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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的日语学习法及对现代日语教学的启示 

孔 颖1 

摘  要：戴季陶日语水平精湛，是孙中山的首席日语翻译。他通过多读熟读，突破日语学习中

母语干扰的瓶颈，达到听说读写译均自由无碍的境界。他认为“盖口与耳，实重要过于目

也”，启示了现代日语教学中诵读法的重要性，即，诵读法是变外语学习为母语学习的关键。 

关键词：戴季陶；日语学习；诵读法 

一、引言 

戴季陶（1891-1949），中国国民党元老，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研究者之一。1905 年留学

日本，在日本大学（前身为日本法律学校）读法学科，1909 年归国后担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兼日

语翻译，与日本政界、军界、经济界、文化界人士均有广泛联系，著有《日本论》，可谓是近代

中国史上一流的日本通。 

    关于戴季陶的传记、专著、论文汗牛充栋，但未见有从日语学习角度来写的论文。张玉萍的

力作《戴季陶与日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与本论相关，但主要阐述在近代中日两国错综

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戴季陶的日本观从期待到幻灭的变迁。直接与本论相关的唯有李运博在其专著

《近代汉日词汇交流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 年）中从词汇角度阐述“戴季陶对日

语的认知及评价”，仅三页篇幅。因此本文主要依据戴季陶自述《余之读书记》一文，从其早年

学习日语经历来思考对现代日语教学的启示。 

二、孙中山的首席日语翻译 

    1902 年，长兄戴传薪来到成都，在东文学堂任干事，将 11岁戴季陶送入同在成都的东游预

备学校，开始接触日语。学日文约一年，已略可直接读书听讲。
2
 

1903年，戴季陶进入成都客籍学堂高等科。当时任翻译者，为留学不满三年，且未毕业的中

学生，往往误译，戴即为纠正，有时翻译请假，或迟来，戴亦为之代课。加上聪明好学，于是深

 
* 2015 年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近代中国文人的日语学习法在现代日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编号 Y201534535。 
1 孔颖，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 
2 戴季陶：《余之读书记》，《新亚细亚》，1933 年，第 5卷第 4期，125、1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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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日本教习小西三七的喜爱。当时创立川北中学，请小西任理科讲师。经小西力荐，年仅 13 岁

的戴季陶被正式聘为翻译，月薪 14元，在当时就连举人和进士也难得到如此高薪。
3
 

1907年秋入日本大学法科肄业，该校为东京有名六私立大学之一，校长为松冈康毅，居住东

京麹町松滨馆。留学生说日语，在隔室听之不知是中国人者，同学中不过三数人，戴季陶称第

一，日语流利。
4
 

1908 年，在日留学生极一时之盛，万人以上，仅有一留学生会馆，人多而非常散漫。日本大

学之中国留学生，计有一千余人，而无组织。于是戴倡议发起组织同学会。开幕之日，到会达二

千人，日本文部省、中国大使馆皆有人参加，日大校长及教授多数出席，日本同学亦来观礼。大

会主席戴季陶以成都语与流利之日本语致开幕辞，博得全场中日人士鼓掌。公推时年 17 岁的戴

季陶任日本大学中国留学生学友会会长。
5
 

留学期间，戴季陶喜写日文小品或小说，他的小说常用“散红生”笔名，发表于日本新闻杂

志。
6
 

1913年年仅 22岁的戴季陶，陪同孙中山访日期间参与了所有的讲演、宴会、访问、谈判等

活动，还与前首相桂太郎、前外相加藤高明、新首相山本权兵卫、新外相牧野伸显、参谋总长长

谷川好道、原递信大臣后藤新平、东京市长阪谷芳郎、原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寺尾亨、政治家头山

满、实业家梅屋庄吉等重要人士进行了直接的接触和交流。
7
孙中山与三次成为日本首相的桂太郎

进行了长达 15个小时以上的秘密会谈，戴季陶从始至终担任翻译及记录，在场者只此三人。戴

季陶自述，“民国二年的春天，总理中山先生特地访问日本。那时我随从总理作秘书。在日本六

十天的当中，一切演讲、宴会、访问、交涉，事事参与。……那一年在东京四十天的当中，最值

得我们记忆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中山先生和桂太郎公爵的会见。……桂太郎和中山先生密谈，

前后约计十五六小时，桂太郎的话的要点，我可以记出来。”
8
  

胡汉民曾引用宫崎寅藏和萱野长知的话说：“戴先生作长篇演说的时候，他的日本话要比我

们还说得好。”
9
 

 
3 戴季陶：《余之读书记》，《新亚细亚》，1933 年，第 5卷第 4期，129 頁。 
4 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台湾文海出版社，1977 年，12 頁。 
5 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台湾文海出版社，1977 年，13 頁。 
6 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台湾文海出版社，1977 年，15 頁。 
7 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309-322 頁。 
8 钟叔河主编；戴季陶，蒋百里著：《日本论 外一种》.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4，110 頁。 
9 钟叔河主编；戴季陶，蒋百里著：《日本论 外一种》.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4，胡汉民：《序》，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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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曾用日语写作政论，刊登在日本杂志。如，“国家精神より見たる支那”刊登在 1914

年的《国家及国家学》第 2卷第 5号。编者按中介绍作者戴季陶“能文达识，盛名传遍海之东

西，且精通日语，……请看其以言文一致所写日语文章是如何之熟练”。
10
 

    戴季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介绍者”。据张玉萍的考证，考茨基著、高畠素之译《马克思资

本论解说》于 1919 年 5月在日本出版，同年 11月戴季陶便译成中文发表，最早将马克思经济学

介绍到中国。翌年还根据日译本重译了威廉·里布列希所著的《马克思传》。
11
 

由上可见戴季陶的日语听说读写译水平极高，并不局限于日常日语会话，而是含括军政经学

界及外交等多个领域。 

三、戴季陶的日语学习法 

    戴季陶之所以日语学得好，他自己评述道：“盖幼年习语，至易进步，而余于语言文字之

学，又性近而好之也”，此外颇得两位日本教习“指示之益”。
12
 

一位是东文学堂教习服部操。服部氏为早稻田大学文学士，其父为知名之汉学家，任成城中

学教员，以此因缘受聘来成都。汉文之根底既深，而有语学天才，故到未及一年，居然能以中国

语授课。戴初学日文时所用教本，为服部先生所编之混合教法，以文法、会话、读本，合成一

气。 

另一位小西三七，任通省师范教习，亦在客籍学堂担任物理化学，素喜戴之聪明好学。1904

年戴季陶因开罪学堂监督被开除，且勒令全省各校不得收录。在无学可读的困境下，小西遂让戴

移住于彼之书斋，每日亲授以物理化学，进步自较平常为速。 

“是时年龄既幼，而又喜与日本教习交谈，虽学习不过二年，而后来到日本时，说话听讲，

便已不成十分困难。”但是戴季陶初到日本，仍然自觉日语不得自在，其最大障碍就是运用日语

时仍旧保持中文思维惯性。“说话时最先之腹案，与听话时最后之领悟，均系中语。如此者，只

可叫作自己翻译，并非真能直接运用也。因是之故，凡听说读，均既迟而又辛苦。”
13
 

戴季陶幸得一日本教习传授每日诵读日报的秘诀，日语水平得以突飞猛进。“其时有一教习

告我云，余昔年往欧洲留学，极感语言文字不能自由之苦。后一先生教我一法，行之一年，忽然

贯通，听说读作，均自由无碍。文法应用之错误，亦逐渐减少，终至于无。即每晨日报送来时，

便将其社论及小说各一篇，完全读过，不必问其了解与否，若遇生字，有暇则一翻字典，无暇则

并此亦可不必。惟读时必须出声，音调须努力模仿外国人。此一秘诀，余亦得诸精通语学之名

 
10 张玉萍：《戴季陶与日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95-96 頁、32 頁。 
11 同上，137-138 頁。 
12 戴季陶：《余之读书记》，《新亚细亚》，1933 年，第 5卷第 4期，125-130 頁。本节均引自该文。 
13 同上，130 頁。 



 32  或問 第 42 号 （2022） 
 

师，谓只此为学外国文字语言之最良方法。苦读文法，最辛苦而无用。读书，则难得最适用之佳

本，且不易有恒。均不若此法之有效。”
14
 

戴季陶照此方法日日诵读，从初觉辛苦信口读过不解其意，到眼熟口顺辛苦大减，再到眼口

倶顺随读随解无需中文思维翻译，半年之后突破听力，一听即懂不待思索，继而持续用功，最终

达到听说读作均能自由，语法自然无误。“余觉此事，并不大苦，且每日新闻纸，总须阅览，不

过略变其方法耳。初时颇觉费力，且信口读过，意义竟不能解。渐渐眼熟口顺，辛苦大减。又进

则耳力亦随眼口而同时倶顺，随读随解，不必再如往日之须自己翻译矣。半年以后，旁人读书，

亦便一听即懂，无待思索。是时大喜过望，继续不改，终至听说读作均能自由。而国人于日本文

最感困难、容易错误之动词语尾变化，亦自然随意应用，便合文法，其语文之分别，亦便自然明

了。”
15
 

此外，戴季陶同时采用熟读法。“其后读芦花著《自然与人生》一册，全部熟读暗诵。读兼

好法师之徒然草、紫式部之枕之草纸，选读谣曲中之思清词雅者若干篇，共计近古文词，所读不

满十册，但求其能熟诵，一如幼时读国文，于是说话作文均感进步。”
16
 

由上可知，戴季陶采用多读报章和熟读经典二法，双管齐下。他认为：“后来为总理作演说

翻译、以及自己演说，皆得力于此。可见语言文字之学，熟读多读，两者皆属必要。”
17
 

四、戴季陶的日语学习法对现代日语教学的启示 

戴季陶所谓熟读多读的日语学习法，其实仿效传统国学诵读法，即中国古代私塾先生最主要

的启蒙教学法。“蒙馆之先生，永不为学生讲解字义明理。但此种教授法之下，……只是到一时

期，忽然开悟，觉一通百通，一能百能耳。至于诗词歌赋等词章之学，尤以熟读多读为秘诀。谚

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戴幼年读书，粗得读书门径，完全赖此诵读法。 

（一）诵读法是变外语学习为母语学习的关键 

心理语言学认为：人们的第一语言的获得，叫做语言习得，是在幼儿时期随着周围环境的作用

下自然获得，而把需要在正式场合(如课堂)里进行的第二语言的学习称为语言学习。语言是一种

以规则为基础的复杂系统，儿童要习得语言就必须把这些规则“内化”。这种“内化”在大脑中

的记忆是儿童理解和产生语言的基础，在这种“内化”过程中，儿童还不断地使用语言“外化”，

“外化”并不是对语言机械的模仿，而是创造性的使用语言。儿童的语言就是在不断“内化—外

化”的言语实践中快速习得的。语言学习则与此不同，往往会受到母语干扰。 

    语言习得和语言学习的区别，即母语习得和外语学习的区别。诵读法之所以在戴季陶的日语

 
14 同上，130 頁。 

15 同上，130 頁。 
16 同上，131 頁。 
17 同上，1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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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发挥神效，原因就是通过诵读法变第二语言学习为第一语言习得。诵读符合言语习得的心

理规律，是“内化—外化”的语言习得实践活动。 

现代心理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揭示诵读的功能原理提供了一些极为有益的

启示。诵读是语言能力中最复杂的一项活动，读是眼一口一耳一脑的立体思维活动。诵读的独特功

效即在于它能把一个静态的书面语系统通过活生生的、具有有机联系的动态诵读，“内化”在大

脑之中，遇到机缘自动“外化”而出。 

（二）诵读教学法的概念与特点 

诵读教学法是以诵读的方式来学习语言的一种自我感受、自我体验和自我欣赏的教学方法。

通过嘹亮的声音把静态的文字念出来，把书面语言转化成动态的文字，在动眼、动口、动耳、动

脑的过程中感悟语言声态，在强化表达能力的过程中理解文章，进而熟读成诵，最终声情并茂，

以声传情。 

首先，诵读要求出声朗读，可以正音、释义。语音就是靠读的方式来展示的，只有读出来才

知道发音是否正确，声调是否适度。语义是在读的过程中领悟的，“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朱

熹说“读得熟则不解说自晓义也”。初读时不必求理解文义。 

其次，诵读须模仿外国人的腔调，即声调的轻重缓急和抑扬顿挫，有助于理解作品的旨意和

体会文章思想感情。①掌握节奏。文章的声音节奏是指声音的高低起伏、缓急断连、强弱长短

等。利用声音的这些变化，就能形成各种朗读的节奏。诵读作品时注意节奏，就能准确理解和体

会文章作者的思想感情。②控制语调。语调是指朗读时语句声调的升降变化。控制语调就是使语

调升降变化适宜，恰当地表达文章的感情色彩。③运用停顿。停顿是朗读时句子当中、句子中

问、层次之问和段落之间的间歇。正确掌握停顿的规律，把握停顿的技巧，是体会文章思想感情

的表现。④定好重音。调节轻重音，可以表达好丰富的思想感情，帮助理解作品的旨意。
18
 

戴季陶每日从报刊上选读社论和小说各一篇，就是体会不同文体的不同腔调。说理的文章大

概只需论理地读，叙事叙情的文章最好还要“美读”。所谓美读，就是把作者的情感在读的时候

传达出来。美读得其法，不但了解作者说些什么，而且与作者的心灵相感通了，无论兴味方面或

受用方面都有莫大的收获。
19
 

第三，“熟读多读，两者皆属必要”，两者统合在诵读法中。细分之下，多读属于整体感知

层面和积累层面的诵读，熟读属于感悟层面的诵读。整体感知层面的诵读，指章节结构、文体、

文风的感知。积累层面的诵读，指积累可视可感的表象、积累语言、积累情感。感悟层面的诵

读，要在初步感知的基础上，进而深化对内容的自我感受和体验领悟。朱子在《朱子语类》中强

调熟读的重要性，“读书不贵多，只贵熟尔”、“大凡读书，须是熟读。读熟了，自精熟。精熟

后，理自见得”。戴季陶自述，熟读的日本近古文词，不满十册而已，但收效巨大。 

 
18 《语文教学论》，西北大学出版社,32-33 頁。 
19 叶圣陶著；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 3》,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年，1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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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心眼口耳并用，专注凝神，事半功倍。宋人郑侠在《教子孙读书》中谈到：“淡然虚

而一，志虚则不分。眼见口即诵，耳识潜自闻。神焉默省记，口如味甘珍。一遍胜十遍，不令人

艰辛。”
20
诵读就是通过心、眼、口、耳并用，培养迅速进入全神贯注凝神聚气的学习状态。 

五、结论 

综上所述，诵读法是变外语学习为母语学习的教学法，是最好的培养语感的心眼口耳并用的

动态教学法，“用外语直接思维”的境界就会悄然而至。诵读法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是将语

言知识内化进而外化为外语能力的重要手段。 

在不断的发声诵读中逐渐形成语感，语感是一种自然、潜意识的表达习惯，语感一旦形成，

就会达成听、说、读、写、译五项言语能力融会贯通自由无碍的境界。正如戴季陶所说的，诵读

法“行之一年，忽然贯通，听说读作，均自由无碍”。他还一言道破“语言即音乐”，诵读蕴含

了语言的音义情，“且所谓读者，必须将语调文情，从声音中刻意表出。其功用之妙，实非言语

所能道。盖文字是一种极自然之艺术，而语言是极自然之音乐。无论韵文散文、雅语俗语，皆有

其音节腔调，且极自然融合于文法词藻之中。所以稍具聪明之人，只须能熟读，便自己理解其文

义。”他悲叹：“现代学校教学，太过轻视背诵，对于读文字声调一层，更完全视为腐败恶习而

排斥之”，文末结论“盖口与耳，实重要过于目也”，充分肯定了诵读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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