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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本位”理論與“字本位”教學法

　　“字本位”理論是徐通鏘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

初提出的，他在漢語與印歐系語言“本位”的同

一性與特殊性方面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建立

了“字本位”語法觀和相應的語義語法框架，并用

生前最後的二十年時間裡對其進行了不斷豐富和完

善。所謂“‘字本位’就是把‘字’看做漢語的基

本結構單位，並以此為基礎探索漢語的結構規律、

演變規律、習得機制、學習規律和運用規律。”（徐，

2008，P2）徐通鏘“字本位”理論的核心思想是漢

語的基礎結構單位是字，它是語言系統的樞紐，語

言各層面的研究都以它為支點，其層級關係是字 -

字組（塊 -辭）-讀 -句。

　　“字本位”教學法是白樂桑在 1989 年出版的

《漢語語言文字啟蒙》教材中提出的，他主張“循

漢語本來之面目進行教學”，“層層構詞”。白樂桑“字

本位”教學法的核心是在有限漢字的基礎上逐層擴

展儘量多的詞語。

　　眾所周知，在第二語言教學法發展中，教學法

的產生一般都與一定的理論相聯繫。如：在結構主

義語言學理論的基礎上產生語言聽說法；在轉換生

成理論的基礎上產生語言認知法。而“字本位”理

論與“字本位”教學法之間的關係卻與之不同。從

初期的情況看，理論和方法之間不存在直接的派生

關係；白樂桑在提出教學法時，理論界還沒有提出

“字本位”理論；徐通鏘認為理論與方法的同時出

現是“殊途同歸”。在徐通鏘“字本位”理論出現後，

學界的研究者和實踐者根據各自對理論的理解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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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同的“字本位”教學法方案。我們認為無論前

期還是後期出現的教學法方案都與“字本位”理論

存在著內在的深層聯繫，具有共同的內核：即字是

語言最基礎的結構單位。字是理論體系的基點，也

是教學的起點。

　　當然，我們看到理論與方法之間確實存在著很

大的差距。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①關注的重點不同。理論力求說明漢語不同于

印歐語的特點，基本結構單位以及由此形成的語法

框架是其關注的重點；而目前所見各種教學方案主

要關注點是如何解決漢字難寫，怎樣快速擴展詞語

的問題。

　　②字的屬性不一致。“字本位”理論認為漢語

的語法是語義型語法，“字”的形音義為一體，在

整個語法體系中，字是語義語法基本結構單位，屬

語言範圍。“字本位”教學法是針對漢語為第二語

言的具體的教學方法，“字”是漢語教學的起點，

但是這個字是將漢語言中的基本結構單位與文字學

中的漢字融合在一起的。

　　③結構單位序列有別。在“字本位”理論中，

層級結構單位的序列是： 字（漢語的基本結構單

位）—字組（辭 < 固定性字組 >/ 塊（根據交際的

需要而臨時組織起來的字組）—讀（語意未完，語

音上做簡短停頓的結構）—句（句子）。而“字本

位”教學法強調的是教學的起點是字，對其上層結

構單位並沒有刻意的追求，仍然採用了：字→詞→

句 三級結構方式，但在這個序列中“詞”與傳統

定義相比，傳統的詞的概念被淡化了，其外延擴大

了。

　　我們作為從事語言教學的人，非常希望理論與

方法相一致，但是在目前階段卻難以實現，或者說

學者們還處在努力的過程中。王洪君在 2007 年專

論了“字本位”不同層面的問題，指出語音、文字、

語彙、漢語文大系統 ,四者都是以字為本位 ,但又

有層面或分系統的不同。因此“字本位”之“字”

有四種含義，“字”的不同含義與語言的各個層面

直接關聯：語音分系統的“字本位”指語音單位 (≈

音節 )，稱為單字音（承負一義的有正常聲調的音

節）、

文字分系統的“字本位”指文字單位 ( 方塊字 )，

稱為文字字 (承負一義的方塊字 ) 、

語彙—語法層的“字本位”是語彙單位 (≈語素 )，

稱為語彙字 (一音節一義的結合體 )、

漢語文大系統的“字本位”是語音語彙文字三位一

體的單位稱為字（一音節一義一方塊形） 

（王，2007）王洪君對於不同層面”字本位”的劃分，

對於認識“字”作為基本結構單位在不同層面的位

置和作用具有重要意義，為理論和教學的結合開闢

了一個很好的路徑。我們可以在區分語文學、語言

學、文字學不同層面的前提下，分清不同學者所提

倡的“字本位”教學法所屬的系統，分析不同的教

學方法，恰當地評判各種呈現方式的優劣。

二．“字本位”教學法方案分析

    自從“字本位”教學法提出後，我們陸續看到

一些使用該教學法的方案和實驗報告，這些研究對

於“字本位”教學法的形成和完善起到了積極的推

進作用。我們從中選擇了三種具有典型性的教學法

方案進行分析，以認識教學法的本質性特徵以及利

弊得失。

　　１. 白樂桑“字本位”教學法

　　白樂桑首倡“字本位”教學法。他是通過《漢

語語言文字啟蒙》教材（1989 年）提出了这种教

學法。但是現在對這本教材與以及“字本位”教學

法的名實關係卻產生了一定的分歧：多數研究者認

為它是“字本位”的代表，而有的學者將《啟蒙》

定性為注重字詞比的“詞本位”教材（任 2002）；

有的將其定性為以詞本位為框架，增加了漢字模組

的教材，不是完全的“字本位”教材（劉 2006）。

　　我們認為研究白樂桑“字本位”教學法，特別

值得關注的對象有三：

①　白樂桑所提出的“字本位”主張；

②　《啟蒙》1教材所體現的教學方法；

③　《啟蒙》2、《說字解詞》對《啟蒙》1的發展。

　　白樂桑先生在《啟蒙》1教材的介紹中提出：“漢

語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其漢字是表意文字，個體突

出，以單個字為基礎可以層層構詞。”（白，1998）

這段話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字本位”主張，其中包

含三層意思：（1）“漢語的重要特點是，其漢字是

表意文字”。即具有表義性的“漢字”是“漢語的

重要特點”。在這裡用“字”來說明“語言”特點，

認定“漢字”反映了“漢語”的基本特質，將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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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語言系統之中是順理成章的。在白樂桑的認識

中漢字是一身兼二職的，既是書寫符號，也是語言

單位。（2）“漢字是表意文字，個體突出”。所謂“個

體突出”就是漢字形、音、義一體化，一個漢字具

有一個形體、一個音節以及一個（或幾個）獨立的

意義。在作者的意識中這些“個體”是一個個獨立

的成分，是語言的基礎，漢語學習要以這樣的“個

體”為起點。（3）“以單個字為基礎，可以層層構詞”。

這是關鍵。作者明確將“字”當成了構詞的基礎，

而且可以多層構詞。這個說法與傳統的“詞”的概

念完全不同。由此可知白樂桑所說的“字”，不是

簡單意義上的 morpheme ；他所說的“詞”也不是

通常意義上的 word。按照層次系統來分析，它分

屬第二和第三層次，即文字字與語彙字。

　　我們原來將白樂桑教材所呈現的“字本位”方

法概括為：字的書寫、字的理據、字的擴展三個環

節（王 2000）。現在看來將其表述為同一平面的三

環節不是十分妥當的。三者實際是相互關聯的不同

層面的問題：字的書寫是文字層面的問題；字的理

據講形音義一體，是漢語基本結構單位的問題；字

的擴展，是語言結構遞進發展的問題。三個環節要

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要理解漢字、會寫漢字；二是

在較少漢字的基礎上掌握更多的“詞”。教材宣稱

這種教學法達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就是它基

本實現了這兩個目的。教材的第二個目的，突出表

現在“字詞比”的關係上 ( 王，2000)。儘管教材

中大量詞語的呈現方式是沒有語境的列舉，它與現

代西方語言教學中所強調的在語境中學習詞語的方

法相齟齬，但是它抓住了漢語學習的要害。即外國

人很難一下子學會很多漢字，但是又不能為漢字所

絆，要在有限地基礎上掌握更多詞語的問題。這個

思路是可貴的、是閃光的，當然其呈現方式也是可

以改進的，但是不能根本否定。對於成年人來說以

字為中心的語詞組合在無語境條件下的擴展式學習

方式是可行的。

    白樂桑《啟蒙》2較之《啟蒙》1有很大變化。

教材每一課的基本框架是：課文、詞表、詞彙運用、

字詞句擴展（由字到詞、由詞到句），其中擴展部

分是對《啟蒙》1字詞呈現方式補充和改進。比如，

詞彙表中有白菜、白班、白话……，提出其中“白”

字，采用字片語合說解方式进行解释。2002 年北

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白樂桑主編的《說字解詞》是

對《啟蒙》2 的豐富和發展，它用最簡單的語言說

解詞語，儘管不夠準確，還存在不少問題，但是它

的本意是在字的語義基礎上有效地擴展詞語。

　　白樂桑“字本位”教學法不是在理論先行的情

況下提出的，很大程度上以感性和經驗為前提，作

為一個成功的漢語學習者和漢語教師，直覺和自悟

可能更接近真理，在這種基礎上產生的教學法具有

應用價值。因此絕不可忽視它的作用，否定它的性

質。白樂桑提出“字本位”教學法，篳路藍縷，功

不可沒，其功績在於：

•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字本位”教學法；

•認識到“字”是漢語的特色與關鍵；

•破除了印歐語“詞”的概念，提出了“層層

造詞”的思路；

•在關注“字詞比”的前提下，嘗試了一種有

效擴展詞語的路子；

•不斷嘗試、豐富字詞擴展的呈現方式。

　　當然它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問題：“字本位”

教學法涉及到了語言的根本性理論問題，但它缺乏

理論指導；基本結構單位不統一，他主張書面語教

學為“字本位”，口語教學為“詞本位”；“字”的

概念的層次性不夠明確；“字本位”教學法的呈現

方式還有待進一步豐富完善。

　　２.呂必松“字本位”教學法

　　呂必松曾認為“對外漢語教學的效率難以提高，

根本原因是漢字與漢語的矛盾造成了聽說訓練與讀

寫訓練的矛盾，使兩者互相制約。”在接受徐通鏘

的“字本位”理論後，他認為“字本位”理論可以

解決這一矛盾，指出“字本位”首先是一種漢語觀，

即：漢語是以“字”為基本結構單位的語言，而不

是以“詞”為基本結構單位的語言。漢語是“組合

型”語言，漢語的各級單位（字、詞、句）都是由

小到大逐級組合生成的；漢語組合的基本方法是“二

合”；即：由字的生成元素組合生成“字”，由字組

合生成“詞”，由字、片語合生成“句子”。基本上

都是“1+1=1”。以字為基本單位的二合機制就是漢

語的系統特徵。漢語系統特徵的核心是組合，據此

呂必松設計了組合漢語教學方案。

　　呂必松“字本位”組合漢語教學方案包括三個



漢語“字本位”教學法分析

− 79 −− 78 −

方面：

　　（1）直接用漢字教學發音和說話，稱為“直音

法”；呂認為這樣可以保持音節發音的原本性，避

免《漢語拼音方案》對發音的誤導；有利於把形音

義統一起來加快理解和記憶；還可以使漢字教學成

為通向書面漢語教學和口頭漢語教學的“直通車”。

    （2）用漢字教學帶動書面漢語教學，通過由字

到詞、由字詞到句子的組合生成教學，培養閱讀和

寫作能力。他認為書面漢語的組合都是隨意而合，

其關鍵就是漢字。因此抓住漢字以及漢字與漢字的

組合生成，就可以大大提高書面漢語教學的效率。

　　（3）用書面漢語教學帶動口頭漢語教學，因為

初級階段的漢語教學，要教的書面漢語與口頭漢語

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書面漢語教學可以帶動口

頭漢語教學 (呂，2007)。

　　呂必松是為解決漢字、漢語難學問題選擇了“字

本位”理論；在通盤考慮語言教學的各個環節以及

具體細節的基礎上提出了系統的“字本位”組合漢

語教學法。其特點是 “字”概念明確；“音節”、“漢

字”合二為一；組合遞進一以貫之；在語音教學方

面提出了用漢字教語音的“直音法”；研究和實驗

同步進行。

　　呂必松指出方案還有需要進一步解決的矛盾，

即漢字教學的有序性與語音教學的系統性的矛盾；

漢字選擇與言語材料選擇的矛盾。這兩大矛盾從某

種意義上說是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除此之外，

我們认为呂必松方案的一些內容還有存疑的地方，

特別是用漢字直接教語音的方法。

　　《漢語拼音方案》從產生至今已經有五十年的

時間，漢語拼音是一種注音符號，不論對母語者還

是第二語言學習者它都發揮了積極地作用。眾所周

知，漢語拼音作為音位符號，有些拼音符號代表的

音與實際讀音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距，但這不是非

取消拼音才能解決的問題。自古以來，人们為漢字

注音的方法走過了漫長的過程，從直音到反切再到

注音、拼音，這是標音方法的進步。按照呂必松的

方案第二語言學習者在開始學習語音時，不教拼音，

直接用漢字學習讀音，我們疑惑的是在老師教授後

學生用什麼方法記錄下這些音呢？按照通常的情況

看，學生勢必會用母語來記錄漢字讀音，如果那樣

學生的發音是不是會更不準確？“字本位”教學法，

既然承認一個有意義的音節就是一個字，那就不應

該拘泥於漢字字形，而應該利用拼音按照音節來教

語音，這完全不違背“字本位”的原則，而用漢字

教語音與其說是恢復傳統、堅持“字本位”不如說

是學習方法的倒退。

　　“字本位”組合漢語教學法還提出了用漢字帶

書面語，用書面語帶口語的教學思路。漢字帶動書

面語容易理解，而用書面語帶動口語就需要具體分

析。首先是書面語與口語的區別，這應該是文體差

異問題。不能簡單地把寫出字的就算作書面語，不

寫字的就是口語。對外漢語教學至今還沒有出現口

語教學大綱，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現在的初中

級教學內容都是中語域漢語，從文體的角度看，沒

有嚴格的口語和書面語之分。到高級階段，為了閱

讀和寫作的需要才會相對嚴格地區分文體，高級階

段的口語確實有用書面語帶動口語的問題，那是一

種高級的口語，典雅、得體、有文采，高級階段“字

本位”確實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問題的關鍵是在

初級階段怎樣用書面語帶動口語。既然初級階段無

所謂文體性的書面語和口語之分，那也就無所謂帶

動了。但我們在總體原則上是同意“帶動”說的，

所謂帶動應該是指在有限漢字的基礎上大量擴展豐

富語彙，有些語彙，學習者可能只會說而不一定完

全會寫，但是在此基礎上，學習者的漢語水準會產

生極大的飛躍。

　　呂必松的組合漢語是一個全方位的“字本位”

教學方案，據說他已經據此編寫了漢語教材，但是

至今尚未面世。我們只是根據他所提出的設想進行

的分析，難免會有理解的偏差，我們希望他的教材

能夠比較好地解決以上问题。

　　３.王洪君“字本位”教學法    

　　如前所述，王洪君認為語音、文字、語彙 -語法、

漢語文大系統均以“字”為本位。在她特別針對語

彙——語法層面提出了 “字本位”教學設想。這個

層面的“字”是“語彙字”，即“一個有調音節與

一個語彙義的結合體”。她特別強調：語彙層以“字”

為本位 ,不是只講語彙字 ,而是說語彙字是音形—

意義結合的起點，在許多不同的含義上都堪稱“最

小的自由單位”，並且它之上的單位的音義關聯模

式直接或間接地受它的控制（王，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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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將王洪君提出的初級階段“字本位”教學設

想歸納如下：

　　教學目的：擴展語彙量，有效地幫助二語學習

者突破擴大詞彙量的瓶頸。

　　字本位觀念：（1）單字自由：與語音層面的音

節關聯有固定的音節界限和底層的聲調，可以自由

的單獨稱說；黏著實字在雙音節詞中幾乎都是不定

位的，具有自由運用潛能。（2）音義關聯模式是單

音有義、雙音定義。單音有義即每個音節都有意義，

但音節與語彙單元義的對應關係常常是一對多；雙

音定義是通過雙字搭配使音節與字、字義的搭配單

一化，使意義具有確定性。（3）詞與短語組合同模。

語彙層從字到短語層層組合的結構模式大致相同，

即定中、聯合、述賓、述補、主謂、狀中等。

　　教學思路：（1）建立漢語“字本位”觀念，改

變學習者原母語固有的語言觀念，使其從本族語的

音節多少與語彙義沒有關聯的觀念中擺脫出來，知

道漢語“幾乎每個音節都有意義”的簡單原則。（2）

根據語彙層面字本位觀念確定教材選“字”原則。

①限制生字字數，在區分高頻字與高構詞能力字的

基礎上，選擇以名性字為主的高構詞能力字，由此

建立“字本位”式音義關聯模式；②提高所選字的

造詞數，加大字的複現率，儘量讓一個字在構詞的

不同位置上出現；③權重比例適當。高構詞能力的

實字與高頻虛字要有一定比例；同時確定字頻、詞

頻與不同類字詞在交際中的不同權重，封閉類詞（數

目字除外）與普通實詞的不同權重；不同文體和語

域的權重應不同。（3）明確組合模式的語義類推等

級。根據字與字組合模式能否類推，將詞語分為三

個等級：一級：生成、理解雙向可類推。從字出發，

能夠從生成和理解兩個方面生成詞義透明的雙音詞

或多音節類詞的組合模式，可以很好建立漢語“單

音節有義”的觀念。二級：理解向可類推。詞義不

能完全從成分義和結構規則得到完全的解釋，這些

詞也是“單音有義”的，但雙音詞不簡單地等於兩

單音字字義的相加，字義只是詞義圖景中凸顯的兩

個點，中心成分確定類屬關係，非中心成分突出相

關關係。三級：不透明字的組合模式，即非線性結

構或字義規則模糊。漢語的雙聲疊韻詞，少數原來

單音有義的雙音詞，由於詞義隱喻歷程太多，與單

字義的關係太過模糊。    

　　教學方法：（1）教學初期設專課教授第一等級

的語義透明字的組合。這樣的構詞模式集中在幾個

義場中，可生成的詞或類詞數量很多：① 數目義場；

② 數＋單位詞；③“老 -”、“小 -”+ 單音節姓→

常用的非親屬關係的面稱；④質料 +人造物→某質

料的人造物；⑤整體物 +部件 /分泌物 /產出物→

該體形物的部分 /分泌物 /產物。（2）教授第二等

級半透明字的組合模式，這一類詞在漢語中數量十

分大，主要通過語境理解語義，即在課文和練習的

設計中體現出來。如“白菜”等。（3）對於第三類

字，主要採取整體教授方法。如“馬上”等。

　　王洪君認為只要在教材及練習設計時注意按階

段引入這三類詞語，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過度類

推問題。隨著學習者詞彙量的迅速增加，大量的閱

讀理解將幫助學習者很快地學習到更多的新詞，自

我糾正誤解的詞義。

　　王洪君的“字本位”教學法是理論者的構想，

思想是一貫的，教學目的是明晰的，同時也是比較

容易為人接受的一種教學法，有些做法在白樂桑、

呂必松方案中都有一定的顯示。從語言的不同層次

出發，確認每一層次的“字本位”內涵。語彙——

語法層面“字本位”方法有針對性地解決漢語二語

教學中的瓶頸，從字到語彙的層層擴展問題，將組

合模式構成的詞語，在堅持“單字有義”的基礎上

根據透明度、理解類推程度進行分類，回答了類推

方面存在的爭議問題，給“字本位”教學法恰當的

定位。它使我們看到“字本位”教學法既不是只教字，

也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它在語彙——語法層

面對於解決詞語擴展問題卻具有特別的效應。而對

於其他層面的“字本位”還有待進一步梳理。

三．“字本位”教學法的現狀及發展

　　通過對以上三種“字本位”教學法的分析，我

們發現“字本位”教學法的研究已經有了實質性的

推進。不同“字本位”教學法方案在很多問題上既

有共同點，也存在著差異和分歧，主要表現在以下

幾個方面：

　　① “字”是語言基本結構單位，是教學的起點；

這是“字本位”教學最本質的特徵。王洪君提出在

語言的各個層面上均為“字本位”，但其含義不同；

呂必松主張完全的“字本位”，音節、漢字合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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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樂桑主張書面語為“字本位”，口語為詞本位。

這說明“字本位”教學法在最基本的問題上的研究

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化。

　　② 詞的界定。現在“字本位”教學法，均未

採用徐通鏘的字-辭-塊-讀-句的層次分佈方法，

而是採用字 -詞 -句三級分佈。但是其中的詞是有

別于傳統的“word”的。白樂桑主張“層層構詞”，

呂必松、王洪君均稱“語彙”，實際包括傳統意義

的詞和短語。在這一問題上各家的共識比較強。

　　③ 注重“字詞比”關係。白樂桑首先認識到

這個問題，是以“字”為基本結構單位，根據語義

擴展到兩個字、三個字，乃至更多的字，再層層擴展，

用列舉的方式呈現出來。這種在非語境中列舉詞語

方式受到攻擊，但它總不失為一種方法。呂必松根

據漢字形體由易到難的原則，由字擴展詞彙。王洪

君改變了漢語教材的慣例，主張根據漢字組合結構

的可類推性，設置專門的語彙擴展課，在初級階段

就用規則和語義場大量擴展語彙，進行字 -語彙序

列的理性學習。王洪君的方法值得嘗試。

　　④ 漢字的認知與書寫。根據王洪君提出的“字

本位”的四種含義，在漢語教學中的漢字的書寫和

認知應屬於文字分系統或漢語文大系統。在白樂桑

和呂必松的“字本位”方案中都是做重點來做的，

而王洪君的方案因是語彙 -語法層面的“字本位”，

完全沒有涉及文字分系統。從漢語教學的角度考慮，

漢字問題應佔有重要地位。

　　我們看到“字本位”教學法確實處在發展之中，

迄今為止的研究已經為今後的研究實踐奠定了堅實

的基礎。“字本位”理論研究的深化是“字本位”

方法建設的保證和支撐。以字為基本結構單位，從

規律性的角度解決漢語語彙快速擴展，從認知科學

性的角度加快漢字讀寫速度是今後“字本位”教學

法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字本位”的發展還有待

於外部環境，在整個對外漢語教學界需要有一種寬

鬆的學術氛圍，能夠給“字本位”教學法開闢出一

些試驗田，編纂出幾本“字本位”教學法的教材，

開設大大小小的“字本位”教學法課堂，讓“字本

位”教學法從方案走向實施，通过實踐我們才能最

後判定這一教學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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