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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国有个人，成天担心天会
崩塌坠落，于是吃不下饭，睡不
着觉。

对 ， 这 就 是 成 语 “ 杞 人 忧
天”，出自《列子》一书，今天常
用来讽刺缺乏根据却产生不必要
忧虑的行为和人。

其实，这个故事还没讲完。
接下来，另外一个人去开解

他：“天呢，是气的积存，没有什
么地方是没有气的。你成天生活
在气当中，干嘛要担心气的崩塌
呢？”

忧天之人说：“天真的是气的
积存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
么日月星辰不掉下来呢？”

开解之人说：“日月星辰只不
过是气当中能发光、能照亮的那
部分气，即使它们掉下来，也不
会伤到人的。”

“ 好 吧 ， 但 愿 天 是 这 样 的 。
那么地呢？地要是塌陷了，可怎
么办？”

“地是一块块物质积存而成
的，充实得很，没有一丝空隙。
你成天在这些块块上行走坐卧，
怎么会觉得它要塌陷呢？”

工作做通了，两人都很开心。
故事继续。
有位叫长庐子的人评价说：

“既然知道天是气的积存，地是
形体的积存，又怎么可以说世间
事物万古不坏呢？”意思是，开
解之人没说到点儿上，天和地是
会“坏掉”的，杞人忧天，忧得
有道理。

列子最后总结：“说天地会毁
灭，荒谬；说天地不会毁灭，也
荒谬。天地毁坏不毁坏，这是我
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的。如同
人活着不知死后事，人死了不知活人的事，天地坏不坏这
样的问题，还是别往心里去了吧。”意思是，取消问题，就
不会忧这忧那了。

从完整的故事里可见，杞人忧天背后是古人对自然、
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从今天的视角看，长庐子说得
对，太阳系、银河系，地球、月球，世间万物都会毁灭
的。而列子的态度则是对闹不清楚的问题不要去思考。这
就好像庄子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
涯，殆已！”求知求到无边无际，就危险了。

杞人忧天这个故事，充分反映出列子“贵虚”的思
想，用虚无的态度去关照世间万物。这种学说跟庄子很相
近——在《庄子》一书中列子出现了22次，但《荀子·非十
二子》《史记》等书都无一字提及列子，因此不少人怀疑历
史上到底有没有列子这个人。这也导致 《列子》 这本书的
情况比较复杂。

学界共识，列子其人是真实存在的，本名列御寇，生
平不详。《汉书·艺文志》 著录的 《列子》 8 篇，是经过刘
向、刘歆父子整理过的，早早就散佚了。今天流行的 《列
子》一书，虽然也是8篇，包括《天瑞》《黄帝》《周穆王》

《仲尼》《汤问》《力命》《杨朱》 和 《说符》，但已非原书，
是后人编纂的，或者按照传统的说法，是伪造的。

东晋时期给 《列子》 作注的学者张湛说，他所注释的
《列子》，是他爷爷在东晋初年从岳父王宏以及王宏的弟弟
王弼等人的家里发现的，经过他的一番整合、校勘，“始得
齐备”。而王宏、王弼家的书，又是“建安七子”之一王粲
的旧藏。

这种说法，很多学者不信，而是怀疑这书就是张湛伪
造的，或者这书是伪书，张湛只不过是上当受骗的“受害者”
罢了。今天的读者不用去管这些官司，而是要明白，即便是伪
书也有它的价值，起码作伪者拿来作伪的材料，不可能全是
编造的，还是得有所根据，还是保存了当时一些史料的。正如
一位收藏家说过的：赝品中也会有些许的真实。

现代学者马叙伦分析，《列子》一书出现得晚而散失得
早。魏晋以来，有好事之徒从《管子》《晏子》《论语》《山
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
外传》 等古书中抽取素材，加以剪裁，用今天的话就是

“洗稿”，再糅合魏晋时期的一些学说而成书。这是比较符
合客观实际的论断。

《列子》据以成书的原始材料，除了马叙伦所列举的之
外，还有一些当时能看到而后来亡佚的古籍，比如 《汤
问》《说符》 的某些章节，既不见于今日所传先秦两汉之
书，也不是魏晋人思想的反映，只能认为伪作 《列子》 的
人引用了其他古书的内容。

这么一本“大拼盘”《列子》，哲学思维水准远远低于
《老子》《庄子》，但是胜在故事性、趣味性、猎奇性上。全
书近百则寓言故事，很多成为成语，今天还在用，比如愚
公移山、小儿辩日、余音绕梁、高山流水、杞人忧天、歧
路亡羊、疑邻盗斧、纪昌学射……故事大多精炼有深意。
作家王蒙将 《列子》 称为“道家言辞精辟的段子手、具有
民间风趣的故事大匠、中华奇思锦绣的编织人”。

比如愚公移山，故事性很强，人物性格、情节发展，
一应俱全。首先从二山拦路说起，以“方七百里，高万
仞”凸显移山之难；而人物的活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则是
以二山为背景展开的。

移山的过程写得曲折有致：先写妻子献疑，反衬愚公
的决心，使文章顿起波澜；再写河曲智叟的嘲笑，寥寥数
语，使故事一波三折；最妙的是，中间插进邻居男童“跳
往助之”的细节，给文章增添了几分童趣。正如清代学者
方东树评价的，“叙事能叙得磊落跌宕中又插入闲情，分外
远致”。

今天读 《列子》，主要读它叙事的文势起伏，波涌浪
翻，洋洋洒洒。自然界的草木山川，人世间的传闻逸事，
一经作者描摹点染，即成佳趣。难怪清代学者刘熙载说

《列子》“人鲜不读，读鲜不嗜”——人很少不读 《列子》
的，读了很少不喜欢上这本书的。

激发中文学习兴趣

“宫商角徵羽，琴棋书画唱……”
日前，在 2024“欢乐春节”第八届

“枫花雪乐”蒙特利尔中国春节晚会
上，孩子们以稚嫩童声演唱 《龙文》，
赢得全场掌声。

在这场以“腾龙映春晖”为主题
的春节晚会上，中国传统民族歌舞、
京剧、民乐合奏等节目精彩纷呈。

京剧 《昭君出塞》 带领观众穿越
时光，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观

众不仅享受到了视觉和听觉上的盛
宴，还加深了对中国古代历史的了
解；古筝、二胡、大提琴等乐器合奏

《龙魂音韵》 旋律优美，展现了中西合
璧音乐的别样魅力。在晚会现场，还
有书法和手工艺作品展示。书法作品
如行云流水，线条流畅；剪纸艺术品
构思巧妙，惟妙惟肖。

晚会主办方表示，作为中国传统
节日的春节传递了和平、和谐、和睦
以及社会包容等理念，不仅让观众分
享节日欢乐，还增进了文化交流。

在泰国，普吉中学举办了 2024 年

“逛庙会，闹新春”文化节活动，全校
师生共同庆祝中国农历新年。

活动现场，中国传统舞蹈和歌曲
演唱节目轮番上演。舞蹈 《人间烟
火》 将大家带入了诗意的中国江南水
乡；高三中文实验班同学合唱 《感恩
的心》，用中文表达对家人和老师的
感谢……除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师生
们还一起参与了诸多中国文化体验项
目，如“手工折汉服”、写春联、投
壶等。

学生们纷纷表示，文化活动极大地
激发了大家的学习兴趣，未来将继续学
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

增进中外师生感情

中国农历新年期间，南非德班理工
大学中文师生欢聚一堂，举办了“金龙
迎春送祝福”春节文化体验活动。

平日的教室被中文教师们装饰一
新，挂上了一排排红彤彤的灯笼，贴
上了祈福对联和“福”字。据介绍，
本次活动包含春节民俗讲解、热闹欢
腾的游戏互动、中国传统小吃品尝等。

活动现场一片欢乐祥和，“‘筷’
马加鞭”竞速游戏让师生们乐在其
中；剪窗花活动让大家剪出对新一年
的美好期待……师生们表示，这次春
节体验活动极具互动性与趣味性，拉
近了师生间的感情。

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举办
了别开生面的迎新春活动，中文教师
和中文学习者欢聚一堂，大家在写福
字、看展览、品美食中共同迎接中国
农历新年。

此次活动设置了 3 个工作坊。在
“写‘福’字工作坊”，中文教师胡素
贞准备了红宣纸，让参与者感受到中
国 书 法 的 魅 力 ； 在 “ 画 团 扇 工 作
坊”，大家用黑绿彩笔绘制出栩栩如
生、憨态可掬的熊猫图，搭配上清新
的竹子元素别有一番趣味；“套圈工

作坊”则通过简单欢乐的套圈小游
戏，带领大家在趣味活动中，感受浓
浓的节日氛围。

作为学校 2024 年首场大型文化活
动，增进了参与活动的师生间的感
情。大家表示，期待有更多类似活动。

加深了解中国文化

春节是中国传统节日，相关知识
也是海外中文教师开展中文教学的重
要素材。

在匈牙利，罗兰大学久尔教学点
举办了以“春节习俗”为主题的文化
课堂，吸引当地中文学习者和爱好者
积极参与。

课堂上，不同班级的学生齐聚一
堂，学习春节文化知识，通过各式各
样的活动了解了中国春节“团圆、平
安、祈福”的丰富内涵。

据介绍，本次春节文化课堂主要
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春节知
识竞猜。大家通过抽签随机分为“春、
夏、秋、冬”四组，展开春节文化知识问
答。在每道题目之后，中文教师王翊暄
还通过精心准备的课件，用匈牙利语展
示了与该题目相关的文化背景及重要
词汇。王翊暄表示，通过这一环节，学
生们对春节的起源、习俗和生肖文化
等知识有了初步的了解。

在第二环节剪纸教学和体验中，老
师们首先播放了立体“春”字剪纸的教
学视频，随后展示了剪纸图样并配合图
案讲解了具体操作步骤。学生们在制作
立体“春”字剪纸的过程中，对剪纸艺术
有了深入了解，并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
文化。

“这次主题课堂不仅加深了我们
对春节这一节日的了解，也进一步提
升了中文学习的兴趣。”一位学生如
是说。

（本文配图均由中外语言交流合作
中心提供）

节奏欢快的腰鼓舞、活力四射的
舞龙表演……日前，远在大洋彼岸的
南美洲“赤道之国”厄瓜多尔的思源
中国语学校呈现一派浓郁的新春气息。

思源中国语学校是厄瓜多尔远近
闻名的中文学校。在该校举办的“乘
风龙翔·万象启新”新春联欢会上，
近 300 名嘉宾欢聚一堂，共庆中国龙
年新春。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
流 ， 一 泻 汪 洋 ……” 在 气 势 磅 礴 的

《少年中国说》 歌曲中，学生们以击

鼓、朗诵与合唱的方式，诠释“少年
强则国强”的进取精神。舞台背景
中，神舟飞船翱翔太空，“中国天眼”
叩问宇宙，万里长城讲述源远流长的
华夏历史，高铁公路描绘经济腾飞的
中国发展图卷。

新春联欢会上，武术节目 《功夫
宝宝》 用童声展现中华武术的精神与
内涵，语言节目 《十二生肖大拜年》
在风趣中诠释了生肖蕴含的和谐之
道，舞蹈节目 《芒种》 则以雅致的古
风装扮和婀娜舞姿展示中华文化的典

雅之美……
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政务参赞

魏琳在致辞中说，中厄互为命运与共
的好伙伴，推动中厄文明互鉴、文化
共通是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举
措。中厄共庆龙年新春为促进两国民
心相通带来活力，为深化中厄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添砖加瓦。

据思源中国语学校校长曹孝宏介
绍，在过去 10 年中，该学校为拉美地
区各国的 1700 多名学习者提供中文教

育，成功将200多名厄瓜多尔学子送入
中国高等学府。

厄瓜多尔学生米格尔·布里托说，
他曾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对
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深深着迷，对中
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深感震
撼，希望将来有机会到中国攻读软件
工程学，并把在中国学到的本领带回
厄瓜多尔。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当 《国家》 合唱歌声响起时，现场气
氛进入高潮。

一名旅厄多年的华人激动地告诉
记者，每逢春节，总会在家里贴春
联、挂灯笼；虽与故乡相隔万里，每
当看到五星红旗时，总会心潮澎湃、
思绪万千。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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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不同文化间存在联通彼此
的“密码”，在中文教学中拾得“密
钥”并解锁“文化密码”，缔结中外民
众的心灵纽带，学习者也更容易读懂
中国、理解中国。

随着线上实景教学镜头的推移，一
场别开生面的中华文化课在海南省海口
市的骑楼老街历史文化街区拉开帷幕。
预习学案、查阅资料，课上再通过沉浸
式体验饱览充满中国元素的骑楼，丰富
立体的课程让学生深入地了解了当地的
饮食和建筑文化。“张老师，我们也吃
米粉，在我的家乡巴厘岛也有类似的建
筑……”来自印尼的学生路娜迪兴奋地
说。我们因势利导启发学生思索为何在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乃至东南亚的一
些地区米粉常见、建筑式样相似，经过
几番沉思，大家从地理特征、历史演进
以及心理模式和价值视域等层面揭开谜
题。引导学生解锁以相近的方式认识客
观世界这个“密码”，可以使其更好地
感悟中国，增进互解互鉴。

“ 中 秋 节 时 人 们 常 吃 月 饼 ……”
匈牙利罗兰大学中文系学生异口同声
说。在学习传统节日文化时，“做什
么”备受关注，而“为何做”却常被
忽略。于是，老师们让大家快速头脑
风暴中秋节所有的知识，结合“为何
赏月”“赏月时做什么”“在哪儿/与
谁共同赏月”等问题抽丝剥茧，深度

理解“团圆与和合”价值理念。随着学
习兴趣的高涨我们趁热打铁，又将圣
诞节、在匈牙利举行的赶冬节和中国
的春节作对比，在老师们的引领下，大
家深刻地体会到中匈节日形态固然不
同，却都不乏“同以庆祝祈求吉祥美
好”等避凶趋吉的文化心理。从学习者
熟稔的背景知识出发进行探究和跨文
化比较，解锁“密码”并寻得同质文化
心理，在厘清节日文化深层意蕴的同
时，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认知。

在单辅课上，听说能力出众的本
斯时常感慨“汉字难”。为了帮助其
克服畏难情绪。讲授汉字时，老师们
引导学生借助巧合的形象推开汉字之

门，进而理解汉字的造字法和理据
性，结合汉字拆合游戏及资料介绍，
教学效果事半功倍。课程结束后，本
斯表示非常喜欢这样的中文课。不仅
如此，在汉语零起点课堂，当学到

“猫”“女”等词汇时大家惊奇地发
现，尽管这些中匈词语书写不同，但
语音形式却相近或相同，中匈的姓名
排列顺序也十分相似，以隐藏于语言
文字中的“密钥”破译“文化密码”，
来自不同地域和文化的人们将会愈加
民心相通、相知相亲。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
院专任教师，曾任匈牙利罗兰大学孔
子学院公派中文教师）

解锁“文化密码” 缔结心灵纽带
张 鹏

解锁“文化密码” 缔结心灵纽带
张 鹏

厄瓜多尔中文学校多彩节目展现中国文化
廖思维

节日为桥
增进交流

于 荷

龙年春节期间，身在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师、志
愿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引导中文学习者
体验春节文化，感受节日内涵。

在泰国，普吉中学举办了2024年“逛庙会，闹新春”文化节活动。图为活动现场。

澳 大 利
亚 维 多 利 亚
大 学 举 办 了
别 开 生 面 的
迎新春活动。

匈牙利罗兰
大学久尔教学点
举办了以“春节
习俗”为主题的
文化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