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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真是名不虚传。杭州
西湖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同时，“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入
选世界遗产名录。

三潭印月岛是西湖三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又称为小瀛
洲。从空中俯瞰，恰似一个“田”字，呈现湖中有岛，岛
中有湖的景色。岛南湖中有 3 座瓶形石塔，灯光从塔中透
出，宛如一轮轮明月，倒影在湖中。由于三潭印月的美丽
景色，它的形象出现在了钱币上。

苏堤是西湖十景之一，是一条贯穿西湖南北风景区的
林荫大堤。它是北宋著名诗人苏轼任杭州知州时，疏浚西
湖，利用浚挖的淤泥构筑并历经后世演变而形成的。

西湖的断桥名气也很大，和中国民间爱情传说 《白蛇
传》 紧密相关，传说白娘子与许仙断桥相会。冬天，在一
片白皑皑的面纱覆盖着西湖的时候，断桥的景色更加美了。

当你走在西湖的小桥上，会看见湖面上的荷叶密密麻
麻挤在一起，个个充满活力，真是“接天莲叶无穷碧”！荷
叶中间冒出一朵朵多姿多彩的荷花，看来它们也想让游人
看看其婀娜的身姿。看着看着，仿佛我自己也是一朵荷
花，鸟儿飞来告诉我清晨飞行的快乐，蜻蜓飞来告诉我昨夜
的梦，蜜蜂飞来告诉我采蜜的乐趣，鱼儿要我与它玩捉迷藏
…… 猛 然 间 ，我 才 回 过 神
来，自己是在看荷花，美景
真是让人陶醉。

西湖是一幅富有生命
力的画卷，清澈的湖水里
有许多鱼儿在游，湛蓝的
天空有鸟儿在飞，弯曲的
小路上有游人在走……正
是这些让西湖变得更加美
丽而有生机。

（寄自西班牙）

因歌曲和中文结缘

天水从小就喜欢音乐，读高中时，每当学
习很累时，就用音乐缓解压力。有一次正值放
假休息，她在网络上随意地翻着音乐歌单，偶
然间听到中文歌曲《同桌的你》。“当时我并不
知道这是哪种语言，但是歌的旋律很打动我，
便把这首歌单曲循环听了好久，也在猜测浪漫
旋律背后的歌词是什么意思，这是我和中文的
第一次接触。”

对当时的天水来说，想了解中文歌词的意
义并不容易。她告诉笔者，虽然在网上找到了
这首歌的视频，但视频里的歌词有的是汉语拼
音，有的是英语。她只能先看英语，再翻译成
土耳其语才能磕磕绊绊地理解其大意。这对于
从来没有接触过中文的天水来说难度很大。但
这并不妨碍她对中文歌曲的热爱，在课余时
间，她总是不停地听并学唱中文歌。

那时，与天水同龄的同学、朋友多以追韩
国流行音乐为主流，而她则沉浸在中文歌曲的
世界里。

跟着“表情包”学中文

高中毕业填报大学志愿，天水下定决心要
往中文方向发展。当她了解到土耳其奥坎大学
有“中文翻译”专业时，没有犹豫便申请了，
并很幸运地被录取。

天水所学专业的老师大部分是奥坎大学孔
子学院的老师，那段时间的学习过程为她之后
更深入地学习中文打下了基础。“我就像中国
的小学生一样，不停地练习写汉字、练中文
发音、学习中文语法。老师还给学生介绍中
国文化相关知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我
的眼界，也让我更加憧憬，未来有一天能去
中国看看。”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刚上大学不久，正当
天水为自己终于能开始系统地跟着老师学中文
而满怀信心时，她的身体开始频繁出现状况，
最终迫不得已选择休学回家。“当时心情是有
点沮丧的，好不容易开始的中文之路就此中
断，但我从没想过放弃。我已经打开中文世界
的一角，就想要坚持学下去。”天水说。

待在家中，天水开始在网上寻找一切和中
国、中文有关的内容，电影、纪录片、电视剧
等各种学习途径她都尝试过，也将相关资料下
载下来反复学习。除此之外，天水为了让自己

学到的中文“学以致用”，便为自己申请了微
信，这样既能和几个之前在孔子学院交到的中
国朋友联系，也能交流学习经验。

在微信上交流，天水第一次接触到了朋友
们给她发来的各种搞笑的表情包，这些表情包
大部分标有中文，她觉得这是学习中文的好机
会，于是每天都要通过表情包积累很多中文表
达方式。“通过表情包学中文”也被她看做学
习中文的“秘密武器”。“表情包上的中文表达
方式很接地气，我的中文表达也越来越地
道。”天水说。

在天水看来，要想学好中文，专注力和兴
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就很享受从歌词、字
幕、表情包里‘发掘’中文的过程，学习中文
流行词也能激发我的学习兴趣。那时，我每天
的中文学习时间约8小时，和在学校跟着老师
学也没什么区别，更不会觉得辛苦。”天水说。

想了解语言所承载的文化

2016年8月，天水开始为汉语水平考试做
准备，3个月后，她通过了中国汉语水平五级
考试。让她感到幸运的是，顺利地申请到了中
国政府奖学金，可以到北京师范大学读本科。

当得知自己能到中国留学时，天水很是激
动：“我很庆幸自己能遇到中文，更庆幸能申
请到奖学金，让我有机会获得宝贵的学习机
会。”

2017年，天水入读北京师范大学。“虽然
之前我在文字描述和图片中想象过北京的样
子，但当双脚踏上北京的土地时，才发现这座
城市跟自己想象中的样子有不同。林立的高
楼、四通八达高速行进的高铁、便捷的网络
等，都远超我的预想。”天水说。

今年是天水学习中文的第四个年头，如果
说刚开始是因为音乐让她对中文萌生了兴趣，
随着中文学习的深入，吸引她的是中文所承载
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天水对成语故事格外感兴趣，常在手边放
几本成语故事书，“成语虽短，但意味深长”。
这个学期，天水还选修了古代汉语课。“我现
在每天被文言虚词等搞得晕头转向，但还是要
坚持学。”天水相信，只要有学习兴趣，就不
会畏难。

“中文学习给我一种‘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感觉，我一直在前进的路
上。”未来，天水计划留在中国读研究生，还
想到中国更多的城市走走看看，“中国很大，
我想去看看。”

最近有幸听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孟德宏老师关于汉
字教学的讲座，受益匪浅。我特别认同孟老师提到的

“应从汉字构成的角度进行汉字教学”的观点。简单
来说，就是通过分析汉字的来源、结构、意思等，来
理解和记忆汉字。比如，“山”是象形字，很像山的
形状，而以“山”为部首的字，大多也与山有关。

我想到这两年与儿子在国外共同学习汉字的经
历，也真切体会到一个学龄前的孩子在几乎脱离中文
语境的环境下学汉字有多难。学校没有中文课，街头商
店里没有汉字，家里的中文童书没几天就读完了，除了
父母之外，很少与中国人交流，家庭学习难以坚持……

对学龄前儿童来书，学写汉字更是一大挑战。有
些从小在国外长大的华裔青少年不会写汉字，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是用得少。所以我决定，在儿子小团上小
学之前担任他的汉字老师。

认识汉字结构

来奥地利时，我从国内带了两盒识字卡片，里面
包含三四百个常用汉字。卡片正面是汉字，背面是拼
音、组词和图形。这套教具的设计理念是，通过建立汉
字和图像关系，让汉字更形象和直观，方便孩子记忆。

这在孩子初认汉字时没有任何问题，但随着孩子
识字量的增加，它的弊端也就出现了。因为汉字不都
是象形字，多数汉字是形声字——一部分表字意，一
部分表读音。如果孩子总是看着汉字的样子猜它像什
么东西，那就会出现分不清“我”和“找”的情况，
因为它们看起来实在太像了。

我教小团认识汉字结构，让他观察汉字由几部分
组成，哪部分是已经认识的，不同的部首代表什么意
思，试着根据部首猜猜字的意思。小团也学会了思考
——“如”的部首是“女”还是“口”？“输”为什么
是车字旁？为什么月字旁能表示“身体部位”和“月
亮”两个意思？四点底代表“火”，为什么“燕”和

“熊”也有四点底？

有一次，小团学到“牙”字。我说“‘牙’字加
上部首可以变成好多字”，他有了兴趣。我先写了

“芽”，他根据部首猜到是“发芽”的“芽”。他写了
“蚜”，我故作思索，说“一定是个虫子吧”，他笑着
说“对呀，蚜虫嘛”，他又写了“岈”，我说“不认
识，一起查查字典吧”。一查字典，我们才发现，还
有“呀”“伢”“枒”等。这种“学一知三”的办法真
是既高效又有意思。

由“会写”到“会用”

去年，小团有了专业的语文老师。在老师的辅导
下，他认识了更多的汉字，学会了正确的写字姿势，
还学会了写句子和日记。这时，我的作用就是帮他检
查和复习。

最常见的复习方式就是听写。但是听写只能达成
“会写”，不能实现“会用”。小团写句子时，经常混
淆同音字。比如，会写“泼水节”，但不会写“活
泼”的“泼”；会写“经常”，但不会写“经过”的

“经”。如果这时还让孩子分析字源，就不现实了。
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孩子写日

记。使用语言是学习语言的“捷径”，而汉字正是语
言的载体。当孩子主动把汉字放在熟悉的情景中时，
会加深对汉字的印象。

巧设游戏寓教于乐

现在的教育理念都强调“寓教于乐”，就连对外
汉语的成人课课堂上也会安排游戏时间。

我和小团也不例外，有时候会玩儿“一个比划一
个猜”的游戏 （一个人表演卡片上的字，其他人猜是
什么字）、词语接龙 （练习组词） 游戏以及根据纸条
线索找宝藏 （室内游戏，练习写纸条和合理安排线
索） 等。

出字谜也不错。小团把“金”写成了“全”，我

便给他出了个字谜——“全差这两点”；“相”呢，就
是“二木 （目） 不成林”。他也出了字谜——两口不
分开，我猜到是“日”。我接着问他：“‘日’字加一
笔，能变成9个不同的字，你能写出几个？”

有一次，小团写“爬”字时，把左边写成了
“瓜”，我就跟他开玩笑说：“别人爬都是用爪子，你
爬的时候要抱着西瓜”，他就记住了。他总是把

“鸟”的第一笔写成向右的“小捺”，我就找了鸟的图
片，还带他去看真正的鸟，让他观察鸟头上的羽毛到
底朝哪个方向，从此以后，“鸟”字也再没写错过。

每次做游戏时，小团都不觉得是在学习，这样的
反馈效果我很高兴，但同时又想到，游戏要有度，随
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任务增加，“寓教于乐”应
该调整常规练习与游戏的时间比。

所以，我也会严格要求他坚持练字、写日记。在
磨合和矛盾中，小团渐渐长大。前几天偶然翻到他1
年前写的歪歪扭扭的汉字，才恍然发现，不知不觉
中，孩子已经成长了许多。

（寄自奥地利）

“正月十五猜灯谜、做花灯、吃汤圆、看皮影”“二月初
一街上扎花门，张布幔，悬灯结彩”……日前在浙江温州五
马历史文化街区的“遇见·五马”直播间，来自南非的海外传
播官阿乐和来自美国的凯文与温州民俗专家通过直播方式用
中英双语向海内外网友乐说温州文化，直播间外也吸引了一
大批前来观看的市民，现场热闹非凡。

“在中国学习的时间越长，我越能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
深。这里有太多美食、民俗吸引着我”，阿乐在直播间表示，
这里虽然不是他的出生地，但培养了他，承载了太多美好温
馨的记忆。他非常愿意当主播，将中国文化带回家乡，让中
国文化“走出去”，向世界展示独特魅力。全球各地近20万网
友观看了直播，并纷纷用各国语言点赞温州。

在这场直播活动之余，10国外籍主播近日还穿梭于各个
温州的历史人文古迹，边体验最富特色的温州元素，边用镜
头记录温州发展的城市脉动。“借助当下多样化的微博、抖
音、短视频等新媒体社交工具，让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
们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生动活泼的城市文化传
播，助推温州在世界舞台上讲好‘温州故事’。”温州市鹿城
区海外传播集约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温州市逐步建立300余人的海外传播官队伍、20
多人的国际拍客团、500 余人的国际志愿者服务团队，深化

“国际传播网红”孵化项目，形成跨国人际传播网络。并将借
助温州本地特色网红IP及中国传统文化节庆活动，组织开展

“国际传播网红”打卡温州景点美食、直播助农带货等形式多
样的国际网络文化传播活动，擦亮“国际网红城市”新名片。

本报电（记者赵晓霞） 日前，北京语言大学国家语言资
源监测与研究平面媒体中心发布“2020年春夏季中国主流报
纸流行语”。本次发布的流行语包括9个类目，分别为：综合
类、国内时政类、国际时政类、经济类、科技类、文化教育
体育类、社会生活类、民生专题和抗疫专题。其中，综合类
十大流行语分别是新冠肺炎、民法典、复工复产、天问、停
课不停学、六稳六保、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脱欧、健康
码、云生活；国内时政类流行语为新基建、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疫情防控阻击战等；国际时政类流行语为守望相助、中
国经验、G20 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等；社会生活类流行语
为口罩、居家隔离、社交距离、公筷公勺、最美逆行者、无
接触配送等。

相关专家表示，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凝聚了时代的缩
影。而流行语更是语言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勾勒出人
们身边发生的大事小情，也传达着人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据悉，“2020年春夏季中国主流报纸十大流行语”是基于
北京语言大学动态流通语料库 （DCC），通过计算机提取及人
机交互处理获得。流行语的语料来源包括人民日报、北京日
报等国内15家报纸2020年1月1日至7月20日的全部文本。

2020春夏季
中国报纸流行语发布

2020春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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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主播乐讲

“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我眼中的西湖
戴婷婷 （12岁）

作文角

海外传播官与温州当地专家 （中） 通过直播方式用中英
双语向海内外乐说温州文化。

我给儿子当汉字老师
高媛媛

作者给儿子准备的汉字教学图。

土耳其女孩天水：

音乐带我走近中文
李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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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北京师范

大学的土耳其留学生天水一直在家上

网课。虽然人不在中国，但她一直心

系中国。假期期间，天水和弟弟为中

国奋斗在一线的抗疫工作者写了一首

中文歌《白色的面纱》，传至社交媒

体平台后，获众多网友点赞。最近，

她和弟弟还一起参加了中国驻伊斯坦

布尔总领事馆举办的歌唱比赛，取得

了第一名的成绩。而天水学中文的故

事，也是从音乐开始的……

天水的学习文言文笔记。

天水在北京玉渊潭公园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