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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今日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朕为什么坚持要
开办这个京师大学堂，就是希望在座诸君能够破除我们心中
之贼，以国家强盛为己任，不骄狂，不自卑，正视现实，发
愤图强。”

上面这句话来自头些年很火的一篇文章——“光绪皇帝在
京师大学堂的演讲”，当时在线上线下的各种场合被人追捧：

“说得太好了”“点明了传统文化的弊端”云云。很少有人去
想，光绪到底讲没讲过这些话。

事实上，这篇演讲出自网络穿越小说《一个人的甲午》。如
果稍有一些历史常识，从第一句话就能看出错误来。“光绪十七
年九月二十一日，正是西山红叶灿烂之时，京师大学堂正式开
学……”哪里错了呢？光绪十七年是公元1891年，而京师大学
堂 1898 年才建立。而且，“光绪”的整篇“演讲”中，除了

“朕”字可以看出点儿古代味，其余皆与现代白话无异。有学者
就说了：“如果当时的光绪能够说出那样的一番话，就不需要后
来的新文化运动了。”

虽然早在多年前，就有很多人批驳过这篇演讲了，但时至
今日，仍然有人在传，在信。明明是伪造的，却因为伪造有
术，容易让人信以为真。这种鱼目混珠的情形，古书在流传过
程中，也发生过，而且还不是少数，影响也颇为深远。

之前咱们聊过，古人喜欢编造故事，从先秦时期就开始
了。后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仍，中
原陆沉，文化事业受到摧残，因为传抄不易，很多古书就此灭
绝。于是出了一些妄人，从编故事更进一步，假托古代作者，
伪造古籍古书。其中，有位王肃，关于他有一种说法，为了在
学术争论中占得先机，接连推出托名孔子门徒的 《孔子家语》、
托名孔鲋的《孔丛子》。

这种造伪的风气持续了很久。隋朝平定天下后，向全国征
求散失的书籍。大学者刘炫伪造了 100 多卷书，名之为 《连山
易》《鲁史记》 等，以此求荣拿赏。结果被人揭发，差点被处
死，遭撤职后回乡靠教书过活。

中唐之后，独立思考、质疑辨伪的风气逐步展开。从刘知
几、柳宗元，到宋代的郑樵、王应麟，再到明代的梅鷟，清代
的崔述等，辨伪的学者薪火相传，对伪书、伪文、伪图，穷追
不舍，深入揭批，让众多“李鬼”纷纷显形。

如果缺乏一种“打破砂锅 （纹） 问到底”的劲头，对很多
伪造的东西，分辨不清，很容易盲从。而辨伪质疑的精神，多
闻阙疑的思维，有助于纠偏补弊。

古文献学家张舜徽说过：“伪书虽伪，不可尽废。”古人造
伪，大多为的是传播思想、经世致用，加上造伪时所使用的材
料，往往是货真价实的、后来散失的史料，所以伪书的价值，
是不可忽视的。

比如，儒家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执厥中”，虽然是出自伪 《古文尚书》，但这句话的思想
价值并不伪，应该是先秦儒家论述的孑遗，依然可以视作应对
艰难世道的一种精神坚守。

女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开始学习做一个“女”人。这既
是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社会化的过程。“女”
既是女性的自然形态，也是女性的社会行为。如果仅仅从前者
考虑，则“女”与“妇”无别，但是如果从后者考虑，则“在
家曰女”“出嫁曰妇”，也就是未婚女性称为“女”，已婚女性
称为“妇”。

汉字“女”的甲骨文形态，就是一个女人屈膝，双手叠置
于胸前的样子，这个样子娴淑端庄温婉柔顺，完全体现出中国
人对于“女”性的审美视角与伦理取向。从“女”的汉字，既
有对女性美好的描述，也有认为女人喜议人是非等不甚美好印
象的归纳。兹举例如下：

女性各种美好的样子：媛，美好的女子；娥，身材高挑的
女子；婉，温顺的女子；姣，容颜美好的女子；婀娜，身材曼
妙的女子……

女性各种社会身份的名称：母，生育儿女的女性称谓；
姐，年长自己的同辈女性；妹，年轻于自己的同胞女性；妯
娌，丈夫兄弟的配偶；嫂，兄长的配偶……

特定自然形态和社会形态女子的称谓：妪，年老的女子；
妣，已逝的女性先祖；妃、嫔，皇帝的配偶；婢，地位低下的
女性佣人……

与女性相关的动作行为：娶，男子与女子婚配；婚、姻，
结成婚姻关系；妁，是古代婚姻嫁娶的中介人……

但也有一些对女性充满偏见的用字：妄，没有证据也无端
由地胡乱说；嫉，看见别人有才华而心怀仇恨。

从上述从女的字族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汉字，不仅仅是
一个视觉符号体系，也是一个行为符号体系，一个审美符号体
系，一个价值符号体系。所以我们说，汉字的背后是文化，是
思维。汉字是记录中国历史、社会的活化石。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对外汉语系
主任）

持续升温，大有可为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天津师范大学校长钟
英华表示，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也是
促进民众相知相通、交流互鉴、消除障碍、弥平鸿
沟、达成心灵共鸣、实现发展共赢、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重要抓手，“国际中文教育在当今时代大有
可为”。

切实的数据为钟英华的判断提供了有力的支
撑。“目前全球已有7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4000多所国外大学开设了中文课程。”在日前
在京举办的“2020国际中文教育交流周”启动仪式
上，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透露的这组数据从侧面印
证了国际中文教育拥有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作为欧洲中文教育开展较早、基础较好、规模
较大的国家之一的英国，近年来将中文列为中小学
外语选修课程，纳入素有“英国高考”之称的
A-level 考试，还于 2016 年启动“中文培优项目”，
计划到 2020 年培养 5000 名流利使用中文的中学生。

“对英国年轻人来说，了解中国、学习中文以及中国
文化极其重要。” 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公使包
迈岫说。

当地时间2020年9月7日，中国驻埃及大使与埃
及教育与技术教育部长共同签署谅解备忘录，将中
文纳入埃及中小学课程。对国际中文教育关注者来
说，这不仅标志着埃及正式将中文教学纳入该国中
小学教育体系，还标志着国际中文教育又迈出新的
一步。数据显示，中文教学纳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
后，预计将覆盖埃及约1200万的中小学生。

埃及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参赞乌麦伊麦·迦尼姆
还介绍了另一组数据作为埃及中文教育蓬勃发展的
补充——目前埃及已建成两所孔子学院、多所孔子
课堂，同时有16家大学开设中文系或者中文课程。

相关专家认为，随着外国民众对中文及中国文
化的热情持续升温，国际中文教育将会继续升温。

“线下搬家，做不好线上教育”

对国际中文教育界来说，2020 年是充满新变化
的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
给各国教育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国际中文教育
也面临巨大挑战。

在疫情倒逼之下，国际中文教育教学模式从线
下学习为主转向线上学习为主，教育生态发生了改
变。这种改变对教师和学生将带来怎样的改变，线
上教育能否接过国际中文教育未来发展的接力棒
……都是待解题。

“对国际中文教育来说，线下搬家是做不好线上
教育的。”北京语言大学中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
中心主任李宇明强调的是线上教育和线下教育的协
调。在他看来，线上中文教育需要技术支撑，需要
整合教育资源，需要建立现代化的教学团队，需要

新的教学管理，“做好协调非常重要”。
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方面，北京语言大学做了

积极探索。据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介绍，除了利
用中文联盟等网络平台将中文课堂搬上“云端”以
外，北京语言大学还举办了一系列线上学术活动和
文化项目。“同时利用本校学科优势，支援了多所海
外高校的中文专业建设，承担的合作授课项目总量
超过18000课时。”

英国汉语教学研究会会长施黎静认为，疫情之
下，要解决国际中文教育面临的冲击，需要很多创
意。“比如英国的很多学校开展了项目式的学习方
式、任务性的教学模式等，都是积极的探索；再比
如国际中文教师能不能和计算机、心理学等领域的
专家合作，将他们的最新研究融入自己的教学当
中。”但她同时强调，不仅要拿出应急的解决方案，
而且需将眼光放长远，“要关照到国际中文教育的持
续发展，未来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段，我们需
要什么。”

科技赋能，未来已来

“两个月前，我出席了全球首个网络中文课堂
——希腊爱琴大学网络中文课堂在线启动仪式。
网络中文课堂采用班级制，实行远程直播+群组辅
导的教学形式，一批有经验的教师提供远程教学
服务。两周前，我见证了‘全球中文学习平台’
落户中国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全球中文学习平
台利用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全球中文学习
者提供服务，旨在打造适应面广、权威性强的中
文学习门户。自 2019 年 10 月上线至今，平台注册
用户已超过 200 万，覆盖 160 多个国家。”在国际
中文教育交流周启动仪式上，田学军所举的这两
个例子正是因疫情而加速新技术应用、推动语言
学习变革的诠释。

对国际中文教育从业者来说，无论做好准备与
否，都必须面对新科技为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带来的
改变。正如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王春辉
所言“国际中文教育需要新科技助力，新科技正蕴
育着国际中文教育的新生态”。

为了应对疫情，相关中文教育学校、机构等利
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努力开拓新模式、打造
新平台。比如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办、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心和汉语速成学
院承办的 2020 海外华裔青少年“魅力北京·多彩华
夏”中华文化体验线上夏令营，借助新技术和多种
网络媒体搭建线上文化教学模式，让营员们可以足
不出户，在线领略中华文化之美；中国华文教育基
金会实景课堂的推出，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为海外华
裔学生提供了打开中华文化大门的钥匙……都是有
益的尝试。

早在上世纪 20年代，老舍先生在英国伦敦大学
东方学院任教，参与过编纂 《言语声片》 系列对外
汉语有声教材。但在那时，有谁能想到，不到百
年，国际中文教育已能跨越时空。如今，我们同样
无法精确预料未来国际中文教育的模样，但改变正
在发生却是事实。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从遥
远的法国来到中国，这场美丽的邂逅，让我
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新的环境给我带来了新
的生活方式，从生活、学习再到工作、消费
方式，与我原有的习惯都有着翻天覆地的变
化。在中国的体验和感受真真切切地融入了
我的心中，给我留下许多珍贵的回忆。

在中国，我体会到了科技带给日常生活

的便利。在“双11”之际，我也加入了“剁
手团”，兴致勃勃地浏览着淘宝商品，手机
支付完成后便坐等快递的到来；在家无聊想
去旅游之时，拿出手机，携程在手，说走就
走，拿着最优惠的价格坐上最快捷的高铁；
到达目的地，不怕没司机，就怕没“滴
滴”，通过“滴滴”叫车，便可以享受接车
服务；即使到了酒店太累不想动，有了美团
APP，足不出户，就能找到很多餐厅商家，
而且套餐有优惠，配送费也没有那么贵……
这一切，都让我对科技改变生活有了深入的
了解。

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给我提供了更多
交流可能。微信成了我与远在法国的家人交
流的工具，不断刷新的微信朋友圈呈现了我
与中国朋友们的生活故事；微博是我闲暇之
时了解中国热点话题的平台，通过微博，我
可以发表我的意见和看法，也可以更多地了
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与此同时，我
也感受到了直播电商在不寻常的2020年的发
展。社交距离等外部环境的变化推动了消费
者网上购物的频率增加，我也深深感受到了

直播电商给我的消费生活带来的便利。除此
之外，中国的短视频平台也让我对中国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有时我会打开抖音、快手等
短视频平台去了解中国人各式各样的生活。
在这里，我看到了中国的古老手艺如何惊艳
时光，翩翩少年如何奋发图强……技术的进
步给更多人提供了看见的可能。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我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团结，也感受到
了中国人民的温暖。疫情期间，我留在了中
国。疫情之初，我正在广西，因为我上学期
间在武汉读书，因此很多人关心我，不仅是
我的家人，还有我的老师、朋友、同学，甚
至是牙医也送来了问候，这让我感受到了关
爱与呵护。

与中国的这场美丽邂逅，将永远刻在我
心中。2020年，虽然因为疫情，我的生活方
式有了一些改变，但这改变也让我对中国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感谢中国，让平凡的我体
验了不平凡的生活；感恩中国，让阳光照耀
我身，让回忆变得永生难忘。

（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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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4000多所国外大学开设中文课程

国际中文教育的未来之路
本报记者 赵晓霞

第13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冠军甜甜是土生土长

的加拿大人，但她从小有一个中文梦，3岁起便开始在中文学校学习，至

今已坚持了12年。她是自己所读中文学校不断壮大的亲历者，用她的话

说，“现在，我们的中文学校可是当地响当当的知名品牌”。

“中文学校的学习让我对中国十分向往，这些年我和父母去过中国很

多地方，我见识过它美丽的山川河流，领略过它隽永的文化气息，体验过

它纯朴的风土人情，感受过它那令人惊艳的时尚和令人震撼的科技力量。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地方，让我十分着迷。”甜甜的愿

望是将来能到中国学习，“因为那里是离我梦想最近的地方”。

据粗略统计，目前中国以外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约2500万，累计学习

和使用中文的人数近2亿。甜甜的故事正是众多海外中文学习者的缩影。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