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也日本人也都用汉字不花钱
<p>你知道吗，中国人也、日本人也，都用汉字不花钱。这个话题听起
来有点奇怪，但它其实揭示了一个有趣的历史和文化现象。</p><p><i
mg src="/static-img/E6ksezUjhJ16V72C6pECCcHyLiHmp9dWHP
aP6NWlQCG9a7D2L7itTkXjxXD1RGm8.jpg"></p><p>首先，我们要
说的是“免费”的概念。在现代社会，这个词通常意味着没有任何成本
或支付。然而，在古代，特别是在东亚的某些文化中，“免费”并不总
是指没有物质上的付出。比如在中国和日本，学习和使用汉字对于大多
数普通百姓来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技能。</p><p>从这个角度看，虽
然我们今天可能会认为用汉字是一种自由，但实际上，这一能力对很多
人来说是通过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获得的，而不是简单地因为“免费”
。这背后蕴含着大量的人力资源投入，以及家长、老师们无私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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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A.jpg"></p><p>不过，如果我们把视角转向语言学，那么确实存在
一些观点认为，只有当知识被广泛传播并且变得普遍可及时，它才算得
上是“免费”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很早的时候，人们会将书籍、知识等
内容公开分享给公众，因为这种分享方式能促进信息流动，有助于文明
发展，也就是所谓的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公共产品提供模式。</p><
p>而到了更近现代时期，即便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于这些古老文字系
统（即使它们仍然被广泛使用）来讲，其价值与意义也不再仅仅局限于
其作为一种交流工具，更重要的是，它们成为了两个国家之间深厚友谊
和文化共享的一种标志性代表。此外，由于这些文字系统已经被编码到
数字世界中，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进行翻译，因此它们似乎真
的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34;公共商品&#34;或者说是人类共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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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最后，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话题：中国人も日本人も汉字を免费。这句
话表达了一种理想状态，即所有的人都能自由地享受这种文明遗产，不
论他们是否有能力支付相应费用。但实际上，无论如何，这些语言都是
需要时间精力的去掌握的，并非一蹴而就的事物。如果真心想要掌握它
们，就必须像过去一样—勤奋地学习、耐心地练习，以此来回报那些为
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p><p><a href = "/pdf/932358-中国人也日本
人也都用汉字不花钱.pdf" rel="alternate" download="932358-中
国人也日本人也都用汉字不花钱.pdf"  target="_blank">下载本文pdf
文件</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