影响:第一次是印度的影响 ,第二次是

西洋的影响 。前者是局部的 ,只影响到音韵学方面;后者是全面的 ,影响到语言学的各个方

面 。”(王力 , 2006)这两次影响的启端都是从汉语作为外语学习开始的。佛教的传入 ,印度

的僧侣们要学习汉语 ,要通过学习汉语来翻译佛经 ,结果 ,直接产生了反切。王力先生说 ,反

切的产生是中国语言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 ,是汉族人民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表

现 。西方语言学对中国的影响表现得更为突出 ,来华的传教士正是为了学习汉语编写了汉

语语法书 ,如卫匡国(MartinMartini, 1614— 1661)为了读中国的书 ,写下了《汉语文法 》;传教

士们为了阅读中国典籍 ,发明了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法;为了以中国人听懂的语言来布

道以及翻译圣经等宗教书籍 ,创造了一系列的新词汇 ,包括至今我们仍在使用的大量词汇 。

这说明 ,当一种语言作为外语来被学习时 ,它并不是凝固的 ,它也会随着学习的需求而不断

发生变化;反之 ,学习者虽然是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的 ,但学习者并不是完全被动的 ,

学习者也会对自己的目的语产生影响 。语言间的融合与变迁就是这样发生的。直到今天 ,

现代汉语形成的历史并未完全说清 ,而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则可以直接推动汉语本体的

研究 ,可以直接推动近代汉语史的研究。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关于明清之际中国官话问

题的讨论 ,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明清之际的官话是北京话 ,但最近在传教士的很多汉语学习文

献中发现 ,他们的注音系统是南京话 ,这些传教士在文献和他们的著作中也明确地说他们学

习的官话是南京话。不仅西方传教士的汉语学习材料证明了这一点 ,同时在日本的汉语学

习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日本江户时期冈岛冠山所编写的 《唐话纂要 》《唐译便览》《唐话

便用》《唐音雅俗语类 》《经学字海便览 》等书 ,六角恒广研究了冈岛冠山的片假名发音后 ,明

确地说:“这里所谓的官音是指官话的南京话。”(六角恒广 , 1992)这说明汉语学习的文献直

接动摇了长期以来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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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语法和词汇两个方面 ,有更多的文献和材料说明只有在搞清世界汉语教育史的情

况下 ,才能更清楚地研究好近代中国语言学史 ,甚至可以说 ,随着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深

入 ,原有的前辈学者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的结论将被重新改写 。

第三 ,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将加深海外汉学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以往在海外汉学史的研究中 ,绝大多数研究者是不把汉学家们的汉语学习历史和文献

作为研究内容的 ,认为这样的著作和文献是很肤浅的 ,海外汉学史研究的是汉学家们专题性

的研究著作 。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展开使我们对以往海外汉学史研究重新反思 ,汉学家

们的汉语学习文献和著作同样是海外汉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例如 ,张西平对罗明坚(Mi-

chelRuggieri, 1543— 1607)汉语学习史的研究 ,给我们提供了天主教早期最早的汉文写本 ,

揭示了罗明坚汉诗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这些都是在罗明坚的正式著作中所不可能发现的。

同样 ,正是在从事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中 ,我们才能掌握中华文化外传的轨迹 ,看到

中国典籍向外传播和翻译的具体历史过程 ,这种研究将大大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四　结论

世界汉语教育史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一领域的开拓必将极大地拓宽汉语作为第

二语言教学的研究范围 ,使学科有更深厚的历史根基 ,从而使我们在总结和提升汉语作为第

二语言教学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时 ,不再盲目地追随西方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 ,而是从汉语作

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悠久历史中总结 、提升出真正属于汉语本身的规律。实际上 ,我们还可以

在这一研究中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做出我们的贡献 ,将我们的历史经验提升为更

为一般的理论 ,使其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尽管这还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但在学术上则是必须

要确立的一种文化自觉的理念 。先后两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大会的召开 ,是我们向这个目标

迈出的第一步 , “世界汉语教育史学会 ”的成立 ,则表明了中国学者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心。

世界汉语教育史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涉及多学科 ,必须有多种方法的结合 。我们

在运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方法时 ,一定要注意和中国语言学史的方法相结合 。在一定意

义上 ,中国语言学历史的研究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和教育历史的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

那种将汉语国际教育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经验研究的方法是其学识不足的表现;反之 ,那种

无视甚至轻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和教育历史的观点同样是一种学术上的短视。如果忽

视了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 ,将无法揭示出中国近代以来语言变迁的真正原因。

同时 ,我们在这一研究中将会强烈地感到 ,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中国本

土 ,中国语言对国外语言发展的影响正是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历史中产生的 ,这不仅

表现在东亚一些国家的语言形成和发展之中 ,也表现在西方近代以来的语言变迁中。将世

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纳入学术视野 ,将使我们对中国语言的思考 ,对 “汉语国际教育 ”的研

究扩展到一个更为宽阔的学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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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国际研讨会举行

为促进汉语的国际化传播及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与研究 ,第三届对外汉语词典学

国际研讨会于 2007年 11月 30日至 12月 2日在南京大学召开。这次会议由南京大学双语

词典研究中心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国际汉语出版中心主办 ,中北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和南京理

工大学协办 。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 、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 、本届研讨会组委会主席 、南京大

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张柏然教授出席了会议 ,并致开幕词。南京大学校长助理

周宪教授 、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守仁教授分别致词 ,祝贺本届研讨会顺利召开 。

出席本届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国大陆 、香港和马来西亚的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和双语词典

学领域的 50多名专家学者 ,此外还有 30多名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

这次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全面反映了近期对外汉语词典学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入选论

文均经过精心筛选 ,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 ,从总体上体现出对外汉语词典学在研究

模式上的系统性 、开放性 、创新性 ,代表了当今对外汉语教学与双语词典学领域的发展状况

和水平 。

与会代表在会议上宣讲的论题范围广泛 、阐发深入 ,其中包括对外汉语词典的类型 、收

词立目 、释义 、句法和语用信息的处理问题 、例证的选择 、插图匹配和语料库的使用等问题 。

本次学术研讨会还于 12月 1日晚专门举办了青年学者论坛 ,来自全国各地的翻译学博

士生和硕士研究生与对外汉语教学和双语词典界的专家前辈面对面 ,进行了相关论题的广

泛交流和探讨 ,论坛气氛热烈 ,青年学者们感到受益匪浅 。

大会于 12月 2日下午举行闭幕式 ,香港城市大学郑定欧博士致闭幕词。

(第三届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国际研讨会组委会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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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andlanguageactivities.ItdiscusseshowtheteacherdesignsandselectsTICforfacilita-
tingthestudents' languageacquisition.TheauthorassertsthattheidealTICshould:1)have
concrete, authenticandrelevantinformation;2)createaninformationgapandcommunication
motive;3)carryappropriatecognitiveburdenandpositiveaffectiveelements;and4)leadto
muchmorediversifiedandeffectiveclassroominteractions.

Keywords:teacherinitiatedcontent, languageactivity, classroominteraction

ThemechanismofChineselocalizationanditsapplicationtoteaching
　 WANGGuangquanandLIUYinglǜ, p115⋯⋯⋯⋯⋯⋯⋯⋯⋯⋯⋯⋯⋯⋯⋯⋯⋯⋯

Inmanycases, thereisnospecificreferentialformforaparticularlocation, butthereis
localizationmechanisminanylanguagethathelpstogeneratereferentialformsoflocations.
Thispaper, onthebasisofclassificationofwordsthatmaybelocalized, definesandcategorize
thelocalization-markers, distinguishesself-referredlocalizationconstructionsfromother-referred
localizationconstructionsandsummarizestherulesforChineselocalization.Finally, itdiscus-
seshowtoapplytherulestoteaching.

Keywords:localization, localization-marker, localizationconstructions, nounsoflocality,
teachingChineselocalization

OnthesubjectandmethodologyinthehistoryofworldwideChineselanguageeducation
ZHANGXiping, p122⋯⋯⋯⋯⋯⋯⋯⋯⋯⋯⋯⋯⋯⋯⋯⋯⋯⋯⋯⋯⋯⋯⋯⋯⋯⋯⋯⋯

ThepaperdiscussesthesubjectandmethodologyinthehistoryofworldwideChineselan-
guageeducation.Theauthorholdstheopinionthatthesubjectisaboutthehistoryofstudiesor
learningofChineseasaforeignlanguage.Sincetheresearchismultidisciplinaryinnature,
thereshouldbevariousapproachesintheresearch, i.e.alltheapproachestostudyrelateddis-
ciplinescanbeinvolved.TheresearchofthehistoryofChineselanguageeducationintheworld
suggeststhatwemustattachimportancetothedevelopmentofthishistoryasadisciplinewhich
isboundtopushforwardtheestablishmentofthetheoreticalsystemofChineselanguageeduca-
tionintheworld.

Keywords:historyofworldwideChineselanguageeducation, subject, methodology

AnanalysisofthefirstschemeforthescientificteachingofChinesecharactersin19th
centuryinRussia—asystemdevelopedbyV.Vasilievforrecognizingandmemori-
zingChinesecharacters WUHe, p133⋯⋯⋯⋯⋯⋯⋯⋯⋯⋯⋯⋯⋯⋯⋯⋯⋯⋯⋯

V.VasilievwasagreatSinologistin19thcentury, whomaderemarkableachievementsin
manyaspectsinthefieldofsinologyinRussiaafterthegreatsinologistY.Bichurin.Thispaper
introducesandanalyzesanimportantacademicproductionofV.VasilievinChineselinguis-
tics:thesystemforrecognizingandmemorizingChinesecharactersefficientlywhichmadea
breakthroughforlearningChinesecharactersbyRussianstudentswhohadlearntthembyrote
andwithoutanymethodicalness.Obviously, ithelpedthestudentslearnChinesecharacters
moreefficiently.Therefore, V.Vasiliev' ssystemisaveryimportantcontributiontothehistory
ofsinologyaswellasthehistoryofChineselanguageteachinginRussia.

Keywords:ChineselanguageteachinginRussia, formalsystemofChinesecharacters,
constituentsofChinesecharacters, V.Vasili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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