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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教授汉语来讲好中国故事》

开场白，序幕

今天的培训，首先要感谢伍会长和文促会：本来培训是安排在去年十月的一个线下

的活动，是以文促会组织、常青图书协助，我们文院赠书，参加培训的学校和老师

向环保组织捐款的形式进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疫情的影响，只好停办；

经考虑，我们把它改变成后来的纯粹的赠书，由老师和学校自愿向环保或慈善组

织捐款而无需告知我们的方式。在此，应该感谢一些老师，把捐赠款项后 学生的反

应和他们的反馈告诉了我们。

现在这个培训，是作为我们赠出的500套书，共3000本教材“马后炮”式的辅助。今

天的培训首先是把我们刚刚结束的一个实验性质的HSK 初级班学习的效果汇报给

大家，做一个互动；然后再把这本教材的使用方法介绍给各位。（据悉，有二、三十间学校、数

十位老师和班级把这套教材或做课本，或做参考书，或作为课外阅读的资料）

先让大家看一看我们实验班六位学生考试的卷子（全部共七位，一位因临时上不去网，没有参加）。



女学生， 20-30 岁，凭着拼音通过了HSK2的考试，但是不认识汉字，所以进班再从HSK1学起。

92分



一位 30-40 岁的英国女士，完全没有接触过中文。

70分



这是一个12岁的有中国母亲的男孩子，会说中文，但是过去一直拒绝学习汉字。

74分



这是一位年轻的英国妈妈，从来没有学过中文。

87分



这位是 40岁左右的英国男士，过去学过零零散散的HSK1, 进班前认识一些汉字。

100分



这位是大学毕业不久的英国女学生，完全没有接触 过中文。

100分



4 X 12 模式 

这个课使用的课本是《序法，60小时突破初级中文》。（指

的是从零开始的学生经过 60 小时的课堂学习，可以通过 

HSK 2级水平的考试）

此课程的设置为 4 X 12 的 HSK1 即，12-12-12-12：12个周

日-12个小时-12个汉字-12课内容（最后一课考试）。就是

说，学生需要用11个小时，学会从第一课到第十一课的 

132 个汉字，掌握 33 个无拼音辅助的汉字的句子。



考试于时，学生学了前11课/小时（全书是30课/小时）。这次抽考一共是 50个 汉字，判分的标准是每个字 2分，

满分 100；缺笔少划，或写对一半的，都不计分。六位学生的平均分数 87.16分。另，考试没有放入认读句子的部

分（这方面技能的训练是在学生每一课上过以后，到第二个星期上课的头十分钟，由他们分别念读句子）。

举几个课本上的例子：

• 我听说她哥哥四十四岁了。

• 喂，你是谁？我认识你吗？

• 明天我同你弟弟看电视。

• 我看了你说的那本书，太好看了！

• 你不认识谁是老师，你妈妈认识吗？

• 哥哥认钱不认人，很商人气。

• 六姐开了几家很好的客店。

• 大家都喝茶，六个人六杯茶，六块零六分。

• 大姐会开飞机，二姐会开火车。

看完了学生的考卷，我们再回到“讲好中国故事”



《用教授汉语来讲好中国故事》三场及尾声

第一场             汉字论

首先要弄明白，故事何谓“讲好”，我以为这既不是“捡好听的讲”，也不是“把不好听的讲得好

听”，而是不偏不倚，实话实说。那么，怎么才能把“故事”说实了呢？她的“实”在哪儿呢？从

我 1984 年踏上英伦起始，筚路蓝缕，在对外汉语教学这条道上走了三十几年，方才觉得自己

是踩到了这个“实”字上：它就是两个音节所表述的“汉-字”。

但是，把汉字恶魔化的危言，几十年以来不绝于耳。半个多世纪前，一些文化人断言“汉字不

灭，中国必亡！。”，言外之意就是决心“必灭汉字”；还说：“汉字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

奇异，认识，是极不便，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而今，这

种“必灭汉字”的言论又在暗中伏动。不同的是，过去的文化人，是出于对中国之落后，处处都

挨打，天天被瓜分而痛心疾首，误以为汉字是阻碍社会进步的罪魁祸首；但是，今天的“必灭

汉字”的附庸者，是一批自身文化浅薄又西方科技至上的人，以为几项新的数码技术就可以替

代汉字。甚至说，语言文字都是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并据此来预计未来“汉字必亡”。那么

我不禁要问：如果仅为了担心未来，就在今天加入诋毁汉字的行列，那么这些附庸者本身也

是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是不是现在就应该开始自残，尽早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关于汉

字的“亡国论”请大家抽时间看一下普林斯顿大学中文系教授周质平的文章《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汉

字改革，为汉字说句公道话》）。



况且，5000 年来汉字的历史 和今天汉字的应用 已经清楚地说明，它具有一个无与伦比的

“千禧之身”，是上古文字的硕果仅存，而一一泯灭的倒是那些诞之于前，生之于后的其他

古文字。即使是现代的中国秩童，都可以把数千年前的文字朗朗上口：“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相比之下，当今的英国百姓，几个世纪年前的莎士比亚，

对他们来说，已经生涩难懂了。

那么汉字何以有此奇迹？思来想去，还是两个音节的字“实诚”，或倒过来“诚实”。数万个

汉字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新增，有亡灭，有个别繁化，还有部分从简，但是从不说谎。造字

年代，大量汉字的组构，都在天——时代；地——地缘；人——价值观的取舍 三要素的影响

下不断的发展变化。汉字的故事体现了人们对环境的依赖，对土地的眷恋，对水的观察，

对火的认知，以及对爱，对女人，对财产，对责任，对人格，对情操的理念等等。汉字的初

造和汉字经年使用频率的增减，是一张长长的、忠实于史实的清单；包括那些赞美女人的

褒义词或歧视女人的贬义词，其增增减减都历历在目，毫无掩饰。如果拿“诚实”来口诛笔

伐汉字，就有失公允了吧？不妨做一个比较：叔本华和尼采对女性有大量轻蔑的文字，但

是，这些偏见，并没有使这两位哲学家 付出他们在学说上的代价；汉字，不也应该如此

吗？



那么汉字与“中国故事”又何干呢？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中国故事”，而非“他国故

事”。其定义应是“前者之特质为后者所不具”。推论至此，汉字就责无旁贷地扛起了

“中国故事”的大梁；因为只有它，是“非他国所有”（日、韩是汉字使用的后继者），甚至，他国语

言连“类似值”都不具备。所以“汉字的故事”便是纯而又纯的“中国故事”了。

纵观历史，汉字从雏形的甲骨，到籀文，到小篆，到隶书方块化，再到楷书，这一系列

的变化都承载着满满堂堂的、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强盛也好，羸弱也罢，改朝换代也

好，异族统治也罢，被半殖民也好，几乎亡国也罢。呜呼哀哉，历史像万花筒，唯汉字

耿直不贰，它总是诚诚实实地、赤裸裸地把我们的汉文化和价值观，呈现在世界的面

前。汉字毫无愧对，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发明和最宝贵的财富！它所建立的功

勋不是少数人就可以诋毁，也不是几项科技成果就能替代的，汉字稳健的步伐，一定

会走向另一个 5000 年！为此，我希望我们这一代和以后的世世代代都不要成为败家

子。

可以说正是由于汉字的这种“天地良心” ，这种“实诚、诚实” ，才吸引了那些想真正了

解中国的外国人。以我们子午文院为例，学生大多已经学习了五、六年，有的长达十

年，还有断断续续、学习了十几年的。我们高级班的学生可以凭倚汉字来阅读四书五

经。



第二场   语法论 

第一场谈的是“天地良心”的汉字，第二场则要谈谈我们是不是也有一套“天地良心”的

文法。

所有的语言都有其规律，中文汉语也不例外。解释其语法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两

种：

一种是使用被世界公认的、语言学的理论来解读。（ “他性”解读）

一种是用其自身的文明、文化来解读。（“自性”解读）

那么，迄今为止，汉语的语法是由谁来解读的呢？事实是，直到 1898 年一本名叫《马

氏文通》的语言著作问世之前，汉语还没有一个系统的、全方位的解读法。

正是这本《文通》，以印欧语系为基准，使用了世界公认的语言学的理论，把中文量

化、系统化，以“他姓”解读了我们的语言。《马氏文通》的最大成就，是为西方来的传

教士们解决了学习中文难的问题；但绝不仅如此，这条路一直走到了21世纪的今天。

请参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8%AF%AD%E8%AF%AD%E6%B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8%AF%AD%E8%AF%AD%E6%B3%95


自 1954 年在全国中学实行了《汉语》与《文学》分科的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便编写

了以上两册的教科书。其后又花了两年半时间完成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1955 年

至1957 年，又进一步编写并出版了初级中学的《汉语》课本，1959 年又根据《汉语》

课本，改编、出版了《汉语知识》。

25 年后的 1984 年，又修订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把一套《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

要》确立为“现代汉语语法学”的国家标准。

这一年，1984年，也是我刚刚踏上英伦土地的一年。为了生计，也是凭着我在中国写

小说、话剧和电影剧本的专业知识（我 60 年代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开始在英国教

授一点汉语普通话。



1987 年，因我特殊的专业，便很幸运地进入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担任语言老师。教书伊始，

不觉得什么，认为我中小学的语法知识足以胜任此职；几年后，当校方要我担任语法教学的

时候，我才发现 在我们的语言里有不少语法现象用西方的系统梳理不通。为此，一些大学把

这些难点设置为高学位，招收博士生来攻读。难点包括“把字句”、“了字句”、“得字句”、“就、

才字用法”等等。

为此，我从  1995 年开始研究这些现象。2000 年，我把汉语归纳化简成五个母句：“是句”“在

句”“有句”“动句”和“判句”；明确一点说是“五‘他’句”：“他是谁？”“他在哪儿？”“他有什

么？”“他（在）干什么？ ”“他怎么样？”；指出汉语所有的长短句都是由这五个基本句式排

列、组合而成。2005 年，我在英国汉语的研讨会上进一步提出了汉语的语序是“天·地·人”，即

，一个陈述句，其字词的排列一定是遵循先说时间，再说地点，然后说人类的行为的自然顺

序，从理论上论证了汉语的字序是“趋真向实”，是“我口说我做，我手记我为”的语言。换言之

，我们的语法也是“实话实说”，“天地良心”。

2007 年，为了集中精力将这套理论付诸实际教学，我从大学辞了职，建立了子午文院。

所以，我说，经过三十多年的筚路蓝缕，我才踏到了实地，才明白为何要用教授汉语来讲

好中国的故事。后面要向大家介绍的教材，便是这么多年来我的收成。



第三场     序法的教材与使用

在我与子午文院教师团队的共同努力下，经过长达11年的不断修改、调整和课堂试用，一套把“讲好汉字的故事”和汉语“自性”

的规律两者的研究放在一起的教材，最终由中国华语教育出版社于2021年5月出版。

刚刚给大家看的是几份4 X 12 HSK1 初级课程的考试卷子。这个课使用的课本是《序法，60小时突

破初级中文》。（指的是从零开始的学生经过 60 小时的课堂学习，可以通过 HSK 2级水平的考试）

课程的设置为 4 X 12 的 HSK1 即12-12-12-12：12个周日-12个小时-12个汉字-12课内容（最后一课

考试）。就是说，学生需要学会从第一课到第十一课，共 132 个汉字和 掌握 33 个无拼音辅助的汉

字的句子。

1，为了解决对外汉语 “教汉字难” 的瓶颈，我们的教材采用了不同的步骤，从眼睛的视觉，耳朵

的听觉，舌头与口腔，包括气息（四声）的操练，到动手与动脑（左右脑的互动）等数个层面来刺激

与调动学生的语言系统，加强他们对字形、字义以及语音、声调的记忆。

     1）让学生从第一个汉字到第十二个汉字逐一地看字的图像（图像是把甲骨文和籀文形像化和

夸张化）

     2）以图像为依据，朗读那些言简意赅（英文或中文）的记忆口诀，讲好汉字的故事

     3）大声吟唱出这些字的笔顺（犹如英文的拼写）



                                        汉语的声调

汉字的四声 加上轻声：

阴、阳、上、去。

用 a 来标注声调：

阴平 ā ，阳平 á ，
上声 ǎ ，去声 à ，轻声 a



吟唱汉字的笔顺



1）让学生从第一个汉字到第十二个汉字逐一地看其字的图像（图像是把其甲骨文和籀文形像化和夸 张化  

2）以图像为依据，朗读那句言简意赅（英文或中文）的记忆口诀，讲好该汉字的故事

3）大声吟唱出该字的笔顺（犹如英文的拼写）

























以上练习的12个汉字大约需要30分钟完成，继而进入练习部分：

• 1）看口诀，从5个同一课的汉字中圈出匹配的汉字

• 2）用笔把不规则的12个拼音与12个匹配的汉字连接起来

• 3）把12个汉字标出声调

•  从4）- 6）三个练习都需要链接以下的网站提供的录音

• http://www.sinolingua.com.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0&id=1314

• 4）听1-12个汉字词的录音，依次从下面列出的12个汉字里选出匹配的汉字填进1-12数字的空

格

• 5）听录音中的中文，写出12个汉字

• 6）听录音中的英文，写出匹配的12个汉字

• 经过1-15课（15课时）的汉字学习以后进入课本的第二部分：字组词，词组句

http://www.sinolingua.com.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0&id=1314


HSK1 第一课汉字课文练习 1

看口诀，从5个同一课的汉字中圈出匹配的汉字；做完12个字以后，大家相互核对答案，群体启发，挖掘学生中对语音敏感或有想象力，对图
像领会迅速的潜能——书上编写的英文口诀，有不少是经历届学生的讨论而产生的。

见右图



HSK1 第一课汉字课文练习 2-5

2）用笔把不规则的12个拼音与12个匹配的汉字连接起来。3）把12个汉字标出声调从

4）- 6）三个练习都需要链接以下的网站提供的录音

http://www.sinolingua.com.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0&id=1314

4）听1-12个汉字词的录音，依次从下面列出的12个汉字里选出匹配的汉字填进1-12数字的空格

5）听录音中的中文，写出12个汉字

http://www.sinolingua.com.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0&id=1314


汉字篇第一课练习 6-7

6）听录音中的英文或英文口诀，写出匹配的12个汉字
7）因为没有语法，很直白，先请学生逐字翻译，懂了句义后大声唸读。



练习册也提供了“汉字篇”第一课练习的答案



《序法中文》“词句篇”是从第16课起至最后的第30课的部分。
此时，学生已经学了178个汉字，所以课的内容是前15课的拓展：

   字组词，词组句前先要知道语法码“的”的用法（汉语的最高频字）



继而学习语法码“了”、“在”



最后学语法码“呢” 、“吗”——HSK1 全部语法至此完毕。



《序法中文》词句篇第十六课，课文，汉字的前后构词及字词造句
1）在简单扼要地指导学生了解几个语法码“的”“了”“在” “呢”“吗” 的用法后，以该字与178个学过的字用“前构”或“后构”的方

式列出8-10个常用词或短语或成语。
2）以该课的该字与学过的字造出5个句子，1-3句简单，4、5两句稍难或较长。

“爱”、“八”



《序法中文》“词句篇”第十六课（001爱-012出）匹配的练习部分

1，中翻英12句     2，英翻中10句



《序法中文》词句篇第十六课（001 爱- 012 出）匹配的练习部分

练习3：提供 8 句要求学生听、译、再听、然后重复的练习

1）先听两遍中文句子； 2）将句子的中文译英；3）再听一遍中文句子； 4）重复这个中文句子

听录音中的  8 句话，每一句都要学生自己先翻 译成英文（明白句义），然后跟着录音重复。目的是加深学生 对这种陌生语言熟

悉的程度，训练他们口腔的机能，从多次的复述中体会 汉语的字、词和短语的自然间隔。（实验的结果证明，如果学生不熟悉

句子里的生词，就重复不了整句）



从第16课（1-15课178个汉字学完）起始的课外阅读

雪球 《路在我们的脚下》( 1 ) 单篇注释版



雪球 《路在我们的脚下》 完整版



简短说明

• 此套HSK1 一共需要30个小时完成，我们设计的4 X 12 要持续3个学期，共36小时。多出的6小时，3小时是考试与讲评，余下的3小时

可以让学生选择两个方案：

• 方案1，熟悉HSK1的真题考试卷（通常我们的学生有一半以上不想参加这类的考试）。

• 方案2，学习书最后一部分课外阅读的附文：小说《路在我们的脚下》。故事是用本级学过的178汉字、1000词并参照练习册中890个

句子的语法点写成。

• 注：此部（HSK1-9级）长达十几万字小说的文字、句型及语法都极其严格地按照汉办颁布的字级标准逐步升上去的（即无超纲字）。

• 以下是字级的参照：

• HSK1 （0-178）178个汉字；

• HSK2（179-348） 170个汉字；

• HSK3 （349-618）270个汉字；

• HSK4 （619-1064）446个汉字；

• HSK5 （1065-1684）620个汉字；

• HSK6-9 （1685-3192）1508个汉字。



课程的跨度与达标：

• 套书的HSK-2 与HSK-1一样，也需要30个小时完成，同样用设计的4 X 12 持续3个学期，共36小时。(看

图识字，英文口诀，字组词，5个句子，中英互翻练习，承上启下的4500字的小说)

• 套书的HSK3 需要44个小时完成，同样用设计的4 X 12 持续4个学期，共48小时。(看图识字，英文口诀

，字组词，5个句子，中英互翻练习，承上启下的6200字的小说)

• 套书的HSK4 需要74个小时完成，同样用设计的4 X 12 持续7个学期，共84小时。(看甲骨文识字，英文

口诀，字组词，3个句子，中英互翻练习，模拟HSK4级的听力，阅读与理解，写作及承上启下的 7500字

的小说)

• 套书的HSK5 需要117个小时完成，同样用设计的4 X 12 持续10个学期，共120小时。(看音符、字符或

汉字元素识字，英文口诀，字组词，3个句子，中英互翻练习，模拟HSK5级的听力，阅读与理解，写作

及文言文经典段落，承上启下的 12500字的小说)

• 套书的HSK6-9 需要220个小时完成，同样用设计的4 X 12 持续19个学期，共228小时。(看音符、字符或

汉字元素识字，汉字解析，字组词，1-4个用法句子，英互翻练习，先秦已降的文史哲精选，中国概况：

历史、地理、民族、语言、价值观以及《路在我们的脚下》小说的结尾)



《60小时突破初级中文》教材



《60小时突破初级中文》教材











序法套书 HSK 的 1-9 级



尾声

为了比较“自性解读”与“他性解读”的孰更优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语法的文

字游戏：

下面给大家一个“串字宝”：

这六个字分别是——

“没”、“大”、“事”、“是”、“有”、“钱” 。

请用这六个汉字排列、组合成一些句子。

1，或用“他性”语法来解读：即主、谓、宾、定、状、补，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代词（人
称代词，物主代词）数词，量词或偏正解构……来解析。

2，或用直白的汉语解释

3，或用序法“重词后置”的“自性”语法来解读。

4，当然，我也由衷地欢迎大家用其他方式来解构。



补遗：“趋真向实”“重词后置”的序法总结

汉语是序法语言，或汉语是趋真向实法的语言，或汉语是重词后置的语言。依据这个语法系统，汉语可分三个句式：

• 1，陈述句——自然顺序（真，真实）

• 2，语境句——重词后置（善，达意）

• 3，诗词歌赋——韵律后置（美，审美）

其中“语境句”生活中最常见，也是艺术语言中最常用的形式。“串字宝”的答案就在于此。

再说几句“重词后置”例子：

1，有病吧？你！（不是身体有病，而是脑子进水了）

2，吃光啦？都。（一点儿没给我留啊？）；在哪儿呢，你！（已经找烦了）；吃药了吗，你！（妈妈对不

听话的孩子的口气）

3，全都考上了？连他。（他本来没有希望，难以置信）

4，哪儿啊？你们去。（去的地方也不告诉我一声？！）

5，咱们走吧！一块儿。（别有一个人落下）

以“把字句”为例，有两把钥匙：

1，将“把”视为一个动词（“把”是“用手”的动词替代语法码）。

2，将“把字句”作为“重词后置”的句式来分析。

比如：1）以陈述句来表达：“请关好门！”（句义是：需要关门）；2）要是门关了，但没有关好，就会变成

一个重词后置的祈使句句式：即“请把门关好”（句义是：因为门没有关严、关好），重词“关好”需要置后，置于句

尾，这就是“趋真向实”的语法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