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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2 日，漯河市六个部门，以红头文件的形
式，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市深入开展“读<说文>、
识繁体、解汉字”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要求“每人要读一遍《说文解字》，并至少认识500个
繁体字，并知晓500个常用繁体字的形、音、义。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要推动《说文解字》进校园、进教材、
进课堂”。此举一出，立即引发热议，争论的焦点主
要集中在该不该强制要求市民至少认识500个繁体
字。漯河官方解释，只是提倡，并无强制之意，但《通
知》中出现的强硬词语，让不少被通知者产生“强制
之感”。有关繁体字的争论，前年和去年的全国两会
上就曾出现过。专家认为，可以提倡认读常见繁体
字，漯河的探索也值得肯定。 晚报记者 袁帅 文/图

5月12日中午，一场雨让漯河市的气温低了很多。
由于没有带雨伞，这场雨也挡住了杨杰（化名）回家的

脚步，下班后，他留在了单位。趁着闲暇，他拿出一本《说
文解字》，认真地学习繁体字。

杨杰是漯河市政府某部门的工作人员，并不是搞文字
研究的学者，他对繁体字也“没有多少兴趣，只是上面有要
求”，才开始学习。

杨杰所说的“上面”，是指漯河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市
直工委、总工会、团市委、妇联等六部门。

4月 22日，漯河市的这六个部门，以红头文件的形式
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市深入开展“读〈说文〉、识繁体、解
汉字”活动的通知》。

《通知》要求，每人要读一遍《说文》；每人至少认识
500个繁体字；每人至少要知晓 500个常用繁体字的形、
音、义。

各级党政机关，要利用中心组学习、全体会等时间，组
织干部群众读《说文》。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推动《说文》进校园、进教材、进
课堂；利用主题班会、语文课等时间，组织全体学生识繁体
字，引导初、高中生读《说文》、解汉字。

六部门还要定期不定期对活动进行指导和督导。
漯河是被后人尊称为“文宗字祖”的许慎的故乡，《通

知》中的《说文》正是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一书。
“《说文解字》很难读，繁体字也不好记，可不学不行

啊，《通知》要求领导带头学，我们哪敢不学。”杨杰显得有
点无奈。

漯河下发红头文件
每人要认识500个繁体字

其实，由漯河官方组织的“经典教育”活动已开展 6
年，此次“读《说文》、识繁体、解汉字”活动，只是“经典教
育”的一部分。

“此次繁体字知识推广活动，并不是政府一时的心血
来潮，而是我们漯河长期以来坚持经典文化教育传承的一
种延伸。”漯河市委宣传部宣传科工作人员王君说。

王君告诉记者，漯河市的“经典教育”活动开始于
2004年，自 2005年起，活动“开始上了规模”，漯河全市的
中小学、幼儿园开展了中华文化经典诵读活动。2006年，
漯河市进一步深化经典诵读活动，把经典诵读从校园推向
了社会，在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广泛开展了“读经
典、写好字、增才干”活动。

其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是2008年5月31日在漯河
人民会堂前举行的“过端午、读《离骚》、思屈原”经典诵读
大会。当时，参加诵读的漯河市直学生有1.6万人，各县区
也分别同时举行诵读活动，全市参加的学生达13万人。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140多所中小学校开展
了中华文化经典诵读活动，40多万学生受到教育，每天诵
读经典蔚然成风。”王君说。

在王君的办公室，记者发现，书架上除了与工作相关
的书籍外，还摆放着《弟子规》《说文解字》《中庸》等传统文
化类书籍。

“现在，我们政府部门的每个办公室都有这些书，工作
之余，随手翻看一下，挺好的。”王君说。

漯河经典诵读已开展6年
40多万学生受到教育

“弟子规，圣人训……”5月 13日一大早，漯河市人民路小学二楼
的一间教室内，传出了这样的诵读声。

该校刘老师告诉记者，诵读《弟子规》的是五年级学生。“离上课还
有十几分钟，同学们学习一下经典传统文化，既不耽误学习，又能提高
孩子们的素质，我们学校已坚持多年。”刘老师赞同学生们学习传统经
典文化。

刘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学校也收到了《通知》。
“我们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在原有经典教育的基础上，把《通知》要

求的内容加进去。”刘老师说，像一二年级的学生，每天掌握两个繁体
字即可，年级高的，可以逐步加量。“绝对不占用正常上课时间。”刘老
师强调。

送孩子上学的董女士认为，让孩子学习一些繁体字，可以丰富孩
子的知识，也是素质教育的一种体现，“只要不影响正常学习就好”。

“学习传统文化没什么错，但是，文字只是一种工具，使用简体字
照样可以学习传统文化，中国内地的出版物都是用的简体字，包括经
典传统文化读物也是，我不知道为啥还要学习繁体字。”漯河市民刘方
强则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学习繁体字，“这会额外加重孩子们的负担。”

在王君看来，刘方强有这种看法，是因为“根本不了解繁体字”。“大多
繁体字的结构，可以反映这个字的含义，十分有趣，这也是我们汉字的魅
力所在，学习繁体字不光是认字这么简单，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的一
个过程。”

记者在漯河街头对市民进行了随机调查，结果发现，支持者和反
对者基本持平，各占半壁江山。

如何传播传统文化
漯河的探索值得肯定

近年来，有关弘扬传统文化的呼声很高，繁体字也多次
被提及。其中，最为著名的两次都出现在全国两会上。

2008年全国两会上，郁钧剑、宋祖英、黄宏、关牧村等21
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发出了“振兴繁体字”的声音，联名提
交了一份《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

2009年全国两会上，来自天津的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
向大会提交了“用10年时间废除简体字”的建议，他的建议
被媒体公布后，很快就引起了震动，“拥简派”和“废简派”通
过各种方式进行了一场大论战，“废简派”的代表人物为季
羡林，“拥简派”的代表人物为王立群。

5月13日，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漯河要求市民学习繁体字，与去年全国两会上有委员提出
废除简体字，“有本质的区别”。

王立群说，中国的文字演变总体上是一个从繁到简的过
程，目前的简化字虽然存在争议，但是总体上是科学合理的，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在使用简化字，所以，废除是不可能的。

但是，漯河的做法就要另当别论，弘扬传统文化是好事，
不过，如何传播是一个大课题，漯河的探索值得充分肯定。

“《说文解字》是中国文字学的经典著作，但是，现代人
阅读起来还是有困难的，不必强求通读。繁体字是中华文
化的宝贵财富之一，可以提倡认读常见繁体字，如果强制就
有些不妥，也没必要规定至少认识500个，认识多少要根据
个人的兴趣和能力。”王立群说。

漯河市的这份《通知》下发后，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
网友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应该说，引起热议早在我们的意料之中。”王君说。
其实，公众对于弘扬传统文化没有异议，争论的焦点

主要集中在该不该用《通知》的形式要求每个市民要至少
认识500个繁体字。

对此，漯河市委宣传部部长谢安顺说：“作为中国人，
认识 500个繁体字不为过，况且文件只是一种提倡。文件
希望每个市民要认识 500个繁体字，但并没有规定必须讲
几节课、参加几次会，也从不会与师生的业绩或干部职工
的考核挂钩。政府只是想通过这种形式，传承中华传统文
化，弘扬许慎文化，进一步激发广大干群热爱家乡、增辉漯
河的情感。”

不过，杨杰依然认为：“《通知》的内容就是一种要求，
文件上使用的是‘至少’、‘每人’等强硬词语，我看不出提
倡的口吻，如果是提倡，又何必发‘红头文件’。”

“说是为了激发广大干群热爱家乡、增辉漯河的情
感。难道认识几个繁体字就说明热爱家乡，不认识就是不
爱家乡吗？”杨杰说，弘扬传统文化很好，但是，这种形式和
说法，“值得商榷”。

与杨杰一样，漯河市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
员也认为：“《通知》给人的感觉就是强制性的，如果只是提
倡，为何还要对活动进行督导？”可以“提倡、号召”去学，但
不能要求“至少认识500个繁体字及知晓其形、音、义。”

网友“烤红薯”说得更加直接，漯河是许慎故里，开展
这种活动无非是想借机宣传漯河。

该不该学繁体字 支持者反对者持平

漯河发文件市民须学500繁体字
官方称是提倡，部分市民认为是强制

究竟该不该学繁体字，支持者和反对者各占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