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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时间机器发明出来了，相信
很多人都想回到盛唐去看看。但什么
人去最合适呢？广东人。因为粤语和
唐朝人说的话很像，不会语言不通。

上次说了，字形在不断变化，字
音也没闲着，也在发展变化。古音不
同于今音。比如张九龄的《感遇其一》后
两句：“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
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们今天用普通
话念起来，“悦”和“折”并不押韵，但在
唐朝，他们押的都是入声韵。而粤语中
就有大量的入声字音节。

这种古今异音的例子还有 《敕勒
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上学时老师要求把“野”
念成“哑”这个音，这样就押韵了。

有老师教授读音当然便利，可大
部分时候，文化的传播是靠书籍这个
无声的老师。那么，古时候读者看书
时，没有汉语拼音标注，又没有老师
可问，怎么能知道这个字怎么念呢？

西方的拼音文字，比如英语，本身
就表示音素，只要认识26个字母就可以
拼读。汉字是一种表意体系的文字，它
本身不表示音素。所以，识字教育自古
以来就是中国的文化人打小就必须闯
过的一个重要关口。为了识字，为了有
效地阅读前人的文献，给汉字注音自古
以来就成为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也
是一门学问，主要有3种注音方法。

汉代以前，人们给汉字注音采取
譬况描述的方法，即描述发音时有关
发音器官的动作及发音部位的状态，
比 如 “ 急 气 ”“ 缓 气 ”“ 急 舌 ”“ 笼
口”。唐代学者张守节说的“比方为
音”就是这意思。

由于当时对人体发音器官的解剖
分析还很不精细准确，对发音方法的
理解也还处于朦胧状态，所以这种譬
况描述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后来的
人看了这种注音，往往不得要领，很
难准确地将汉字的读音念出来。比
如，莒这个字怎么念？东郭牙对齐桓
公说：“口开而不阖，是言莒也。”张着嘴不闭，能发出的音多了，
怎么就能知道说的是莒呢？

后来人就发展了，推出了直音法，就是用同音字或者近音字来
注音。古书里凡是说“读若”“读为”“某音某”的，就是这个方
法。比如“饰读若式”“傅音附”。此法弊端显而易见，一来不是每
个字都有同音字，二来有的同音字比要注音的那个字更加生僻难念。

所以，人们又发明出来反切法，就是用两个字来拼读一个字，取前
一个字的声母和后一个字的韵母，合并起来读。比如“东，德红切”，用

“德”字的声母合上“红”字的韵母一起拼，就能拼读出“东”这个音。
自从有了反切法，全部汉字的注音就成为了可能，各种韵书才

得以出现，中国的音韵学才能一代比一代缜密地发展下来。而其他
省份的人，不会粤语，若要穿越到唐朝，不也得靠反切法才能与唐
朝人交流？所以，反切法才真可称得上是穿越必备宝典。

大栅栏，是北京前门外一片
著名的商业街区，老字号聚集，是
京城南中轴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它的得名之由，最通行的说法
是，明朝弘治元年（1488年）明孝
宗下令在北京城内大街曲巷设立
栅栏，并派兵把守以绝盗窃。因为
此地的栅栏较为高大，因此叫大
栅栏。到了清朝，大栅栏发展成为
主要的商业中心。乾隆年间出版
的《帝京岁时纪胜》等书开始出现
了大栅栏这条街名。

如果是外地人，看到“大栅
栏”，一定会读成 dàzhàlán。
如果有北京人说它应读作“大什
烂儿”，您也许会感到惊奇。实
际上，很多地名反映了更古老的
读音，并记录了历史。“栅”为
什么读“shi”？中古韵书 《广
韵》中“栅”有3个读音。

1、所宴切，折合成今天的
读音是 shàn，意思是“篱栅”，即

“篱笆”；2、测戟切，折合今天的读
音是 cè，意思是“村栅”；3、楚革
切，折合今天的读音也是 cè，意
思是“竖木立栅”。

这 3 个意义其实没有区别，
都是“栅栏、篱笆”的意思，但读音
却不同。《说文解字·木部》有栅
字：“编树木也，从木从册，册亦
声”，点明了栅是一个会意兼形声
字。栅栏用木头编制，很像古代的
简册用木条编制，木和册都是表
义的符号。同时其读音也来源于

“册”。如此看来，《广韵》中第三个
读音是正音，第二个读音稍稍有
点儿区别，可能是方言音转。

第一个读音与第二、三读音
相差很多。从声母上来看，“大
栅栏”的“栅”应该来源于第一
个读音，由 shàn 弱化成了 shi。
北京话三音节词的中间音节往往

会弱化，有时吞掉声母，有时吞
掉韵母，尤其在快读的时候。比
如“宋家庄”读成“宋丫庄”，

“北新桥”读成“北音桥”，中间
音节的声母吞掉了；“灯市口”
读成“灯日口”，卷一下舌头就
过。shàn 可能最初弱化为 sha，
后来直接丢掉韵母变成了sh，这
种音可以称作是“懒音”。

《广韵》 记载的 shàn 这个
音在中古是真实存在的。一些方
言更多地保留了中古时候的语
音。潮州话的“栅”字，有两个
读音：一个读得和册一样，另一
个读得和删差不多，与 《广韵》
形成了很好的对应。栅读册，更
符合其本义和造字意图。shàn
这个读音的来历却不太好说，也
许是受了删、珊、姗等字读音类推
而导致的误读，也许与阑（欄、栏）
同源，因为上古它们的韵母基本
是一致的，“栅栏”或许可以看成
是同源同义复合词。

普通话的读音 zhà是后起
的。翻翻字书和韵书发现，一直到
明中后期，都没有 zhà这个读音
的记录。比如明代万历年间反映
北京音系的字书、韵书一体的《合
并字学篇韵便览》，记录了 3 个
音，分别是音册、音扇、音涮。没有
音炸。不过，清代李汝珍《李氏音
鉴》里，栅已经读“照亚切”了——
折合成拼音就是zhà。

新中国成立以后，普通话的
标准语音以北京音为基础。今普
通话中，栅有两个读音，一个是
zhà，一个是shān，读shān是
新创造的科技词汇，它表示“电
子管靠阴极的一个电极”，可能
在这个词的创造者的方言中，

“栅”读 shan。而一般的栅栏，
普通话只能读zhà。

总之，zhà这个读音起源相
当晚，而大栅栏这个地名可能早
在明朝就已经形成，故仍使用
shàn这个读音。后来，shàn这个
读音懒化得比较厉害，连韵母也
脱落了，就变成了“大什烂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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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建设中文
传播平台，构建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
播体系和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其
中，“一平台、两体系”建设之间具有
内在的紧密联系，是新时期促进国际
中文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同时
建好“一平台、两体系”必须统筹协
调做好标准研制推广、推动多元办学
和打造师资队伍体系。

首先，构建标准体系是建设中文
传播平台和推动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
播行稳致远的基础。质量提升，标准
先行。经过多年发展，国际中文教育
初步建立了一套科学规范、包容开
放、便于实施的教师、教学、教材、
课程、考试等系列标准，规范和服务
了各国各地各校开展中文教育，起到

了标准引领的积极作用。面对新时期
教育理念发展、新技术应用、在线中
文教育、“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等
多样化个性化新需求，要与时俱进制
定和完善系列标准。同时，着力增强
标准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推动中文
教育系列标准国际化，并配合做好与
相关区域和国家标准的对接，切实使
之发挥提高国际中文教育质量的保障
作用。

其次，建立健全多层次多主体的
办学体系是推动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
坚实载体。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是文
化的载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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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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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中文教育需求旺盛、基础坚实。为满

足个性化、差异化和多样化的语言学
习需求，要兼顾学历学分教育和选修
体验式学习，配合支持各国中小学开
设中文课程，提供大中小幼中文教学
服务，充分发挥中外院校办学主体作
用，积极吸引中外企业、机构、组织
和个人参与办学，借鉴基金会模式等
国际惯例运作项目，继续秉持中文教
育的公益属性，逐步推动国际中文教
育市场化发展。

第三，打造数量充足专业化职业
化师资队伍是“一平台、两体系”建
设的关键所在。

事业发展，关键在人。语言相通
是民心相通的根本，师资队伍培养具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2004 年以
来，仅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即累
计向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派遣 6 万多
人，他们用中文浇灌友谊，用文化拉

近距离，成为中外教育文化交流的重
要力量。随着“中文热”持续升温，
需要建立一支数量充足、质量过硬的
专业化职业化师资队伍，特别是逐步
实现以提高自身“造血”功能为主的
师资本土化。当前，亟须在教师和志
愿者的待遇标准、职业发展等方面进
行政策优惠，提高中文教师的岗位和
职业吸引力。同时，积极推进将国际
中文教育明确一级学科地位，健全国
际中文教育本硕博学科体系等，为师
资培养提供重要保障。

中文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种重
要国际公共产品，提高国际中文教育
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平，是提升中华
文化影响力的应有之义。“一平台、两
体系”为国际中文教育和中国语言文
化传播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发展路径，
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

每一道菜里都是情感

如何展现“中国饮食文化的多元和多彩”，是展
览主办方——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从推出线下展
开始便思考的核心问题。最终，决定从中国饮食与
中国人的情感、饮食与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和艺术、
饮食与中国人的养生意识等维度展开，包括三大主
题：“饭就是家”“饮食即艺术”“医食同源”。

对中国人来说，“家乡菜”是对家乡最感性的连
接和最深情的记忆，因为“每一道菜里都是情感”。
由此，便有了“饭就是家”这个主题。

杨华丽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学做重庆小面，是
“民以食为天”线上展“饭就是家”主题下的一个故
事，视频时长不到4分钟。

“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每天早上，这个城市最
繁忙的就是街边巷角的小面摊。一根板凳、一碗作
料、二两面，这就是重庆人早餐的全部。小面在我
的成长中有特别的记忆。”视频以杨华丽的角度铺陈
开重庆小面这道美食的独特和被赋予的情感，“小的
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爸爸就一根扁担，挑着两个
箩筐，一边放着炉子，一边挑着我。每天天还没
亮，就上梯下坎地吆喝着小面。爸爸在家里排行老
八，‘杨八面’就这样在街坊里传开了。这一碗面，
爸爸卖了25年。”

“杨华丽的经历是中国很多家庭父母和子女之间
情感的映射，她的故事，我看哭了。”在英国留学的
晓林不仅自己看，还推荐给英国男朋友。“我男朋友
其实不太理解中国父母那种为孩子的奉献精神，看
了这个短片，他不仅爱上了重庆小面，还为其中传
达的父女亲情感动。”

杨华丽大学毕业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最终选择
回到家乡，跟着父亲“一起学做重庆小面”，因为

“重庆小面不单单是一道美食，更浓缩了我对父亲所
有的情感记忆”。

晓林认为，杨华丽的故事虽然朴实，但鲜明而
集中地展现了中国美食的独特魅力，更将美食制作
的技艺传承、父女情感等包容于其中。从跨文化传
播来说，是非常好的案例。“在我周围，确实有不少
外国朋友因中国美食而爱上中文，爱上中国。”

被“民以食为天”线上展打动的不只晓林和她
的男朋友，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展览浏览量已
超过10万。

从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到巡回展

2017年10月，在第69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首

次亮相的“以食为天，以天为食”中国美食主题文
化展，是“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线上展的前
身，旨在介绍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传播中国
独特的“家文化”和“天人合一”思想。

图文展示、多媒体、书岛、医食同源艺术装置
展、食品现场制作……这场融合了多种形式的中国
美食展，不仅让人“耳目一新”，更是留住了不少观
众的脚步。展览期间，展台每天观众逾 3000 人次，
堪称“人气爆棚”。

在美食专家爱德华·君度看来，展览很好地实现
了饮食与文化的完美融合。

在展览现场的艺术互动装置区，“医食同源”艺
术装置利用数字编码一一对应地悬挂“雪片”信息
卡和食材、药材抽屉的组合，展现了 64味中国饮食
中常见的食材和药材。

“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展项目负责人表
示，中国饮食讲究五味 （酸、苦、甘、辛、咸） 与
四性 （温、热、寒、凉），这不是去定义一道菜的温
度或食材，而是描述食材与人体的关联。“跟不在中
国文化圈中长大的人解释这样的饮食态度，是件不
容易的事情。但是，‘抽屉和雪片’装置展可以把人
带入这个话题，予以形象展示。”

现场不仅有装置展，还有“厨艺秀”。中国厨师
与德国美食家表演“东西厨艺大比拼：从刀开始”，
精湛的刀工和精彩的拉面表演，配合风趣幽默的对
话解说，不仅赢得了现场观众的赞叹，更让主办方
特邀该活动次日返场表演。

法兰克福书展美食回廊当时的负责人斯特曼在
书展最后一天专程前来祝贺说：“你们第一次来到美
食回廊就这么成功，明年一定要再来！”

数据显示，“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展配合
各地中国饮食文化主题电影放映、摄影展、绘画

展、课堂中文教学等活动，至今已在德国、奥地
利、美国等 7 国 30 多家语言教学及文化交流机构巡
回展出。

饮食文化故事也是教学素材

相关专家表示，无论是有助于加深对一个国家
的历史、地理和文化的理解，还是帮助提升一个国
家的形象，美食无疑都是有效的开始。

据“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展项目负责人
介绍，策划该项目的初衷是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尝
试。“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谈到中餐，常常将真正的
中餐与日常接触到的‘中式快餐’混淆，但这是对
中国饮食文化的误读。为纠正这种误读，深入浅出
地阐释中国饮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哲学、美学和文
化内涵，‘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展应运而生。”

几位一线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告诉记者，饮食
文化展不仅是一次跨文化传播，还是很好的教学素
材。尤其是线上展览，比如“饮食即艺术”主题中
的展示饮食和烹饪场景的绘画作品，就很受学员欢
迎。“自古至今，中国艺术作品中就有丰富的饮食主
题。通过这些展览中的和饮食相关的艺术品的展
示，可以激发学员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但如何将
中国饮食文化纳入日常中文教学中，对教师来说，
也是一大挑战。”

对中国文化产生好奇心，有了解欲是不少外国
学习者和中文结缘的推动力。在几位国际中文教师
志愿者看来，中国饮食文化教学是很有效的途径，
通过对比中外不同食物、不同烹饪方法、承载的不
同文化信息等，可以助力学员进入中文世界。“相对
而言，在异文化的背景下，食物更容易让人产生情
感上的回应，进而有了解食物背后的文化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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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国际中文教育产品质量
尹冬民

文化赋能国际中文教育（二）

展示中国饮食文化多元性

推开国际中文教学另一扇窗
本报记者 赵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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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食 为 天 ， 以
天为食”中国美
食主题文化展亮
相。图为现场的

“ 医 食 同 源 ” 艺
术装置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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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丽回到家乡学做“重庆小面”。图为
她和父亲正在挑选辣椒。

图片来源：“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
线上展

▶图为“以食为天，以天为食”中国
美食主题文化展现场的“厨艺秀”。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供图

上海汝南街这条极不起眼的街道上，
有一家颇受关注的“名厨本帮馆”。不少食
客冲着其正宗的上海味道而来。“这里的菜
我都喜欢，都是上海菜……以前我的奶奶
就腌这个黄瓜，灵光的上海味道。”镜头
中，讲着一口上海话的食客将自己的感受
娓娓道来。

老板兼大厨陈建新说：“很多人一直认
为本帮菜是很甜的，实际上是入口甜、收
口咸……”

“名厨本帮馆”及其老板的故事，出现
在了“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线上展
中。不仅是中国观众，而且外国观众也借
助展览，知道了“本帮菜”，并感受着那些
跨越岁月的故事。

“美食”“中医”“功夫”是外国人最容
易了解中国文化的切入点。由线下展扩展
而来的“民以食为天”线上展去年12月上
线，面向全球推出。正如展览前言的陈
述：“中国每一个地方的食材、饮食习惯和
烹饪方法，都跟当地的地域特点和气候状
态密切相关，由此产生了巨大的独创性和
差异性……与其笼统地谈论中餐，我们更
愿意深入下去，展示中国饮食文化的多元
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