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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刁晏斌
（辽宁师范大学�辽宁 大连116029）

摘　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有一个问题经常被人们忽略了�即使在教材编写中也是如此�这就是不同时代的语言差异
问题。本文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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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lem Which Deserve to Be Noticed in Teaching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
DIAO Yan-bin

（ L iaoning Teachers’ University �Dalian L iaoning116029�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brings up a problem which emerge in teaching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 ．It is the neglect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orks written in early time and in present stage．Finally we remind the teachers of
paying attention to it．
Key words：Teaching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Teaching material

　　在对外汉语教学所用的教材中�特别是高级阶段的教
材中�现代文作品占了一定的比例。我们在这里所说的
“现代”�是与一般所说的“当代”相对而言的。这当然不是
我们的发明�比如以下我们将要讨论的《高级汉语教
程》［1］的《说明》中�就这样写道：“本书所选的课文以现当
代的散文、短篇小说为主�也选用少量的话剧、杂文、古代
白话小说等。在内容方面�反映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的作
品为主�也适当地选入一部分影响较大的传统名篇……”

这里的现代当代�显然是按文学上的划分来说的。按
文学上的分期�当代是指建国以后�而现代�则是指“五四”
后到建国前的这一段时间。所以�我们所说的现代文�就
是指那个时期的作品。

在《高级汉语教程》上册所选的10篇正课文中�属于
现代文范围的有以下3篇：朱自清的《背影》（作于1925
年）、鲁迅的《药》（作于1919年）和曹禺的《日出》（发表于
1935年）�占总数的30％；另外�在10篇阅读课文中�也有
鲁迅的《藤野先生》（作于1924年）和茅盾的《公债买卖》
（发表于1933年）�占总数的20％。二者合一�则本册中
现代文的数量占整个课文的25％。

那么�为什么要区分现代文和“当代文”�二者之间有
什么区别？

除去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不同外�二者的最大区别就在
于语言形式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而这一点�似乎还没有
引起人们充分的注意。

笔者曾经提出“现代汉语史”的概念�而它的前身是
“现代汉语历史发展研究”。［2］我们把现代汉语史定义为�
以现代汉语的历史发展演变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现代

汉语的一个分支学科。［3］
用现代汉语史的观点来看现代文和“当代文”的语言�

我们就会发现�二者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如果说�“当代
文”的语言与今天我们所用的语言有相当的一致性的话�
那么�现代文中所用的语言则与今天有了比较大的差异。

以下�我们就以《背影》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背影》一文中与现在语言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1．字形差异
如�“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

老境却如此颓唐。”
按�此句中的“那”音 nǎ�义同“哪”�今字形作“哪”。
类似的再如“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惟”今

通常用“唯”�“利害”今通作“厉害”。
2．音节差异
如�“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路�须跳下去又爬上去。”

收稿日期：2004－02－25
作者简介：刁晏斌（1959－）�男�山东烟台人�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南开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现代汉语史及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按�此句中的“须”义同“必须”�现在只作“必须”�不再
单用。

类似的再如“他嘱我路上小心”�“嘱”今通常只作“嘱
咐”。

3．词义差异
这方面的差异最大�也最多�并且有的还伴有用法的

差异�为了有条理一些�我们按词类分别举例说明。
（1）名词差异
如前边出现过的“少年”�今常“少年儿童”连用�按《现

代汉语词典》�指人十岁左右到十五六岁的阶段�以及这一
年龄段的人�而这里用的基本是古义�指“青年男子”�这一
义项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用〈书〉（书面语）标出。

（2）动词差异
如�“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
按�“料理”《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办理、处理”�通常

只带指事宾语�如“料理后事”�而在此例中却义同“照顾”�
所以才带了指人的代词“自己”。此外�上边引例中的“支
持”�今天通常用“支撑（勉强维持）”来表达。

（3）介词差异
如�“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

亲赋闲。”
按�此句中的“为了”义同“因为”�是表示原因而不是

表示目的的。类似的用例在早期现代汉语中比较多见�例
如“为了山的陪衬�船们显得庞大一些”（萧军）。《现代汉
语词典》此条下给出了一个“注意”：“表示原因�一般用‘因
为’不用‘为了’”。再如“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
位”�此句中的“将”表示工具而不表示处置。

（4）副词差异
如�“我与父亲不相见已有二年余了。”
按�现在的“不”在否定动词或形容词时经常含有 ［＋

主观 ］的语义特征�如“不说”“不来”“不好”等�都含有一种
自主或主观的意味�而此例中的“不”却无此义�它义同
“未”�即“没有”。这一点�通过本文中的另外一个例子可
以看得更清楚：“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
好”�此处的“不见”显然不是“不想见、不要见”�而是“没有
见”。

（5）助词差异
例如�“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桔子望回走了。”
按�现在用动态助词“着”的地方�在早期的现代汉语

中经常用“了”�这句话就是一例�相同的例子再如：“老栓
一手提了茶壶�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鲁迅）。

4．昔有今无
我们指的是在现代文中有�而今天已经不再使用的某

些词语�这一现象也比较多见。例如�“行李太多了�得向
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

按�此例中的“行”意义大致同于今之“行贿”的“行”�
但是这个意义的“行”现在已经不是词（不能单独使用）�而
只是一个语素了。再比如�“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
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此例中的
“尚”义同“还”�这是文言中的意义�现在只保留在个别文
言遗存的形式中�如“为时尚早”“尚待研究”等。

除上述几点外�其他的差异还有一些�比如“家庭琐屑
便往往触他之怒”�其中的“触他之怒”就不是现在的表达
方式；“我北来后�他写一信给我”�“北来”也不是现在的语
序和表达方式�而数词“一”后不用量词的形式�在当时也
比较多见。

以上我们谈到的各个“差异点”�在《高级汉语教程》该
篇课文下的注释、词义辨析、词语例释及练习中均没有作
任何说明�并且�笔者通过自己的观察以及向任课教师了
解�这样的内容也并没有引起大多数教师的重视�并且在
讲课中反映出来。由此可见�我们前边提到的人们对现代
与当代的语言差异还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这一点并非无

根游谈。
我们认为�对于语言教学而言�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课

文讲读目的有二：一是学习语言及表达�二是向学习者提
供可以模仿的范文。对于很多现代文而言（特别是写作时
间较早者）�前一个功能有一定程度的减弱�因为它们已经
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当代的语言现实了�也就是说�在这
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汉语已经发生了多方面的、比较明
显的变化�现代的语言和当代的语言已经有了一定的距
离。由这一点所决定�现代文的第二个功能也应该打一个
不小的折扣�而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也确实发现了
一些留学生的作文及口头表达失误或不当之处�与此有直
接的联系。

我们提出上述问题�并不是说现代文不能入选对外汉
语教材�作为名家名篇�它们自然有入选的理由�我们主要
是提醒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人们�在讲授现代文时�一定
要有历史的观念�应当把涉及到现代与当代语言差异的内
容作为讲授的重要知识点之一�并且要特别提醒学生明白
和接受现代汉语的发展变化这一观念和事实�从而有效地
杜绝不正确的模仿和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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