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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3/2021_2022__E3_80_8A_

E6_97_B6_E4_BB_A3_E5_c107_333910.htm “如果你想领先别

人，就学汉语吧”，这不是汉语学校招揽学员的广告，而是6

月26日《时代》周刊中一篇文章的观点，该文题为《想进步

，学汉语》。 这篇文章写道：“当初，日本经济崛起促使美

国人学日语，今天，随着中国崛起，世界开始拥抱汉语”，

“正如懂英语是20世纪的成功之道，在21世纪让人出类拔萃

的是中文”。 近年来，国外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据国家

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预测，到2010年，全球学习汉

语的外国人将达1亿。 外国人热衷学汉语，大部分抱有功利

目的。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发表文章《汉语：下一

个热门语言》，文中美国官员的话揭示了这一点：“要在今

天的全球经济中生存，懂汉语就意味着好机会。” 汉语有今

天的地位，归功于中国经济近年来的迅速增长。语言的传播

、发展与国家兴旺、民族强盛休戚相关。台湾作家白先勇曾

说：“百年汉语，内忧外患”，而百年中国，同样内忧外患

，沧桑汉语映出沧桑中国。 鸦片战争以来，民族自信遭受重

创。积贫积弱的现实催生出强烈的救亡图存愿望，也让近现

代中国知识界弥漫着唯“新”唯“西”的情结。矫枉过正，

全面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一度成为潮流，胡适曾说：“

中国不亡，世无天理”、“(中国)百事不如人”，巴金晚年

时回忆：“年轻时候思想偏激，曾经主张烧毁所有的线装书

。” 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汉语在劫难逃，

汉字更是首当其冲。许多人认为，与英文等拼音文字相比，



汉字难写难认，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许多语言学家、文学家

反复论证，设计种种方案，要让汉字“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

音方向”，用拼音文字取代方块汉字。所幸这些方案最终统

统搁浅，汉字至今没有拼音化、拉丁化。倘使这些方案真正

实施，势必造成中华文化的断裂，而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

血脉，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凡事讲求与

国际接轨，不惜削足适履以合世界潮流，是一种缺乏民族自

信的弱国心态。 如今，汉语热持续升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国人平添几分自信。但是，也应看到，汉语“内冷外热”

，一些国人重英语轻汉语，中文水平每况愈下，而在国际上

，汉语还难以和英语抗衡。我们只有进一步增强国家的“硬

实力”，才能让汉语更热，才能不断提升我国的“软实力”

，提升民族自信心，彻底剔除弱国心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