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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汉字的免费之旅：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共享文字史</p><p><img 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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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UwcGqHvF7szEVol9ld7.jpg"></p><p>在东亚地区，汉字不仅是
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文化交流和历史传承的桥梁。中国人也好，
日本人也罢，他们都从中受益匪浅，而这一切几乎都是免费的。</p><
p>早在公元前4世纪，大禹治水记载就被翻译成了日文，从此两国间开
始了借用汉字的传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仅词汇被互相借鉴，而
且书法艺术、诗歌创作等多种形式都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p><
p><img src="/static-img/ZKVcFBqTSgP9Dxnt1_GxBjvoNjrzslPJLi
yWOrWQuhRAkUwcGqHvF7szEVol9ld7.jpg"></p><p>到了近代，
随着两国之间政治经济联系不断加深，这一习惯愈发明显。例如，在明
清时期，一些中国文学作品如《红楼梦》、《西游记》等，被日本学者
翻译并广为流传。此外，还有许多日语中的词汇直接来自于中文，如“
上海”、“北京”、“大臣”等，这些词汇在日语中的使用不仅体现了
双方文化交流，也反映出它们对彼此语言资源的认可和尊重。</p><p>
20世纪初期，由于国际形势变化，一度出现了对外来文化排斥的情绪，
但这并未阻止汉字继续作为一种跨越界限的人类共同财富而存在。甚至
在二战后的占领期间，美国军政府为了恢复日本教育体系，对古典文学
进行改编，其中大量使用的是原版中文文献。</p><p><img src="/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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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正在热衷于学习古文或研究书法时，我们便能感受到那份无价而又
自由分享的情感。这不仅是一种文化自信，更是一种对于历史和语言共
同发展过程的敬畏之情。而这一切，无疑是在提醒我们，即使是在全球
化的大潮下，“中国人も日本人も汉字を免费”的精神依然值得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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