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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汉学界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不再局限于东方文化，

开始全盘追求西方文化。这一时期日本的汉语教学思想走向了实用主义，汉学

家及汉语教师们如何理性地研究汉学继而进行汉语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明治

维新时期汉语教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在日本汉语教学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

研究此时期的汉语教学思想对于丰富世界汉语教学史研究以及促进中国汉语教

学走向世界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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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世界汉语教学发展史上，日本的汉语教学可以说是开展较早、并且关于

汉语教学模式和思想的研究与发展也较为完善，一直在国外汉语教学领域享有

盛名。在中日漫长的历史交往过程中，日本涌现出了一大批富有成就的汉学家

及汉语教学工作者，在汉语教学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明治时期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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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近代起航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日本汉语教学思想的重要转折期，对后来的

日本及世界汉语教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2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汉语教学思想形成背景

19 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在欧洲蓬勃发展，西方列强为了加快海外扩张、进

一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将爪牙伸向亚洲，日本也开始遭受到西方国家坚船利

炮的攻击，自此打开了日本闭关锁国两百多年的大门，日本民族面临着沦为半

殖民地的危险。1868 年推行的明治维新是明治天皇与政府中的有志之士为了摆

脱民族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威胁以及改变日本国内混乱不堪的局面，开始进行的

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新成立的明治政府，打破地方封建，成就中央集权，

全力学习西方科学、政治、军事、教育、文化。”［1］这场改革运动充斥着全面

西化和现代化的特征，促使日本快速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明治政府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以资产基础为主要因素的改革，面对西

方列强的侵略及文化渗透，明治政府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

强兵”三大政策，这有效地缓解了国内外的诸多矛盾，使得日本迅速崛起。其

实这些政策的实质就是日本政府为了反抗西方列强的霸道主义入侵和有效的转

嫁自己的国内危机，三大政策的实施一贯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准则。明治维新运

动的积极倡导者吉田松荫即主张，“当前应同欧美各国增进信义，在此期间养

蓄国力，要分割易于夺取的朝鲜、满洲、中国，使之服从”。［2］这一主张延续

了日本自古以来傍强、争强的传统。由于中日两国特殊的地理位置，拥有“丰

富资源”的中国俨然成为日本政府想要快速入侵的对象。日本政府为了能够顺

利地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文化入侵，迫切需要大量懂汉语的

人才，因此汉语教育被列为外语教育提上了日程，并且传统的全面汲取儒学文

化的汉语教学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

1871 年，中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政府开始扶持国内的汉语教学，

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学校的官方汉语教育还是民间的汉语教育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日本政府又快速地建立一批汉语学校，招募了大批的中文教师，并迅速地将汉语

教学由南京话改为北京普通话。李无未教授在其所著的《日本近现代汉语语法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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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中指出“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会话’课本数量庞大……可以认定，它是

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的‘范型’和‘缩影’。”［3］明治维新以来，虽然日

本学术界开始全面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化以及语言教学模式和风格，但是广大的汉

学家和汉语教学工作者并未完全脱离自己的本职工作领域，而是审时度势地将汉

语教学的思想、内容、模式、方法等向西方语言教学看齐。这一时期以北京官话

为基础编撰的汉语教材正是为了更加紧密的贴合中日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交往

现实，同时这些北京官话“会话”教材风格双重吸收了中西方语言文化教学思想

的模式，因此，此时期的汉语教学思想并没有“停滞不前”。“在语文教学方面，

和训突出了日语的交际方向和汉语教学中注重实用主义的语用学，唐通事汉语教

学为翻译工作而服务，而在此之后，威妥玛所代表的西方语言教学思维开始发挥

作用。”［4］此时期的汉语教学不需要考虑某种语言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成为了

夹带政治目的的一种语言训练。安藤彦太郎认为：“这种‘实用’是适应战前日

本侵入中国大陆的两个方面，有商务和军事两方面”。［5］正是受到这一时期务实

教育思想的影响，日本的汉语教学思想出现了“速成”意识，越来越多的汉语教

学工作者针对不同行业需求，研究风格迥异的中文教科书。日本汉学家竹内好根

据此时日本社会中的汉语教学趋势和现状，更是直接提出此时期的汉语教学风格

有“商人中国语”和“大兵中国语”组成。依据日本对中国的现实态度以及切实

施行的汉语教学思想和政策，有效发挥中国语在商业或军事政策中的实用性作用

是必然要求，当然，从语言教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实用的中国语由于缺少中国语

言历史背后的文化特质，自然而然表现出了不可避免的、直白的粗俗性。

明治维新时期汉语教学思想的快速改变与进一步发展，实质就是为了迎合

日本的国情需要。因此，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汉语教学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

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是在国家政治利益的诱导下而进行的非纯粹性的语言

文化教导活动，是带有强烈政治目的性的一种语言工具化教学行为。

3  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学思想的转向与特点

3.1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汉语教学思想的转向

日本明治时期的汉语教学作为近代世界汉语教学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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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这正是由于此时期的汉语教学思想产生了“巨变”。明

治维新改革初期的时候，“外务省设立‘汉语学所’，仍然延续以南方官话为主

的长崎唐通事汉语教学方式，延续‘封建家学’式的汉语教学方法。”［6］随着西

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强制性”渗透，日本在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不得不

去学习西方的语言教育思想及模式，又赖于“三大政策”的不断深化，日本的许

多有志之士开始主动地将眼光瞄准了西方，他们开始用近代以来世界兴起的西方

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来评判中国。维新派开始思考如何把“殖产兴业”和“富国

强兵”的政策搬到日本的发展过程中来，他们看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这一

阶段的汉语教学思想与日本社会的向前发展格格不入，同时也看到了西方先进的

科技与文化是促进国家和民族强盛发展的必需力量。因此，以仿学西译文化为主

的日本近代文化运动拉开帷幕。“明治维新”使日本迎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与

此同时，日本的汉语教学思想开始走向了一个和政治联系密切的道路。

自 1868 年明治维新开始以来，日本对西方开始进行全面的研究，日本的汉

语教学思想和方式开始快速吸收、借鉴西方语言教学特色。在这一时期，和训

凸显了日本的汉语交际性和汉语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特征，唐通事的汉语教学

方式也依据当时日本社会与中国“实际来往”的需要，加快向西方语言教学模

式转变。转型期的日本为了使得自身有更多精力学习和仿制西方的科技文化，

其学校教育也就无可避免地开始出现对汉语教学思想进行实用性，工具化的改

造现象，而不再去深究汉语厚重的文化意蕴。正是由此，日本汉语教学思想在

明治维新时期开始了快速“西化”的进程。

3.2  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学思想的特点

3.2.1  以实用主义原则为指导，批判地吸收“汉学”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汉语教学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于日本政府开始将侵

略目光投向中国，越来越重视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贸易等之间的关系，其

国内的汉语教学不可避免地向实用主义倾斜。从内容上看，由学习中国的古典文言

到以白话文教学为核心；从口语上看，从之前以南京话学习为主到以北京话为口语

教学标准；从教学模式上看，由唐通事的“家教”模式向西方学校式转变；从价值

取向看，汉语教学从追求文化意义向实用主义倾斜。很明显此时期汉语教学思想是



·476·
试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汉语教学思想 2021 年 9 月

第 3 卷第 3 期

https://doi.org/10.35534/lin.0303027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lin

要为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扩张而服务，汉语变成了一个纯实用工具。越来越多高素

质人才从亚洲形势和明治政府的外交政策上看到了汉语（尤其是汉语口语）的重要

性，从而走上了汉语学习和汉语教学的道路。 “明治维新以后，出现了专门的汉语

学校、专职的汉语教师和公开出版的汉语教科书，汉语教育成为一种社会事业。”［7］

这些变化标志着明治时期“汉语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西洋学术思想的入侵对日本的文化和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为了使“汉语

教学”适应时代需要，与西方语言教学思想相竞争，实现汉语工作者的价值，

日本的汉学家和汉语教学工作者对汉学文化进行了“扬弃”。在这一特殊的历

史时期，他们抛弃了儒学传统的理想主义，转而在汉学文化中寻求符合日本社

会革新的实用主义思想。日本汉语教学工作者随势以实用主义原则为指导批判

地吸收传统汉语教学思想中的“有效成分”，以便更顺利地开展汉语教学。此时，

在中西方语言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西方语言教学思想和模式显然占据优势，

即使是“营养充足”的汉语成分也需要被拿来进行转变，进行再创制，并以此

再作为汉语教学的依据。因为汉学家们知道在这样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传统汉

语教学思想与日本所“追崇”的西方文明以及当时日本社会发展状况是格格不

入的，“不彻底铲除‘汉学’中的有碍近代日本文明发展的思想，那么，人们

的思想自然得不到解放，从而日本社会也不可能向前发展。”［8］显然，福泽谕

吉对汉语教学在日本发展的认知上出现了功利目的，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来

看，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反映了日本政府对汉语传统教育思想的漠视。从现实状

况来看，这一时期，日本在吸收“汉学”的过程中是吸收其“精华”，即具体

的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抛弃“糟粕”如和日本政府想快速入侵中国的目的并

不十分相关的汉语的有关“文化内涵”“文化传统”等。

在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日本在两种强势的文化之间选择了实用主义道路，

不再原汁原味地学习汉语，开始了自编汉语教材，正式开始引入了西方汉语教

材及其教学思想和教学模式，同时汉语教学的思想和教学方法也逐渐由研究型

向实用型偏移。

3.2.2  注重理性探索

在明治维新以前，无论是服务于汉学教育的汉语教学还是唐通事的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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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教学方式一直是中国古代私塾教育的一种翻版，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就是先

读、再解、而后背的固有模式。它的具体表现为：在解读儒学经典前，教师会教

授学生阅读经典的方式，这种汉语教学思想可以使汉语学习者在系统掌握汉语语

言要素之前对汉语的有关文化因素有适当的了解，从而推动汉语具体语言知识的

学习。唐通事强调对汉语的学习必须从刚刚学会说话的婴儿时期开始，并且随着

孩童年龄的变化分别制定精细化、具体化的汉语教学方式，以此让学习者更好的

感受汉语教育。“唐通事汉语教学时代还没有西方的现代语言学思想的影响，对

语言对汉语的认识完全没有‘复数式、进行体、过去时、词头、词尾’的理念，

他们只是凭借‘本能’的语感，把汉语语法结构融入有典型意义的语言片段中”［9］

显然唐通事的“家学式”的汉语教学思想注重经验式的开导，没有将语言系统进

行体系划分，比如成立专门的语音学、语法学等体系。囿于时代环境因素的影响，

唐通事的汉语教育思想虽然可以更好地为中日贸易往来进行有效的沟通，但是未

能进一步促进日本汉语教学更加专业化发展。

1876 年 9 月（明治九年），英国驻华大使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被引入日本，

“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标志着西方语言学和语言教学思想影响汉语教学以

及汉语研究的开始。此后，日本的语言学研究和汉语教学可以说全盘笼罩在西

方语言学理论之下，与传统割裂开来”。［6］可以说《语言自迩集》中西方新颖

的语言教学理念对日本的汉语教学思想和汉语言教科书的编写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时的日本汉语教学工作者善于捕捉新生事物，并积极反映在教科书中。更为

重要的是受《语言自迩集》带来的西方先进的语言学观念的影响，日本人在汉

语的学习上由之前的自发逐渐走向了理性与自觉，日本的汉学家及汉语教师开

始重新审视学习汉语的角度和方式。

《语言自迩集》一书中将北京话口语中的轻微语音流变现象，如轻声，儿

化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对这些语调变化进行归纳和阐释，它依据语法功能效

用对汉语进行了调类划分，其对汉语语言中的“的”字结构、被动句式等的讨

论以及对西方语言中的标记字母方法的介绍都为日本的汉语教学思想和教学模

式提供新的思考，其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和教学模式以及建立的以北京普通话为

研究对象的会话系统对沿袭“唐话”教学的日本传统汉语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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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促使日本这一时期的汉语教学思想不断在理性中发展。

《语言自迩集》给日本近代汉语教学带来的重大影响，不仅仅是语言意识

方面的觉醒，也进一步增强了汉语教学的思想性，激发了日本汉语教学工作者

对汉语的教学思考，促进了日本汉语教学不断地趋于理性并不断在创新中进行

发展。《语言自迩集》带来的新的语言教学理念和模式使日本的汉语教学开启

了由传统向西方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它促进了日本汉语教学思想开始逐渐向

西方专业化语言教学思想的转变。

4  结语

明治维新一方面开启了日本汉语教学模式向更加规范化、合理化的现代语

言教学模式转变；另一方面汉语教学思想产生的政治化倾向也限制了对语言文

化本身的思考。对于汉语教学工作者来说，不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必然会

导致其语言教学思想的不深刻性和不完善性。因此，此时期日本的汉语教学缺

乏文化内涵，文学趣味性下降。明治维新时期汉语教学者们随着时代变化对汉

语教学思想和模式的思考促进了汉语本体的研究，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汉语教

学思想以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文化的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学思想研究会使得我们对日本汉语教学思想的历史发展

脉络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更新我们的汉语学术研究以及

推动中国汉语教学走向世界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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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Meiji Restoration period, the Japanese sinology circle was 

no longer limited to Eastern 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country 

was fac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oubles, and began to pursue Western culture 

in its entirety. During this period, Japanese Chinese teaching thoughts moved 

towards pragmatism.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Sinologists and Chinese 

teachers to study Sinology rationally and then to teach Chines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eaching ideology during the Meiji Resto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eaching in Japan. The study 

of Chinese teaching ideology during this period is of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enriching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and 

promoting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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