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3, 11(6), 2676-2680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6361    

文章引用: 程子芯. 效果导向视域下汉字在古代越南的传播[J]. 现代语言学, 2023, 11(6): 2676-2680.  
DOI: 10.12677/ml.2023.116361 

 
 

效果导向视域下汉字在古代越南的 
传播 

程子芯 

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陕西 汉中 
 
收稿日期：2023年4月23日；录用日期：2023年6月20日；发布日期：2023年6月30日    

 
 

 
摘  要 

汉字作为越南文字史上富有深刻影响力的文字，在越南的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以传播效

果为导向，分析汉字在古代越南的传播、传播效果以及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并从传播效果视域下总结

汉字在古代越南的传播造成的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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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characters, as a deeply influential character in the history of Vietnamese writing, have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Vietnam. Guided by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ancient Vietnam, the communica-
tion effect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and summarizes the cultural influ-
ence caused by the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ancient Vietna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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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汉字在越南的传播起源于两千多年的秦朝，从汉字传入越南至汉字成为越南历史上的第一种正式文

字，甚至被越南人称作是“儒字”和“咱们的字”，从汉字的历史地位的变化可以看出汉字在越南的发

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媒介，在促进文化传播和加速越南自身文明进程中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 
狭义的汉字传播以传播内容的习得、接受和使用为标准，即必须有学习汉字和使用(包括理解)汉字的

行为过程[1]。在这里我们采用狭义的汉字传播的定义，并且强调汉字在传播之后在越南地区生根发芽的

问题，将重点转移到汉字在越南传播的效果而不局限于传播阶段。由于古代是汉字向越南传播的初始时

期和繁荣时期，越南法属后汉字的地位逐渐降低，字喃与国语字的出现更让汉字的地位出现危机。因此

本文从越南国家历史进程角度，将汉字在古代越南的传播分为北属时期(公元前 214 年~939 年)和独立时

期(968 年~1856 年)，仅研究在这两个阶段中汉字的传播效果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2. 北属时期汉字在越南的传播 

自秦始皇占领岭南地区(公元前 214 年)开始，汉字在越南的传播正式拉开序幕。秦始皇在岭南设三郡，

其中的象郡即包括今天越南的中北部地区。对于这三郡的管理，秦始皇派官员，迁移民，将汉字及汉文

化带到了这片荒蛮之地。对于北属时期以前的越南地区的文明程度，戴可来先生曾指出：“没有行政机

构，没有凌驾于公共权力之上的军队、监狱……也没有文字，因而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只是

处于‘文明的门槛儿上’”[2]。可以说，秦的统治将汉字带入了越南地区，让其跨入真正意义上的文明

之中。 
从秦汉至隋唐(公元前 214 年~939 年)，是越南作为中国的属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经过中原政

府的治理，汉字传播到了越南并不断增加其影响力与传播力，汉文化也在当地持续推行。中原政府通过

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对越南地区的统治与管理，直接导致了汉字的传播与推广，这中间也不乏有能人志

士作为传播汉字的中坚力量促进了汉字的传播与发展[3]。这期间有三种治理手段对于汉字的传播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第一是派官员到越南地区任职，在这里要注意，汉字传播的领袖式人物多是来此地任职的

官员；第二是将大量中原人迁往岭南，与当地人杂居而处；第三是举办学校，实行科举制度。 
第一是派官员到越南地区任职，秦朝时百越之战后秦始皇将任嚣与赵佗留守百越之地任职，赵佗实

施“合辑百越”政策，积极推广中原文化。到东汉时期，锡光与任延分别到南越二郡任太守，传播儒家

的伦理习俗。隋唐时期更是屡派良吏治理安南，如王福时，杜审言，沈佺期等。中原政府通过派遣贤良

之吏去往越南地区任职，直接目的是为了加强统治，但是又间接地促进了汉字的传播。官员的就职势必

会引起整个官僚系统对汉字的学习，越南地区社会上层人士对于官员的喜好习惯的效仿与追捧同样会带

动对汉字的学习。此外官员对于越南的治理势必不会忽略教化问题，教化问题的首要之义即是文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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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皆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汉字。就传播效果而言，经过历代官吏的治理，汉字在社会上层人士之间的传

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推行，汉字成为了精英人士的工具，虽然官员在当地推广汉字与汉文化，但是由于

社会阶层的限制以及官员个人能力的限制，汉字在社会下层人士之间的传播仍有限。 
第二种治理手段是移民，中原政府将大量的中原移民与当地居民杂居而处，不得不说这是汉字大范

围传播的主要原因。从秦百越之战留下的大批兵士戍边为始，各个王朝均向越南地区迁徙了大量中原人

士，这其中除自由移民之外，占最大比重的既是发配来此流放的“有罪之人”。此外，东汉末天下大乱

之时，大批饱学之士纷纷选择越南地区避难，在此地讲学传播汉字以及儒家思想。这些由于各种原因来

此地的移民在客观上促进了汉字在各个阶层的传播，他们大力传播汉字，传播汉文化。移民的到来对汉

字传播就如同墨汁式地扩散，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了对汉字的习得与使用，汉字的

使用无论是在日常交流还是书信交流中都日趋普遍。 
第三种治理手段是举办学校，推行科举制度。锡光、任延率先在越南地区办学，推行汉字，进行有

组织的汉字的传播。此后各朝一直秉持办学制度，积极推行汉字，推广汉文化，培养人才。学校使得汉

字的传播从此有了阵地，使汉字在越南人的心目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此外还有科举制度的实行，让汉字

在越南地区的传播更上一层楼[4]。早在汉朝时就有了“人才得与中州同选”的政策，对当地人特别是社

会下层人士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科举是下层人士跨越阶级的唯一方式，科举制度的出现让整个社会都陷

入了学习汉字的狂潮，推动了汉字全方面的传播与融合。 
除中原政府为传播汉字所做出的一系列举措使得汉字有大范围的传播之外，汉字自身的优势也是其

能在越南地区传播的原因之一。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由于古代生产力的限制，“十里不同音”的情况极

其普遍，表意文字更容易在音异的情况下传播推广。此外，思想上越南地区儒释道的兴盛同样促进了汉

字的传播，儒家思想伴随着官员治理而传播，道教在南北朝时期就传入了越南，在越南民间有着不小的

影响，佛教在越南地区的活动也很频繁。宗教对汉字传播的影响主要在于宗教典籍，信徒在信仰宗教之

后对于研究典籍的需求使得汉字得到了一定的传播。 
总而言之，自秦汉至隋唐的越南北属时期，在中原政府的治理下，汉字在越南已作为正统的书面语

存在，在语音上也与越南语有了一定程度的融合，汉字的传播效果尚佳。但汉字的传播范围始终未能遍

及整个社会，而是大部分为上层所掌握，成为越南贵族身份的象征，再加之汉越音异的问题，在下层人

士多用口语交流，书写极少的情况下，社会下层能够学习汉字的人始终占少数，汉字的传播也就带有一

定的局限性。 

3. 独立时期汉字在越南的传播 

越南自丁朝(968 年)后成为独立的封建国家，自丁朝起至沦为法国殖民地的这一时期(968 年~1856 年)，
汉字在越南的传播达到顶峰，汉字成为国家官方规定的文字，汉字的地位得到史无前例的提升。文字与

时代变化是紧密相连的，“它积淀着一个民族的心理文化结构,反映着文字制造者的思维观念,是历史在

一个时代平面上的投射。”[5]越南虽然自身独立，但是与中国的交往并未减少，越南与中国的关系由从

附属关系变为宗藩关系，在中国文化此前一千多年的持续影响下，汉字在越南的传播由被动的学习变为

了自觉的学习，汉字传播进入了新的阶段[6]。 
在越南成为独立的封建国家之后，汉字在越南的传播并未停滞，与北属时期的汉字传播比不相上下。

这时期越南各朝的统治者继续提倡学习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作为制度和文化载体的汉字自然在社会广泛

传播。同时越南王朝的统治者延续了北属时期的科举制度，以儒家经书取士，极大地巩固了儒家思想文

化在越南的统治地位，汉字作为儒家文化的载体也因此而影响愈发扩大。 
汉字在这一时期地位极高，已经作为国家的正式文字存在，可以说汉字在越南的传播已达顶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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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出现各种用汉字写成的文学作品，如汉诗、汉赋、史书等，无论是官方布告还是民间文书，使用汉字

书写的频率极高。同时汉字也在各个领域被广泛使用，除了广为人知的文学领域，汉字在宗教和民俗领

域的传播同样令人赞叹。大量的汉字出现在民间的牌匾、碑文、器物之上，以及大量汉字书写的宗教典

籍的传输足以证明汉字在民间传播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 
在独立时期造成汉字如此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主要来自国家统治者的治理举措与提倡。在以往北属

时期的文化浸润下，汉字在越南的传播已有了深厚的基础，独立后统治者出于加强自身统治的需要选择

延续和提倡汉字和儒家文化[7]。为了在连绵的战争中尽可能地维护自身的统治周期与统治力度，汉字在

这时的传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良机。对于统治者来说，维护汉字与汉文化在本国的地位远比创建一个全

新的未知的语言体系和文化体系要合理得多，划算得多。同时儒家文化所代表的封建权力体系也正符合

越南统治者此时的需求，汉字在越南传播也就更上一层楼。 
除统治者的提倡之外，越南王朝在本土延续的科举制度也为汉字在越南的传播效果添砖加瓦。李朝

1075 年，越南王朝第一次开启本土化的科举考试，汉字作为科举的专用文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科举承

担了寒门改换门庭的最大期盼，学习汉字也成为寒门的首要之务。汉字使用与传播因科举而形成完美的

传播闭环，科举及第的寒门进入官员体系之后又使用汉字进行治理与传播，为汉字的传播起到良好的示

范和推动作用。寒门除了利用汉字行科举外，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学习汉字，“家业若有盈余，当务

之急是让子孙学会一定数量的汉字，以便能在祭拜祖先时进行祷告(如以字喃及喃音祷告，非但祖宗嫌之，

且有辱家风)”。黎朝时期黎圣宗曾颁布过政令，对于私自截留朝廷下发的学术和医术的行为均送予刑部

处置。可见汉字在此时传播的范围可至偏远山村，汉字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 
总而言之，汉字在越南独立时期的传播由越南王朝官方主导，以封建官僚体系中施行的教化与选官

制度为手段进行传播，使汉字在越南一跃成为官方正统文字，汉字的传播具有了非同凡响的效果。 

4. 汉字在越南传播造成的影响 

汉字在越南已进行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传播，无论是从刚进入越南时的文字开化到北属时期的文字迁

移再到独立时期的文字统治，汉字都在越南的发展史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对越南的各个方面

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发挥作用之处在于越南的政治方面、文化方面与语言方面。 
从对越南政治方面造成的影响来看，汉字作为汉文化的承载体，是越南学习汉文化的起点，汉字将

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带给了越南，使越南成为周边国家中第一个进入封建社会的国家，加速了越南的社

会进程。古代越南从北属时期作为中国的郡县而存续时便理所应当地与中原王朝秉持一致的政治制度，

如隋唐时期就在此地设立属地进行管辖，政府设置也与中原地区的州、县、乡等地方政府设置保持一致。

而当越南作为独立王朝存在时，越南统治者借鉴了中国的制度，以此巩固政权。尤其是古代越南的官制

更受到中国官制的影响。越南在借鉴唐宋政治制度的模式下构建了一个较为完备的具有封建色彩的中央

集权制度。除官制方面受中国影响之外，越南不断开疆拓土，建立了以河内为中心的“亚朝贡”体系，

这与越南本身与中原王朝的宗藩关系相较有相关联系。由此可知，越南在政治制度方面受中国影响颇深，

而汉字作为汉文化的承载工具将封建制度带到越南，加速了其社会化的进程。 
从对越南文化方面造成的影响来看，汉字作为一切文化产物的容器在越南文化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儒家思想的传输使越南在思想上孕育了深厚的民族意识与经世致用的士人精神，越南人民受儒家思想影

响深刻，在后续的反抗殖民统治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除此之外，大量的汉字文学作品和历史文学的

出现也正是汉字在越南得到良好传播的验证。在汉字传播过程中，不乏有优秀越南人的汉文作品出现。

李常杰的《南国山河》在李朝是较为有名汉诗：“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书，如何逆虏来侵犯？

汝等行看取败虚”。除了普通人对汉文文学的热烈尝试之外，越南的历代君主也不乏有热爱汉诗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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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特殊身份使汉字文学作品在整个治域内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从越南数量众多的汉文文学作品中也可

一观汉字对于越南文化造成的深刻影响。此外汉文文学的不断涌现也对越南自身语言文学的发展起到了

反向的激励作用。 
从对越南语言方面造成影响来看，汉字的出现使越南地区的语言体系从无到有的产生和发展，从汉

字到字喃再到国语字，汉字的使用使得越南本土人在演变中发现汉字与自身文化不匹配之处并试图寻找

裂缝以弥合。汉字促进了越南自身语言的产生，无论是从声调的生成还是喃字的产生，都对越南的语言

做出了贡献。 
总之，汉字在越南的传播中全方位多层次地促进了越南的历史进程，对汉文化的域外传播和调节不

同种族之间的交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5. 小结 

一个国家的文字的演变与这个国家的历史息息相关。纵观古代越南的历史轨迹，从北属时期到越南

独立时期，汉字都在其间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对越南的政治、文化和语言的发展皆产生了不俗

的效果。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不仅在越南传播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使得越南外显的各个方面

都得到了改变，更在以深刻的精神内涵传播了属于中国的思想文化内核，汉字在越南的传播效果可谓显

而易见，本文从传播效果出发，以传播途径入手，深入挖掘汉字在越南传播效果与影响，希望能为汉字

在越南的传播研究做出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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