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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国之前，我没学过中文，连一句中文都不会说。第一次和
中文相遇时，我觉得这门语言又难又复杂，也担心用1年时间能不
能学会，甚至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时，我每天都在担
心，但还是对自己说：“别发愁了，努力学习，做最好的自己就可
以了。”

等我到中国开始学中文后，那些担心、紧张渐渐地消失了。现
在，我不觉得中文难学，反而觉得很有意思，尤其是汉字更是深深
地吸引着我，让我不断前进。

我很喜欢每个汉字背后的故事，它们都非常迷人。更令我觉得
有趣的是，不同的汉字可以组合成新的汉字，比如，当我们把

“月”和“日”两个字组合起来，就会变成“明”；“人”和“木”
组合可以变成“休”。汉字的每一部分都有特定意义，比如，如果
知道“提手旁”的意思，就能够猜出那些跟“提手旁”有关的字词
意思。这也是一旦开始学汉字，会发现比想象中容易的原因，因为
有规律可循。

汉字记录了中国的历史、社会、民俗等，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人
的思维认知和价值取向；同时，汉字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也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内容。到中国之前，我就对中国文化和
历史很感兴趣，通过学习汉字加深了我对其的了解。正是汉字，开
启了我认识、了解中国的大门。

我也很喜欢中国书法，它是一门古老的汉字书写艺术，散发着
艺术魅力，也是我一直想学的。但我知道，写得好并不容易，不仅
需要关照运笔方法等书写技巧，
还需要发自内心地爱这门艺术，
落于纸上的字才能形神兼备。

挂一漏万，我和汉字的故事还
有很多，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
续书写下去。

（作者为同济大学柬埔寨留
学生）

“坚持学中文、在家说中文”是多年来我家一条不成文
的规定。从小学到高中，在12年的学习生涯中，我在中国上
过1年学，其余时间都在加拿大读书。虽然我的中文学习一
直没有间断，但都不是很系统，直到读12年级时，我在选修
中文课时遇到了现在的老师——戴老师。

戴老师在加拿大从事中文教育30余年，现在任教于约克
区教育局，我特别赞同他关于中文教育的理念——中文教学
不仅要讲汉字和中国文化，还要讲中国历史，因为了解中国
历史对于我们这些在海外出生和长大的华裔来说特别重要。
戴老师把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引入12年级的中文
教学，鼓励学生寻找感兴趣的课题。他常对我们说，要铭记
历史、展望未来！

自从上了戴老师的中文课，我对中文学习有了新的认
识，也明白华裔青少年如果对
中文有兴趣，无论何时开始学
都 不 算 晚 。 中 国 文 化 博 大 精
深、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有太
多需要我们去探索和研究的。

我的梦想是大学毕业后，
有机会进入中国高等学府继续
深造，进一步了解中国历史和
当代中国，让中国在世界舞台
上更加璀璨耀眼。

（寄自加拿大）

阅读古籍，即便是古人，也
会遇到不少困难。

清代学者戴震，小时候家里
穷，请不起老师，自己找了本古
书看，茫茫然不知所云。戴震上
下求索了一番，终于想明白了：
古代经典著作讲的都是最高道
理，道理是用词语讲述的，词语
是由具体的文字组成的。所以，
求学之路应是先学文字，再弄明
白词汇，再研究道理。而要想把
中国的文字学全学透，非得把东
汉学者许慎写的《说文解字》啃
上3年不可。

戴震确实天资聪颖，他悟出
来的道理，后来得到了验证。

训诂学泰斗陆宗达在北京大
学求学的时候，老师是国学大师
黄侃。说是老师，见面后，黄侃
别的没说，只给他一本没有标点
的《说文解字》，说道：“点上标
点，点完见我。”

陆宗达依言而行。大半年
后，陆宗达才交上作业。黄侃
翻了翻那本已经让陆宗达读得
卷了边的书说：“再买一本，重
新点上。”

3 个月后，陆宗达去见黄
侃，送上第二本已经被他圈点
得 不 成 样 子 的 《说 文 解 字》。
黄侃看了看，点头说道：“再
买一本，做好标点。”

1 个月后，陆宗达再次将作
业交给黄侃后说：“老师，是不
是还要再标点一本？”

黄 侃 说 ：“ 已 经 标 点 了 3
次，《说文解字》 你已烂熟于
心，这文字之学你已得了大半，
不用再点了。以后做学问也用不
着总翻这书了。”

许多年后，陆宗达回忆自己
的学习历程时说，正因当年翻烂
了 3 本 《说文解字》，之后做起
学问来，轻松得如庖丁解牛，游
刃有余。

前辈学者如此看重的《说文
解字》，是中国第一部按照部首
编排的字典，许慎认真地解释了
9353个字的意思。这本书脱稿于
汉和帝永元十二年 （公元 100
年），到汉安帝建光元年 （公元
121年），在病中的许慎才让儿子
进献给国家。从脱稿到写定，许
慎足足用了20多年。

为啥投入这么大精力写这本
书？许慎自己说了，当时人看古
书，遇上不明白的字，往往望文
生义，或者勉强解释以求让字词
之义符合自己的想法。比如把

“长”字解释为马头人，“斗”字
解释为人拿着十字，“虫”是屈
中的意思，纯粹是胡说八道。为

了纠正时弊，许慎决心好好解释
一下文字之义。

在《说文解字》中，许慎运
用当时盛行的指事、象形、形
声、会意、转注、假借的六书理
论，系统解释字形、字义，并且
在分析形声、假借以及注明音读
时涉及字音，从而在文字、音
韵、训诂三方面对汉字进行了深
入解读。

有多深入呢？许慎分析文字
形体结构的依据主要是小篆。小
篆是古文字最后一个阶段的形
体，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抓住
这个关键，便于弄清汉字发展演
变的源流。因此，《说文解字》
的解释往往保存了汉字的古老含
义，很有意思。

比如“潘”这个字，什么
意思？今天我们想得最多的就
是 姓 氏 了 。 许 慎 的 解 释 是 ：

“潘，淅米汁也。一曰潘水，在
河南荥阳。”淅米汁就是淘米
水，古人用来洗脸。《礼记》 讲
敬老的礼节，说孝子若看到父
母脸脏了，就要把淘米水加热
为他们洗脸。

淘米水的洗涤之用，真是
贯穿今古。笔者上小学时，在
教室和同学打闹，不小心碰翻
了一瓶墨汁，把一位同学的书
包给染了。怎么办？我把书包
拿回家，用水洗，怎么洗也洗
不干净。最后，母亲烧了一锅
米 粥 ， 这 才 把 墨 渍 洗 得 非 常
淡。书包上的墨都能洗掉，何
况脸上的污垢呢？

流传后世的除了淘米水，还
有《说文解字》首创的按部首分
类、编排汉字的方法。全书设立
540 个部首，虽然有失之主观、
疏略的地方，但影响极为深远，
直到今天仍为字典编纂、检字的
重要方法。

当然，解释那么多字，许慎
也有“偷懒”的时候。遇上同类
的事物，他往往就“合并同类
项”了。

比如这几个字。兰，香草
也。熏，香草也。芳，香草也。
葌，香草也。蔎，香草也。还有
这几个字。棲，痛也。悲，痛
也。惜，痛也。愍，痛也。慇，
痛也。

从执简驭繁的角度来说，这
样的解释方法有利于汉字的快速
学习，能够迅速掌握一批文字的
意义。当然，先知道个大概意
思，确切含义日后还要再探讨，
不然就成了不求甚解了。

总之，要想真正读懂古书，
就绝对离不开《说文解字》。

从现代小女孩与中国古代奇女子花木兰的梦幻交
织，到中国科学家屠呦呦成长历程的励志奋斗……巴
西中文教师茹晨曦如今多了一个课堂外的讲台——一
本本由她翻译成葡文的中国儿童绘本正在向巴西孩子
们讲述着来自中国这个遥远国度的故事。

茹晨曦 1985 年出生于巴西圣保罗市，原名韦蕾
娜·帕帕西德罗。在中国留学时，老师为她取了“茹
晨曦”这个中文名字。茹晨曦于 2005 年开始学习汉
语，2010 年从圣保罗大学汉语专业毕业，2013 年进入
湖北大学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毕业后进入圣保罗
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任教。目前茹晨曦还在圣保罗大学
攻读文学与翻译研究生课程，主攻中国当代诗歌翻译
方向。

2021年 5月，茹晨曦通过巴西恺恺出版社出版了首
本儿童绘本译作 《神奇的小草》，这本书讲述了屠呦呦
成长为诺贝尔奖得主的故事。之后，茹晨曦陆续将《谁
吃了我的毛栗子》《借尾巴》《我是花木兰》《打灯笼》
等一系列中国儿童绘本翻译成葡文，向巴西儿童介绍中
国文化。

“我希望这些读物能激发巴西儿童对中国文化的
兴趣，让他们学着欣赏精彩纷呈的多元文化。”茹晨
曦如是说。

茹晨曦说：“我是长大后才接触中国文化的，我
想帮助现在的巴西小朋友能更早一点了解古老的中华
文明。”

茹晨曦翻译的童书虽上架时间不长，却已吸引了不
少读者。一位巴西母亲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孩子和《我
是花木兰》 葡文译本的合照。“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中
国女孩儿的家国情怀，我家孩子很喜欢。”

茹晨曦回忆说，当初她出于好奇选择学习汉语，立
即就爱上了这门语言。“我觉得汉字很有逻辑性，同时
也充满了创造力。汉语蕴含了无穷无尽的知识。”

接触到中国文化后，茹晨曦决定成为一名多元文化
的传播者。“我们 （作为巴西人） 上学时能接触到的大
都是西方文化，尤其是欧洲文化，我希望能在巴西讲述
亚洲文化，讲述中国文化。”

成为中文老师后，茹晨曦惊喜地发现中国流行文化
正在走入巴西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她班里的当地学生开
始使用抖音、哔哩哔哩等中国互联网视频平台观看中国
影视剧。“我们就应该以学生喜欢的方式去传播中国文
化。”她说：“现在大家都希望了解中国。”

（据新华社电）

兼顾教学对象的思想深度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全
球共有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
育，70 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
系，外国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 2000
万。如何拓展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学模式是
业 内 人 士 一 直 思 索 并 在 不 断 探 索 的 ，

“中外青年云对话 Youth Link”的推出正
是基于该背景的一次尝试。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汉语系
主任刘波是该节目的负责人之一。据她介
绍，节目的核心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
访谈，每期节目邀请几位中外青年，就
某一领域和主题展开对话，以双语形式
带动话题讨论；一是配套前置与后置语
言课程，在中文联盟平台为学习者提供
语言学习辅助。

“节目有一个考量，就是为中文水平
较高的学习者提供教学资源，这就要求话
题兼顾教学对象的思想深度，不能忽略其
思考能力和知识层面。节目首期录制话题
选的是颇受关注的人类未来交通方式——
超级高铁，正是基于让中文学习者了解新
兴科技，感知当代中国这个宗旨。”刘波
说，“配套课程也充分考虑到课程运用者
的背景，选择的是符合其知识结构和理解
能力的语言材料，希望学员们通过中文学
习建立对当代中国的认知。”

节目顾问、伦敦大学学院孔子学院副
院长朱晓茗认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话题一
直是全世界中文学习者的兴趣点，抓住这
个兴趣点确实有助于激发学习动力。

融合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

在刘波看来，在开展国际中文教学过
程中，不能把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割裂
开，好的教学模式应该是二者的融合，最
终达到因热爱中国文化而学习中文，因学
习中文而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良性循环。

“中外青年云对话 Youth Link”的配
套主题课程正是基于语言教学和文化教
学的融合而设置，不仅为该节目的受众
提供中文语言和文化学习服务，还满足
受众进一步了解话题背后的语言文化知
识的需求。

以首期推出的《高铁侠的速度之旅》
为例，西南交通大学研究员邓自刚、该校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专业博士生安娜和主
持人米兰，探讨的是超级高铁如何让出
行的交通方式更加丰富。

节目观看者不仅可以围绕该主题，展
开中文词汇、句型、表达等语言层面的学

习，从对话中感受沟通交流策略，提升语
言听说能力，而且能够了解这一主题背后
的文化知识点，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
当代中国发展的认知。

安娜对这个节目的感受是“对想学
中文的外国学生来说很有吸引力”。“首
先，超级高铁这个话题很受欢迎，通过
观看节目可以了解很多和该话题相关的
中文专业词语，进而能围绕‘交通’和

‘超级高铁’等主题展开讨论，比如用中
文表达交通与生活之间关系的思考，也
能阅读相关中文文章。其次，考虑到节
目收看者的中文水平不同，我和米兰的
中文表达相对简单，语速较慢。邓老师
的语速相对较快，专业词汇运用较多，
由此形成互补，做到了内容表达的深浅
结合。”安娜说。

链接世界各地青年

在“中外青年云对话Youth Link”的
介绍中，强调“用话题引领交流，以开
放拥抱世界”，这也是该节目希望达成的
另一个目标——链接，即将对一个话题
有相同兴趣、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链
接在一起，将同样热爱中文的年轻人链
接在一起。

日前推出的第二季《无国界的大熊猫
守护者》，邀请的是每天都和大熊猫有亲
密接触的3位嘉宾，包括守护大熊猫健康
的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兽医院兽医陈
欣，日籍大熊猫饲养员阿部展子，从事大
熊猫保护研究和行为研究及训练工作的詹
姆斯·阿亚拉，共同探讨大熊猫保护问题
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同时让观看节目
者了解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感知当代中
国的生态文明智慧。

正如陈欣所言，虽然大熊猫是中国特
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但是对其的保护不
分国界。“在保护大熊猫过程中，我遇到
过很多外国友人，比如阿部展子。”

阿部展子从小就喜欢大熊猫，到她
读高三时，确定自己的梦想是要做一名
大熊猫饲养员。“因为我想在大熊猫基地
的野生区域附近工作，就来到了成都大
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纯粹是因为喜欢大
熊猫而从事这份工作，如果体力允许的
话，我打算一直在这里做大熊猫饲养
员。”阿部展子说。

“保护大熊猫的故乡，就是保护人类
的故乡。”——阿部展子的感受获得了不
少节目收看者的认可，也正是“中外青年
云对话Youth Link”借话题“链接”各国
青年宗旨的体现。

（本文配图均来自“中外青年云对话
Youth Link”视频截图）

《说文解字》说洗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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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青年云对话

互动中感知当代中国
本报记者 赵晓霞

“什么是超级高铁？”来自塞尔维亚、目前在成
都学习中文的米兰问。

“可以理解成超级高速铁路或者超高速铁路，
它的核心词是超高速。”西南交通大学研究员邓自
刚解释道。

这段对话场景来自由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出
品、西南交通大学和成都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一
档以全球青年为讲述者的视频访谈节目——“中外
青年云对话Youth Link”，节目旨在从中外青年的国
际视角出发，通过“访谈对话视频+中文线上课程
包”的形式，为全球青年提供中国文化和中文教学
资源。这也是一次语言文化机构、高校和专业媒体
多主体合作的创新实践。

◀西南
交 通 大 学 研
究 员 邓 自 刚

（左） 在演示
相关模型。

▶ 日
籍大熊猫
饲养员阿
部展子在
工作中。

◀从事
大熊猫保护
研究和行为
研究及训练
工作的詹姆
斯·阿 亚 拉
在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