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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巩固对“印度民族”的文化认同。在是否需要超脱意识形态来构建一个国家的“共同文化”这

一点上，前苏联和印度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六、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讲授国家课程中考虑“本土化”的讲授方法 

整体来看，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自然地貌、传统经济模式、文化传统与中原地区之间存在

一定差异，各地的文化传统在学生入学之前就通过家庭、亲友和社区开始影响他们的基础知识体

系和思维习惯，在学生入学之后也在课堂之外继续对他们施以影响。由国家统一组织编写并在中

原地区的长期实践中不断修订完善的中小学统编教材，在这些边疆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环境下与

当地学生的知识接受习惯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距离和隔膜。在不同地区，这种距离和隔膜的程度很

可能是不一样的。 

无论是国家课程还是“乡土课程”，讲授方法都可以努力采用“本土化”的教学方式。为了使

那些在当地文化氛围中生长的少数民族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国家课程和统编教材的内容，在调

查研究和不断实践的基础上摸索采用“本土化”的讲授方法可能会取得更为积极的效果。那么什

么是“本土化”的讲授方法？教师在讲授一些课文的内容时，其中一些汉族人名可以用当地民族

的人名来举例，一些文化概念的说明可以借用当地文化的表述方式，例如介绍同样的道德原则时，

可以借用本地的民间故事和本传说中人物，一些课本中提到但本地没有的动物或植物，可以在举

例中换成学生熟悉的本地动物或植物，使用这样更加贴近本地区、本民族日常生活的讲授方法，

相信会有助于改善讲课效果，使国家课程更容易被边疆民族学生理解和接受。同时，小学的美术、

音乐、常识、手工等课程更是可以采用灵活的规则，以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内容与形式与地方文

化相结合。 

国家课程和乡土教材这两个方面都是一个民族国家教育体系、人才培养机制中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在 1949 年建国以前，中国长期处在地方割据、军阀混战、抗击侵略和争取统一的动乱状

态，为了加强全国的政治整合和树立中央权威，全国性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国家课程建设是绝对必

须的。建国 60 年和改革开放 30 年后，对乡土教材的重视也体现出中华民族已经进入国家建设发

展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需要兼顾统一国家的观念和地方性知识的传承，在这一方面既要有宏观

的整体国家发展战略的考虑，也要有结合各个地方具体情况（文化传统、语言文字、社会经济发

展特点）而逐步开发建设的本土乡土课程与教材。这是一个非常艰巨而细致的工作，这一实践过

程也必将推动我们在民族文化理论、教育体系建设等领域进行创新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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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日货”，通常是指日产的汽车、家电等。而当代汉语中也存在着“日货”，占到了当代

中国汉语的 70%以上（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 

  属于外来语的日本汉语，对中国当代文化起着巨大的作用。 

  日本人用我们老祖宗造的字，组成日本独创的词，再被我们普遍应用在日常生活里，说明一

个事实：“汉语”已经成为汉文化圈共享的历史文明。 

这些外来词汇只是现代化的骨架，并不是现代化的灵魂。有了现代化的骨架，却还没有足够

的现代化的血肉，骨骼够大，但是营养不良，当代文化的窘境大概就在于此。解决窘境之路，不

在于更换“骨架”，而在于锲而不舍地为当下的文化重建，补充现代人文的“营养”。 

  无处不在的日本汉语 

  我们看娱乐新闻，有一条说，小沈阳参加春晚之后，人气大涨；还有一条说，田亮拍了南非

性感狂野写真。“人气”和“写真”这两个词，我们已经耳熟能详，司空见惯，可是，很少人知道，

这两个词是不折不扣的外来词，是源自日本汉语的两个词。 

  我们再看看下面来自日本汉语的几个词：  

  1．解读，分析解说某项政策、观点、理论。比如：解读政策，解读谜团，解读…… 

  2．新锐，在某一领域新出现的有影响力的人、产品，比如：新锐人物，新锐导演，新锐汽车…… 

  3．职场，工作的场所，比如：职场人生，职场技巧，职场人物…… 

  4．新人类，新人，新出现的人物，比如，常常形容 90 后的孩子是新人类。 

  5．视点，评论人的立场和观点，比如，专家视点。 

  6．亲子，父母的孩子，比如：亲子课堂。 

  7．达人，艺术、手艺、学术方面的大师。 

  8．放送，播放。比如：影视金曲大放送，新歌大放送。 

  9．完败，以大比分，或者以明显劣势而输给对手。比如：北京国安队完败于上海申花队。 

  10．完胜，以大比分，或者以明显劣势而取胜对手。比如：北京国安队完胜于上海申花队。 

  11．上位，成熟，上路的意思，比如：他已经上位了。 

  12．点滴，输液的意思。 

  13．量贩，大量销售商品。比如：量贩式 KTV，量贩式超市。 

  还有一些常用词汇，都来源于日本汉语，比如：  

  健康、卫生、衬衣、宠儿、乘客、储蓄、反感、化妆品、接吻、紧张、批评、企业、气氛、

人格、肉弹、升华、生产、体育、通货膨胀、通货收缩、同情、统计、文化、文明、文学、时间、

劳动、服务、白血病、鼻翼、剥离、大气污染、关节炎、抗体、麻醉药、牵引、弱视、色盲、糖

尿病、听力、血压、…… 

  除了词汇之外，还有一些用法，也深深影响着我们的日常表达，比如： 

  1．超…… 

  超强，超豪华，超爽，超动人； 

  2．准…… 

  准新娘，准新郎，准妈妈，准爸爸； 

  3．真…… 

  真英雄，真好汉，真男儿，比如，他是一个真男人！  

  4．无某某之必要 

  比如：无解释的必要。 

文章最后附录了一批常用的日本汉语词汇，这些词汇对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影响太大了。 

  用老祖宗的字，写外国人的词 

  这些深入中国老百姓生活的外来词，或是日本独创的词，或是改造了中国原有的旧词，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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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含义，比如，博士，今天大学培养出的博士，就是来自于日本汉语，是日本独创的新义，

而并不是传统中文的博士之意。我们今天用的也是日本意义的“博士”。 

  日本汉语影响现代中国，有 4 个主要特点：  

  1．范围大，程度深 

  70%多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生活用词，都是源于日本汉语。如果，我们不用这些外来词，我们

几乎张不开口，说不成整句，甚至可以说，会影响我们的语义表达。 

  2．进入了人文学科的话语体系 

  在人文学科之中，大量的日本汉语词汇进入了学科的话语体系，比如，历史学科的“历史学”

名称，就是日本汉语词汇。涉及到法律、社会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大量的概念话语，都

是日本汉语构造的，比如，我们熟知的“文化”这个词。 

  3．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在文化层面上，日本汉语的贡献居功至伟，中国知识分子借用日本

汉语现成的词汇，能够方便、快捷地展开研究，有力地推动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大大推动

了思想启蒙，这对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晚清民初，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也大量翻译了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

学的名词，可是，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本土的翻译词汇和日本汉语的词汇一 PK,相同的翻译词汇，

大都是本土词汇完败。 

  4．外来词在中国已渐渐行成“传统” 

  从国别上来讲，日本汉语影响中国，当然是日本的汉文化“倒流”中国，近百年来，我们中

国人长期使用，很多人都忘记了自己脱口而出的词汇是外来词，“时间”这个词，又有多少人会意

识到这是外来词呢？渐渐地成了当代汉语的“新传统”。   

是“倒流”华夏，不是文化入侵 

  很久以来，对日本汉语影响当代中国的文化事实，有的人比较忌讳，还有的人甚至称之为“文

化入侵”，更有甚者，称之为“汉语的灾难”，这些都是站在狭隘的文化立场上。 

  汉语，是汉文化圈所共享的历史文明，中世纪时期，中国汉语深刻影响了日本、韩国和越南

等国家，到了近代，日本汉语大举登陆，“倒流”华夏，反过来又从思想上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

这就是文化融合的典型个案。 

  有的朋友说，能不能全部抛弃这些日本汉语，重新弄一套中国汉语的词汇，我认为这不并不

现实，而且毫无必要。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我们使用大量的外来词语，只会为我们自己的

现代化所用。 

  我们应该清楚地明白，这些外来词汇只是现代化的框架，并不是现代化的内容，只是西学的

骨架，并不是西学的灵魂，真正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我们走上了“西学”的道路，可在人文学科

建设上并不尽如人意。有多少人拿着“文化”这个词，去做伪文化的事情，用着“文明”这个词，

在演绎着伪文明。 

  有了现代化的骨架，却还没有足够的现代化的血肉，骨骼够大，但是营养不良，当代文化的

窘境大概就在于此。解决窘境之路，不在于更换“骨架”，而在于锲而不舍地为当下的文化重建，

补充现代人文的“营养”。   

摘录：转引“常用的日本汉语” 

  B：白夜、百日咳、版画、半径、半旗、饱和、保险、保障、备品、背景、必要、编制、变压器、辩护士、

标本、标高、表决、表象、病虫害、舶来品、博士、博物、不动产、不景气……； 

  C：财阀、采光、参观、参看、参照、策动、插话、茶道、长波、常备兵、常识、场合、场所、衬衣、成分、

成员、承认、乘客、乘务员、宠儿、抽象、出版、出版物、出超、出发点、出口、出庭、初夜权、处女地、处女

作、储藏、储蓄、触媒、传染病、创作、催眠、催眠术、错觉……；  

  D：大本营、大局、大气、代表、代言人、代议士、贷方、单纯、单利、单位、单行本、但书、蛋白质、导

火线、德育、登记、登载、等外、低调、低能、低能儿、低压、敌视、抵抗、地上水、地下水、地质、动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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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动员、独裁、独占、读本、短波……；  

  F：发明、法律、法人、法庭、法则、番号、反动、反对、反感、反射、反响、反应、泛神论、泛心论、范畴、

方案、方程式、方程、方针、放射、分解、分配、分析、分子、风琴、封建、封锁、否定、否决、否认、服务、

服用、辐射、复式、复员、复制、副食、副官、副手……；  

  G：改编、改订、概括、概略、概念、概算、感性、干部、干事、干线、纲领、高潮、高利贷、高炉、高射

炮、高周波、歌剧、工业、攻守同盟、公报、公立、公民、公判、公仆、公认公诉、公营、公债、共产主义、共

和、共鸣、古柯、固定、固体、故障、关系、观测、观点、观度、观念、观照、光年、光线、广场、广告、广义、

归纳、规范、规则、国际、国教、国库、国立、国税、国体、过渡……；  

  H：海拔、寒带、寒流、航空母舰、和服、黑死病、弧光、化石、化学、化妆品、画廊、环境、幻灯、幻想

曲、回收、会谈、会社、会谈、混凝土、活跃、火成岩……；  

  J：机关、机关枪、机械、积极、基地、基调、基督、基督教、基质、基准、集团、集中、计划、记号、记录、

技师、加农炮、假定、假分数、假名、假想敌、尖兵、尖端、坚持、检波器、检察官、简单、见习、间接、间歇

泉、间歇热、建筑、鉴定、讲师、讲坛、讲习、讲演、讲座、交感神经、交换、交通、交响乐、脚本、脚光、教

科书、教授、教养、教育学、酵素、阶级、接吻、节约、结核、解放、解剖、介入、借方、金额、金刚石、金婚、

金牌、金融、金丝雀、紧张、进度、进化、进化论、进展、经费、经济、经济恐慌、经济学、经验、精神、景气、

警察、警官、净化、静脉、竞技、就任、拘留、巨匠、巨头、巨星、具体、俱乐部、剧场、决算、绝对、觉书、

军部、军国主义、军籍、军需品……；  

  K：看护妇、看守、科目、科学、可决、客观、客体、课程、肯定、空间、坑木、会计、扩散……；  

  L：浪人、劳动、劳动者、劳动组合、劳作、累减、类型、冷藏、冷藏车、冷战、理论、理念、理事、理想、

理性、理智、力学、立场、立宪、例会、量子、了解、列车、淋巴、临床、领海、领空、领土、流感、流体、流

行病、流行性感冒、伦理学、论理学、论坛、论战、落选……；  

  M：码、麦酒、脉动、漫笔、漫画、漫谈、盲从、媒质、美感、美化、美术、免许、民法、民主、敏感、明

确、明细表、命题、母体、母校、目标、目的……；  

  N：内服、内阁、内幕、内勤、内容、内在、能动、能力、能率、农作物、暖流……； 

  O：偶然、……；  

  P：派遣、判决、陪审、陪审员、配电盘、配给、批评、片假名、平假名、平面、评价、坪……；  

  Q：旗手、骑士、企业、气氛、气密、气体、气质、气船、气笛、牵引车、铅笔、前提、前卫、前线、强制、

侵犯、侵略、勤务、清教徒、清算、情报、驱逐舰、取缔、取消、权威、权限、权益、权利……；  

  R：人格人力车、人权、人文主义、人选、日程、溶体、肉弹、入场券、入超、入口……； 

  S：商法、商业、上水道、少将、少尉、社会、社会学、社会主义、社交、社团、身分、神经、神经过敏、神

经衰弱、审美、审判、审问、升华、生产、生产关系、生产力、生理学、生命线、生态学、剩余价值、失效、时

计、时间、时事、时效、实感、实绩、实权、实业、使徒、世纪、世界观、市场、市长、事变、事态、事务员、

手工业、手榴弹、手续、受难、输出、输入、苏铁、水成岩、水密、水素、水准、私法、私立、思潮、思想、死

角、所得税、所有权、索引……；  

  T：他律、塌塌米、台、台车、太阳灯、探海灯、探险、探照灯、特长、特务、誊写版、体操、体育、天鹅绒、

天主、条件、铁血、通货膨胀、通货收缩、同情、统计、投机、投影、投资、图案、图书馆、退化、退役……；  

  W：瓦、瓦斯、外分泌、外勤、外在、唯心论、唯物论、卫生、味之素、胃溃疡、尉官、温床、温度、温室、

文化、文库、文明、文学、无产阶级、无产者、舞台、物理、物理学、物语、物质、悟性……；  

  X：喜剧、系列、系数、系统、细胞、下水道、纤维、现金、现实、现象、现役、宪兵、宪法、相对、想象、

象征、消防、消费、消化、消火拴、消极、小夜曲、小型、校训、效果、协定、协会、心理学、新闻记者、信号、

信托、信用、猩红热、刑法、形而上学、性能、序幕、宣传、宣战、选举、旋盘、学府、学会、学历、学士、学

位、血色素、血栓、血吸虫、训话、训令、讯问……；  

  Y：压延、雅乐、演出、演说、演习、演绎、演奏、燕尾服、羊羹、阳极、业务、液体、医学、遗传、义务、

议决、议会、议员、议院、艺术、异物、意匠、意识、意义、意译、阴极、音程、银行、银幕、引渡、印鉴、印

象、营养、影象、优生学、游离、游弋、右翼、语源学、预备役、预后、预算、元帅、元素、园艺、原动力、原

理、愿意、原则、原子、原罪、原作、远足、运动、运动场、运转手……；  

Z：杂志、展览会、战线、哲学、真空管、阵容、政策、政党、支部、支配、支线、知识、直观、直接、直

径、直觉、直流、止扬、纸型、指标、指导、指数、制版、制裁、制限、制御器、制约、质量、中将、终点、仲

裁、仲裁人、重点、重工业、株式会社、烛光、主笔、主动、主观、主人公、主食、主体、主义、注射、专卖、

转炉、资本、资本家、资料、紫外线、自律、自然淘汰、自由、自治领、宗教、综合、总动员、总理、总领事、

组成、组阁、组合、组织、最惠国、左翼、作品、作物、作者、座谈、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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