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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入门课

爱尔兰科克大学，一场语言交流活
动举办，近 160 名在校生体验了包括中
文在内的 7 门语言。活动旨在为学生们
提供一个开阔视野、拓展学科兴趣、
感受不同语言魅力的平台。

在中文交流活动中，科克大学孔子
学院的国际中文教师为学生们带来一堂
引人入胜的中文入门课。从汉字的构成
到汉字的含义，再到汉字背后的故事，
他们带着学生畅游在有趣的汉字世界
中。这些有趣的故事激发了学生学习中
文的兴趣，也为部分学生未来继续学习
中文奠定了基础。老师们表示，课堂教
学的目标是让学生们感受不一样的语
言，体验不一样的文化。

通过这次活动，当地学生不仅被这
堂别开生面的中文课所吸引，还感受
到了学习一门新语言的乐趣。他们表
示，中文体验课不但让他们对中文和
中国文化有了兴趣，而且让他们更深
入地理解多元文化并对未知领域保持
开放心态。“希望能多参加这样的活
动，进一步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学
生们说。

学生成了“小老师”

在意大利，为顺应对中文学习感兴
趣的当地年轻人的需求，威尼斯大学孔
子学院下设乌切利斯国际理科高中孔子
课堂举办了“中文课堂进初中”与“开
放日”活动。

在“中文课堂进初中”活动中，几
名国际中文教师来到 3 所公立初中，为
近百名初三年级的学生带来 3 堂中文公
开课。课上，老师们引导学生初识中
文，让大家感受学习中文的乐趣，并引
导学生跨越未来学习中可能遇到的各种

挑战。在 20分钟的教学中，学生们学会
了如何用中文介绍自己，学会了中文

“数字歌”，并在由甲骨文绘制成的卡通
山水画中成功找到汉字。

除了国际中文教师，乌切利斯国际
理科高中国际中文部的高三学生也化身

“小老师”，为初中部的学生上了妙趣横
生的汉字文化课。在课堂上，“小老师”
们介绍了中文部的特色课程与丰富的文
化活动，并用中文做了自我介绍。同
时，还通过视频与图片的形式带领大家
进入了有趣的汉字世界。看着学生们用
画笔绘出一幅幅自己眼中的汉字图画，

“小老师”们为他们独特而多元的创作思
维赞叹不已。

在学校举办的“开放日”活动上，
高中部的学生作为中文展台讲解志愿
者，身着中式传统服饰，负责展台的介
绍并将自己在中文课堂上学到的中国文
化知识娓娓道来；在“中国桌游与绘本
区”和“汉字体验与书法鉴赏区”，不同
年级的学生向来访的学生和家长讲解围
棋与五子棋的玩法并带领大家体验中国
书法。有趣的讲解和丰富的活动吸引了
不少当地民众。

独特的文化课

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
体现。在国际中文教师看来，中文教学
中的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是相辅相成的
关系。对海外中文学习者来说，学习中
文这门语言，也是在了解中文所承载的
中华文化。

马耳他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孙怡
在教学过程中就结合专业特色、传统文
化等主题，策划和组织了中医、春节、
端午节、孔院开放日等文化教学活动，

“反响很好，有些活动参与者也因此走进
了中文世界”。

在匈牙利罗兰大学孔子学院下设埃

格尔教学点多博·伊什特万中学中文课
堂，文化课同样是国际中文教师关注
的教学重点之一。比如，他们为来自
校内外不同年级的百余名学生及家长
带来一系列中国传统绘画课，耐心地
教授学生绘画技巧及要领，并和大家
分享中国传统绘画的历史、文化以及
相关背景，以帮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
其背后的故事。

绘画课主题是熊猫和竹子。老师们
表示，之所以选择熊猫作为课程主题之
一，是因为熊猫是希望和友谊的象征。
通过系列绘画课，学生们深入了解了熊
猫的生活习性、保护现状以及其与中国
文化的联系。许多学生表示，特别喜欢
熊猫憨态可掬的形象，“在绘画课上，能
够尝试画熊猫，既有乐趣，也有挑战，
感觉有趣而愉悦”。

许多学生表示，独特的中文课不仅
让他们有不一样的中国文化体验，也
激发了他们学习中文的兴趣，还加深
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希望今后
能 参 与 更 多 丰 富 多 彩 的 中 国 文 化 活
动，通过学习中文，进一步了解中国”。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中外语言交
流合作中心提供）

中国农历新年来了。凡事预则立，我怀着对
新一年的美好期望，为自己制订了新的计划。

首先，我希望能参与社会服务及公益活动，
传递爱心与关怀，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其次，我希望学业能更上一层楼。为了实现这个
目标，我要保持良好的学习习惯，安排好学习
时间，同时要积极参加相关实践项目，培养专
业技能。最后，我计划更多地参与家庭事务，
让我们的家更加温馨和谐。同时，我也要学会
独立和承担责任，为父母分担压力，为家庭幸
福贡献力量。

想到未来，我充满信心并已做好迎接各种挑
战的准备。希望新的一年是充满收获的一年。

（寄自西班牙）

春节是一个我无比期盼的中国传统节日，寓
意着团圆。在我的家乡，每逢春节，在市场上能
看到五彩斑斓的年画、琳琅满目的年货；大家以
独特的方式装点自己的房子，挂起红灯笼、贴上

“福”字；美味的年夜饭更是春节必备项目，亲
友围桌而餐，推杯换盏，是团圆，也是中华传统
习俗的延续……总之，临近春节的那个月处处充
满年味。

春节承载了对未来的期许。爸爸妈妈告诉我，
人们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会进行各种祈福活动，希
望新的一年吉祥如意。

春节来了，我也祝福家乡的亲朋好友在新的一
年健康平安、心想事成。

（寄自西班牙）

诗情画意，记录着一年四季中的点
滴；狮舞祥龙，传递着喜气盈盈的祝福。
日前，加拿大蒙特利尔孔子学校携手蒙特
利尔华人文化体育中心等共同举办了第十
六届2024“欢乐西岛”多元文化春节晚会。

节目 《狮子舞》 以雄壮的气势拉开了
晚会的序幕，将观众带进了一场祥和而热
烈的新春之旅；中国民乐合奏让观众沉浸
在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舞蹈 《缘
起》 勾勒出一幅富有诗意的画卷，将中国
传统舞蹈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少儿诗朗
诵 《中国字，中国话》 传递着孩子们对中
华文化的热爱……

许多观众表示，“欢乐西岛”多元文
化春节晚会不仅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
力，还将丰富多样的文化元素融合在一
起，呈现了一场文化盛宴。

叙友情 迎新年
金 晶

加拿大蒙特利尔孔子学校供图
在2024“欢乐西岛”多元文化春节晚会上，孩子们朗诵《中国字，中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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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科克大学孔子学院的国际中
文教师为学生们讲授汉字的笔记。

“这是这部公元前 2 世纪的中
国哲学巨著的第一部完整英文译
本，融合了道家、儒家和法家关
于生命、宇宙、商业、战争、领
导等方面的理论。”

“它代表了一种卓越的尝试，
它将数百年来看似不可调和的思
想融合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并在
汉朝巩固和统治的关键时刻指导
治理。”

2010年，美国汉学家约翰·梅
杰领衔翻译的 《淮南子》 英译本
出版。全球最大的在线读书社区

“美国豆瓣”上，此书评分达到
4.65 分 （满分 5 分）。不少读者留
下阅读评价。这说明，《淮南子》
在英语世界受到了喜欢汉学和中
国古典著作的学者和读者的追
捧。这让人有些惊讶，因为此书
在中国历史上向来以“难读”
著称。

《淮南子》 是西汉淮南王刘安
率领门客集体编撰而成的一部哲
学著作。全书 21 篇，今存 13 万
字。21 篇依次为 《原道训》《俶
真训》《天文训》《地形训》《时
则训》《览冥训》《精神训》《本
经训》《主术训》《缪称训》《齐
俗训》《道应训》《汜论训》《诠
言训》《兵略训》《说山训》《说
林训》《人间训》《修务训》《泰
族 训》， 另 有 一 篇 后 序 性 质 的

《要略》。
确如网友评价所言，《淮南

子》 糅合道家的自然天道观、儒
家的仁政学说、法家的进步历史
观、阴阳家的阴阳变化理论、兵
家的战略战术等各家思想精华于
一身，而以道家思想为主旨。能
做到这一点，不能不佩服刘安的水平。

刘安为汉高祖刘邦之孙，博学多才，诵诗作赋、天
文历法、方术技艺，无不精通。有个冷知识：刘安被认
为是豆腐的发明者。

写作此书的目的，诚如《要略》中所说：“观天地之
象，通古今之论，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这与后来
司马迁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著书立意可谓一脉相承。

为达成此目的，刘安组织了一个强大的编辑写作团
队，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给 《淮南子》 作注的东
汉学者高诱说：“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于是 （刘
安） 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武被、毛
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
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可见刘安是“总编辑”，提出编
辑思路，下面还有苏飞等人，分别统领一班宾客完成
全书。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何谓“鸿烈”？高诱是
这么解释的：“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
也。”《淮南子》 二十篇是围绕“明道”这一主题，采取

“总—分—总”的结构展开的。首篇是全书的纲领，推衍
老子之旨，探寻“道”的本原。次篇是对首篇的补充。
第三篇至第十九篇，把“道”展开论述，涉及自然之
道、君臣之道、用兵之道、养生之道等。第二十篇与首
篇遥相呼应，对全书进行总结。

由此可见，《淮南子》各篇的内在联系非常紧密。如
此一部体例严密的鸿篇巨制，一定经过精心策划、反复
修改。正如梁启超所言：“然宗旨及体例，计必先行规
定，然后从事……《要略》 所提挈各篇要点及排列次
第，盖匠心经营，极有柱脊。”意思是，各篇文章好像人
的脊柱，排列得井然有序、咬合紧密。

胡适认为：“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书又集
道家的大成。道家兼收并蓄，但其中心思想终是那自然
无为而无不为的‘道’。”

的确如此，《淮南子》大量引用《老子》《庄子》。有
学者统计，仅 《道应训》 就引用 《老子》 52处，全书引
用 《庄子》 223 处。道家倡导的“无为”到底该怎么理
解？《原道训》 进行了阐释：“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
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
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这里的“无
为”，不是无所作为，静待其为，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和社
会规律办事，不要人为地违背规律，这样才能实现“无
为”和“无不为”的对立统一。

在《修务训》中，《淮南子》特地指出，那种“以火
熯 （音同汉） 井，以淮灌山”（用火来烤干井水，把淮水
引上八公山） 的做法，那种不尊重自然规律、得不偿失
的荒唐行为，才叫做“有为”，也就是乱为、妄为。这样
就彻底划清了“无为”和“有为”的界限。这是 《淮南
子》对道家思想的创新发展。

要贯彻“无为”思想，势必要对自然和社会进行深
刻体察，以摸清运行规律。为此，《淮南子》中记载了很
多科技成就，涉及天文、物理、化学、农学、医药、水
利等多方面。值得一提的事，二十四节气的完整、科学
总结，第一次见于 《天文训》：“两维之间九十一度十六
分度之五，而斗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
时之变。”这里是用北斗斗柄的旋转来确定二十四节气，
成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历代朝廷施政、祭祀、渔猎、施
刑、出征等各种大事的主要依据。

《淮南子》文笔瑰丽。南宋学者高似孙在《子略》中
说：“《淮南》之奇，出于《离骚》；《淮南》之放，得于

《庄》《列》；《淮南》之议论，错于不韦之流。”我们今天
熟悉的很多名言，都出自这本书。“塞翁失马，焉知非
福”，出自 《人间训》；“将军赶路，不追小兔”，演化自

《说林训》 中“逐鹿者不顾兔”；“言而必有信”则出自
《氾论训》。

该书虽受汉武帝“爱秘之”，但终究是没有被采用。
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不过，后世学者颇重此书。梁启超评价：“其书博大而有
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绝非过誉之词。

《
淮
南
子
》
：
汉
人
著
述
第
一
流

熊

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