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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找古书看时，会发现
一个细节，就是书籍的计量
单位不统一，有称篇的，有
称卷的。

比如反映西汉国家藏书概
况的目录 《汉书·艺文志》，有
书 614 家，其中以篇为单位的
有448家，占3/4；以卷为单位
的有166家，占1/4。前者代表
有 《山海经》 13篇，后者代表
有《春秋左氏传》30卷。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清
代学者章学诚说：“大约篇从
竹简，卷从缣帛，因物定名，
非有他义也。”也就是说，文
字的载体不同，决定了计量单
位的不同。写在竹简上的书，
单位是篇；写在缣帛上的书，
单位是卷。其中，帛是丝织品
的总称；缣是由双丝织成的，
不透水，是上等的昂贵的书写
质材。

所以，篇与卷是两个计量
单位，反映了中国古代书籍材
料发展的不同阶段。书于竹
帛，是墨子说的，足见春秋时
代的书写材料就简、帛并行了。

竹简便宜易得，但是成书
太笨重。秦始皇一统天下后，
十分勤政，大事小情都要亲自
处理，每天批阅的奏折、公文
非常多，重达60多斤。

缣帛轻便，可以根据需要
而剪裁。被匈奴放逐的苏武，
牧羊于北海，长达19年。西汉
政府想要回苏武，派使者去，
匈奴人却说他已经死了。使者
识破诡计，对匈奴人说：我们
皇上在上林苑射下了一只大
雁，大雁的脚上系着帛书，是
苏武写的一封信，说他在北海
放羊，你们怎么可以骗人呢？

大雁腿上系丝绸可以，绑
竹简就离谱了。

此外，缣帛还可以绘图。
荆轲刺秦，图穷匕见。地图既
可穷尽，当系帛卷。

缣帛做书的好处虽多，但
就是太贵了。西汉时，每斤生
丝的价值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全
年的口粮，一匹帛可换 720 斤
大米。因此，以汉朝国力之
盛，国家藏书也只有 1/4 是写
在缣帛上的。

行 文 至 此 ， 有 人 可 能 问
了，篇卷之别这种冷知识，知
道了又有什么用呢？事实上，
这种差别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
思潮和学术主流是什么，也就
是时人头脑中何者为重、何者
为轻。

仍以 《汉书·艺文志》 为
例，以卷为单位的书，大致反
映出两种文化：第一，以保存
和阐扬诗书礼乐传统为职责的
儒家文化；第二，以数术方技
之学为核心的实用技术文化。

儒 家 经 典 重 要 ， 可 以 理
解，为啥数术方技这类“迷
信”也写在昂贵的缣帛上？这
是汉人的世界观、宇宙观被阴
阳五行学说主导的结果。他们
相信，日月星辰的变动是上天
在对人间作指示。比如 《汉五
星彗客行事占验》 八卷，通过
对木星、金星、火星、土星、
水星这五星以及彗星、客星

（新出现的星） 的运行，来占卜
时事吉凶，预测吉凶祸福，带
有占星术的性质。

星气之占是很神圣和极重
要的。观象成书，必要以帛书
为载体，方能体现出对上天的
敬重和对占卜结果的珍视。另
外，星图、星象势必需要配图
展示，使用缣帛也是实际所需。

藏 在 竹 简 和 缣 帛 中 的 秘
密，就在于此。

进入青春期以后的美好
“良人”，男性就是“郎”，女性就
是“娘”。如同盛花期的花朵一
样，人生最美丽的时刻也就是
这个阶段。所以诗人禁不住吟
唱道，“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
最美丽的时刻”。如果有幸在这
个时刻，两个青年男女能够彼
此相遇并共浴爱河，这就是生
命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汉语词
汇：夫妇。

“夫”是一个会意字，从
大从一。“大”字的甲骨文字
形 ， 就 是 一 个 顶 天 立 地 的

“人”的形象，“大”字中的
“一”，是“人”向左右直接
张扩开的手臂之形。“夫”从

“大”，表明这是一个“人”，
从“一”，表明这不是一个一
般的人，而是带有一个标志
性 符 号 “ 一 ” 的 人 。 这 个

“一”是什么呢？东汉文字学
家许慎在 《说文解字》 里说
是“象簪也”，并进一步阐发
道，“周制以八寸为尺，十尺
为 丈 。 人 长 八 尺 ， 故 曰 丈
夫”，从而把“夫”与“丈”
结合到一起，对“丈夫”一
词进行了训释。为什么戴了

“一”这个簪子的“人”就是
“丈夫”呢？因为在中国古代
社会，“冠而后簪，人二十而
冠，成人也”。也就是说，男
子戴了簪子，就意味着“成
人 ” 了 ，“ 成 人 ” 之 后 就 要

“ 婚 配 ”， 成 为 自 己 配 偶 的
“丈夫”。

与“ 夫 ” 相 对 应 的 就 是
“妇”，二者其实是一组同源
词 。 成 年 婚 配 的 男 性 叫 做

“夫”，成年婚配的女性叫做
“妇”。

“妇”这个字的繁体字字
形写作“婦”。“婦”也是一个
会意字，从“女”从“帚”，
字形传递出来的语义信息是

“女持帚洒扫也”。事实上，女
性在家庭生活中所从事的活动
很多，这里唯独取“持帚洒
扫”，是择取诸多活动中的标
志性特征。“持帚洒扫”，肯定
不是“作威作福”，而是“服
侍 ”， 所 以 ， 许 慎 直 接 将

“妇”音训为“服也”，这里的
“服”就是“服侍”“服务”之
义；进行“服侍”提供“服
务”的人，内在心理特征就是
驯顺服从，也就是“俯”，就
是“伏”。

从最初的受精卵“巳”，
到发育成“胎”，再到出生为

“子”，长大为“人”，继而再
到青年男女“郎”“娘”，直到
男女成年结合为“夫妇”，继
续创造出新的生命，这就是生
命循环往复、生生不已的过
程。这个复杂的生命过程，汉
字都生动而形象地记录下来
了。这真是让所有识读汉字、
使用汉字、传承汉字的中国
人值得骄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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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0月19日，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中国孩子的书香世界”儿童绘本专题展

在儿童馆亮相。

“以前在书展上虽然看到很多中国图书，但少儿图书淹没在众多图书中非常不易搜

集。这个专题书展让我感到，这是盼望了10年的一个展览，对了解中国少儿出版太有

意义了！” 德国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专家欧雅碧说。

数据显示，自 2016年亮相以来，截至 2020年初，“中国孩子的书香世界”绘本展

已在德国、意大利、斯洛伐克、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美国等13个国家51所国际

中文教学机构所在的城市，与当地国际书展、图书馆、图书节、文化节等重要儿童文

学和儿童阅读平台合作承办展览、讲座、插画工作坊、绘本课程等主题活动200余场，
累计受众超过了6万人次。

书于竹帛 （下）——篇卷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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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里的故事（九）

在中文加快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如何让中文变得
越来越有吸引力，激发更多青年人的学习兴趣，始终
是国际中文教育面临的挑战和难题。除了要提高教学
质量、扩大教学规模之外，国际中文教育急需有创新
力的举措，让其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产生影响力。

语言是文明的产物，也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中文
也不例外。文化元素既是语言教学的内容，又是语言
推广的助力。因此，如何用文化元素为国际中文教学
创新提供新鲜内容和形式，从而满足越来越个性化、
差异化、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以及如何通过有品牌影
响力的文化推广举措为中文的国际推广赋能助力，成
为国际中文教育在新时代升级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
课题。

在中文教育的国际推广实践中，相关机构、国际
中文教育从业者不断探索文化助力新模式，并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

本版从今日起推出“文化赋能国际中文教育”系
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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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赋能国际中文教育（一）

2016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亮相的中国
原创绘本共有 197种，从 45家出版机构和
个人选送的 600 多种绘本中脱颖而出，涉
及国内外获奖精品、水墨剪纸“中国气
派”作品、中国早期绘本连环画/小人书
以及近期涌现出的新绘本等。送展这些图
书，旨在通过中国作家、插画师的文字和
绘画，将中国绘本的独特之美呈现在国际
出版的舞台上。

新教育实验发起人、绘本展评委朱永
新认为，中国的原创绘本有独特的表达方
式，比如水墨画、剪纸等元素的运用。这
种独特性正是文化交流的魅力所在。

《一辆自行车》 通过讲述作者童年时
在胡同里骑自行车的故事，展现原汁原味
的北京胡同生活；《二十四节气》 运用中
国艺术形式，展示 “二十四节气”，在
画面的张合之中，传达“天人合一”的
自然哲学观；《三十六个字》 以 36 个象形

文字为核心，亦图亦文，将热爱汉字的
种子埋在小读者的心中；《理想国·一起
建前朝，一起看后宫》 以轻松活泼的彩
图绘画，带领读者进入紫禁城的世界，
使读者对故宫的建筑方法、空间布局及
用途、内部藏品、历史状况有一个全景
式的了解……

《一辆自行车》 的作者于大武有好几
部作品同时入选绘本展，他强调 “绘本
应该是有温度的，是能感动孩子的”，这
种温度的表达和传递，是不分国界的，是
可以跨越距离的。

“中国孩子的书香世界”绘本展这个
项目的策划初衷是希望向国外介绍当代中
国优质的、有深度的文化内容。

在相关专家看来，该绘本展在法兰克
福书展上的首次亮相，不仅是中国原创绘
本走向世界的一次有益尝试，还为讲好中
国故事提供了新的载体和新的方式。

“中国孩子的书香世界”绘本展已走
过 4年多，运行模式也已经过了多种实践，
既可以依托当地国际中文教学机构连接当
地书展、教育机构、学校、图书馆、儿童文学
节等合作伙伴，也可以同当地相关机构直
接合作。在项目主办方——中外语言交流
合作中心的规划中，“提供的是一粒种子，
如何实现本土化的生长，还需要相关机构
根据具体情况，具体操作”。

2018年9月7日至15日，“中国孩子的
书香世界”绘本展在葡萄牙科英布拉市举
行，展览精选近 150 种优秀绘本，内容既
包括中国民间童话，也包括中国当代名家
创作的儿童故事等。

《奶奶的青团》 引起了观展的小朋友
的关注。他们不仅被江南水乡的春季美景
吸引，对画面中呈现的放风筝、踢毽子等
户外活动也饶有兴趣。为了满足小朋友的
好奇，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们干脆在书展
现场，跟小朋友玩起了踢毽子比赛。

现场的观展观众不只是儿童，还有青
年学生。他们中有的即将到中国留学，有的
刚从中国回来，对绘本中所描述的故事和
场景，有种莫名的亲切感。更有一位退休女
教师，每天都会到书展，看看不同的绘本。

“这也可以看出，绘本阅读跨越了年龄界
限。”参展的一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说。

“中国孩子的书香世界”绘本展这粒
种子播撒的地方虽然不同，但观展者有所
收获是相同的。

泰国阿努巴瓦比杜拉提拉朗萨立学校
的学生宁宁通过绘本展，认识了绘本 《孔
子》中介绍的 “孔子”，了解了 《三十六
个字》中汉字的由来和演变，看到了 《团
圆》里为庆祝春节，一家人围着圆桌、吃
着团圆饭的热闹场景，还看到了以前没听
过的中国神话故事……“正是这些图书让
我更加热爱中文和中国文化，希望以后还
能看到更多的绘本，认识更多的汉字，了
解更多的中国文化。” 宁宁说。

在相关专家看来，“中国孩子的书香
世界”绘本展不只是一个运行成功的文化
项目，更是用文化元素为国际中文教育赋
能的一次有益尝试。从国际中文教学层
面来讲，中国原创绘本承载着独特的温
馨，具有打通人心的天然优势，正符合
海外中文学习者中小学阶段中文学习和
拓展阅读的需要。

有数据为证。“中国孩子的书香世
界”绘本展美国巡展，自2017年至今，已
有 15 所国际中文教学机构参加了巡展项
目，合计展览期超过 200 天，不仅吸引了
观展者对中文原创绘本的兴趣，更为美国
师生和家长提供了新颖的阅读素材。

正如 2019年 9月参加过“中国孩子的
书香世界”绘本展全球巡展——新西伯利
亚国立技术大学站的索尼娅所言：“这是

我第一次参加中文绘本展，以前没看过课
本以外的中文书，第一次看见这么多中文
绘本和故事，真是太棒了！”

一位观展的俄罗斯家长表示，这些绘
本能激发孩子们对中文阅读以及学习中
文的兴趣，使孩子们能够接触到中文课
本以外的中国图书，是非常好的中文学
习素材。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对
外汉语系主任孟德宏表示，对低龄中文学
习者来说，往往通过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
背景，从而对中华文化有进一步的认识和
理解。所以，面向低龄学习者的中文教学
中，语言文字本身所传递出来的文化性内
容，应该是中文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

“中国孩子的书香世界”为文化教学提供
了一个新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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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4 日，“中国孩子的书香世界”在泰国曼
凯拉差威尼小学巡展。图为展览现场。

2019年“中国孩子的书香世界”绘本巡展在俄罗斯新
西伯利亚市举行。图为小读者索尼娅在展示中国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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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0月，“中国孩子的书香世界”儿童绘本专题
展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首次亮相。图为展览现场。

于
大
武
所
绘
的
《
一
辆
自
行
车
》

展
示
了
北
京
胡
同
的
真
实
生
活
。

熊
亮
所
绘
的
《
小
年
兽
》

展
示
了
中
国
的
传
统
文
化
。

2019年，“中国孩子的书香世界”绘本展暨绘本绘画比赛在泰国举行。图为
展览展台。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