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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游与文化解析、语言学习融为一体”

参观故宫、长城、颐和园是夏令营的必设项目。但在
云端如何实现，是承办方面临的一大挑战。

“对此我们进行了大胆尝试，开设了‘云游’课程。”
据迟兰英介绍，在课程的设计上，按照全景展示、文化点
切入、问题导向、引导解读、探究发现的原则，对故宫、
长城和颐和园的历史文化进行挖掘整理，把具有特定价值
的文化标识与知识点、文化点、语言点有机结合，编制成
脚本，分别进行拍摄。在夏令营直播课上，随着云游视频
的呈现，屏幕另一端的营员有身临其境之感。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可以看到正关台的全貌……”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纵璨老师带小营员们“云游”
雄伟壮丽的慕田峪长城，她采用实地游览与知识讲解、互
动讨论相结合的方法，以任务串联起慕田峪长城著名景观
的介绍，并辅之以相关的时代背景、历史故事、文化知
识、民间传说和影视作品，激发营员们自主探寻慕田峪长
城的特点，在游览与讨论交流中深化营员们对长城功能以
及长城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认识。

“参加此次夏令营让我们仿佛回到了中国一样，走进了

故宫，登上了长城，游览了颐和园。”营员们如是说。
在迟兰英看来，“云游”课程为没有条件到中国的海外

学生打开了一扇游览中国历史文化古迹、了解当代中国发
展的窗。“把云游与文化解析、语言学习融为一体的教学模
式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海外学习者的
欢迎。”

“线上夏令营会有意思吗？”

“原本我有些担心线上夏令营会有意思吗？”来自罗马
尼亚布加勒斯特国际学校的营员曾怡嘉的担忧，不少营员
也曾经有过。

正如相关专家所言，夏令营在云端进行，师生隔屏相
望。这就导致以往线下夏令营中，学生的参观访问、老师
的指导帮助以及师生间情感的交流都受到了限制。

但10天的课程下来，营员们感觉“意犹未尽”。“夏令
营的课程很丰富，我很喜欢插花课、美食体验课，还学做
了好几种饺子。汉字智慧、科技点亮生活这样的课程，老
师讲得特别有意思，我也听得津津有味。” 曾怡嘉说。

受到营员们肯定的背后，是全新的课程教学范式。
8 月 20 日，小营员们迎来了两门以美食为主题的课程

——《舌尖上的中国节日》以及《中国美食制作》，前者侧重介
绍传统节日文化，后者则侧重制作中华美食的实际操作。

《舌尖上的中国节日》课上，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
院的朱文文老师结合视频和图片，依次为营员们讲解了春
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的
由来和习俗。《中国美食制作》课则充分调动起了学生的积
极性，他们从将面团搓成长条、揪剂子，再到擀皮、放馅
儿、包制，跟着视频中老师的示范，认真完成每一个步骤。

在老师们看来，用心制作的中华传统美食牵动着每一
名海外华人的心。无论他们走到哪儿，也许都会想起故乡
那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

“将中国精神与智慧传递给世界”

本次夏令营旨在让华裔学生了解北京和祖 （籍） 国的
历史文化和发展风貌，文化教学是主线和核心，具体包括
中国文化体验、文化赏析、中华故事荟、云游北京四大版
块，由18门组合式课程构成。

汉字一直是海外华裔青少年学习中文的难点，在 《汉
字的智慧》 课上，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的蔡楠老师
通过一个个有趣的例字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汉字的造字理
据，从图画象形的“日月水火”到形声相伴的“妈吗蚂
骂”，每个汉字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对“字里乾坤”的
探究更是让营员们对汉字中包含的天人合一思想、家庭观
等有了了解，从而激发了他们学习汉字的热情。

《中国书法艺术体验》课上，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
院的丛琳老师从握笔、蘸墨、运笔到书写，对营员进行指
导并示范，隔着屏幕，营员们握着毛笔在白色宣纸上书写
开来，可谓有模有样。营员们认为，与书法的亲密接触让
他们感受到了中华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体会到了中国文
化的源远流长，同时也更加明白了自己要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的责任和担当。

“希望以后继续深入学习汉字知识和书法艺术，将其中
蕴含的中国精神与智慧传递给世界，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
化传承下去、发扬开来。”营员们如是说。

在父亲影响下接触中国文化

安娜斯塔西亚·巴达列娃是“95 后”，
有个诗意的中文名——唐曦兰。她生活成
长的故乡梁赞，在俄罗斯是个有着鲜明人
文特色的城市，父亲对外国文化很感兴
趣，不仅在平时喜欢购买具有各国文化特
色的电影碟片，还在家收藏了不少各国经
典著作。在潜移默化下，唐曦兰对中华文
化有了最初的印象。她不仅喜爱李小龙与
成龙的电影，还初步了解了老子、孟子与
庄子等的哲学思想。

尽管唐曦兰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从小将
英语作为第一外语学习，但是在入读高中
后，她和父母都认为“若有机会，最好再
学一门外语”。高中毕业之际，唐曦兰对学

习中文产生了兴趣。父亲也很支持她的决
定，“中国历史悠久，中国发展迅速，学习
中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仔细考虑后，
唐曦兰决定到中国学中文。

从东北到江南的求学之路

2013 年，18 岁的唐曦兰在长春大学读
了1年预科，中文水平提升很快。有了这样
的语言基础，她被浙江理工大学中文系录
取，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

因为只系统地学习过1年中文，唐曦兰
在读本科第一年时面临的学习压力不小。
还没来得及起中文名字的她在第一次上古
代文学课时，因为名字“太过显眼”而被
老师点名回答问题，对课堂内容一知半解
的唐曦兰只好回答说：“老师，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唐曦兰深知自己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

才能跟上教学进度，因此她除了尽量利用
课余时间向老师请教外，也经常向班上的
同学寻求帮助。经过不懈努力，唐曦兰逐
渐跟上了教学节奏。让她感到更开心的
是，在古代文学老师的建议下，她从 《诗
经》 中选了“曦”“兰”两个字作为自己的
中文名，并以最感兴趣的朝代“唐”冠以
姓氏。从此，她有了自己的中文名——唐
曦兰。

走进中文文学世界

在大二开始接触中国现当代文学后，
从小就对诗歌很感兴趣的唐曦兰认为，通
过学习中国诗词可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中
文水平。相较于古诗，她更喜欢现代诗，
学习起来也更得心应手。从大二至今，她
喜欢上了中文诗歌创作，还多次和其他有
共同爱好的来华留学生一起参加中文诗歌
朗诵比赛。

唐曦兰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是“果戈
理 《狂人日记》 与鲁迅 《狂人日记》 比较
研究”。她解释说：“中国人很熟悉鲁迅的

《狂人日记》，但对果戈理的同名作品了解
相对较少，虽然两部作品的时代背景不
同，但后者的创作形式和思想核心曾给了
鲁迅启发。”

本着借助理论深入理解文学作品的想
法，唐曦兰攻读研究生选择的是艺术学理
论专业，仍在浙江理工大学就读。目前她
正致力于完成自己的研究生论文 《楚瓦什
民族服饰的审美思想研究》，她说：“我希

望可以为楚瓦什文化做一点记录。”

希望未来可以留在中国

和很多来华留学生一样，唐曦兰在初
到中国时也感受到了“文化冲击”。在刚到
中国的两年中，她比较抵触和人交流。在
另一名留学生朋友的不断鼓励下，唐曦兰
才逐渐走出来，“因为觉得自己中文不好就
不敢说，但是越不说就越没机会提升，因
此必须要勇于开口”。

唐曦兰不仅要面对来自文化差异的挑
战，同时也要面对来自生活上的挑战，后
者的挑战主要来自于对气候的不适应。在
长春读书时，她并未感受到太大的不适
应。但当她到杭州读书后，气候差异让她
很是不适。“这里的夏天实在是太热了，
白天我都尽量少出门。虽然已经在这边待
了 6 年，还是偶尔会在三伏天有想回家乡
的冲动。”

在饮食方面，唐曦兰适应得很快。她
偏爱中国的面食，“不仅口味多样，而且原
料丰富，我有时间也会自己学着做一点”。
她也尝试过江浙的很多菜肴，但“感觉有
些清淡，不太喜欢”。尽管如此，她依然深
深着迷于浙江的风土人情，在浦江县开展
社会实践的3个月里，尤其爱当地充满古朴
风格的传统木制建筑。

展望未来，唐曦兰希望毕业后可以继
续留在中国，从事国际文化与教育交流方
面的工作。“希望能从事中俄文化交流方面
的工作。如果有机会，我也愿意在中国的
乡村创业，因为那里有着中国文化的根，
值得我进一步探索和发现。”唐曦兰说。

当生命的种子被植入母体，成
为一颗受精卵，一个新的生命历程
就开始了。这就是我们上期说到的

“始”。当这个受精卵经历了3个月
的考验，成功发育成为“胎”，生
命就顺利进入了另一个重要的阶段
——“巳”。

“巳”这个字的甲骨文字形很
像是一个在胎胞中生长的小儿。毫
无疑问，“巳”是一个象形字。而
这个字所记录的词语，其实也就是

“似”。“台”“以”这两个字形，都
与受精卵有关。所以，作为“巳”
的异体字，“似”是一个会意字。

“似”也有一个异体字写作“姒”。
受 精 卵 发 育 顺 利 成 为 了

“巳”，对于母体来讲就会有所显
示，这就是“包”。所以清代文字
学家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
说：“巳，似也。象子在包中形，
包字从之。”“包”字的字形就是

“巳”在“人”中，从结构上来
说，该字形表示“子未成形”之
状；从字理上来说，该字形暗示母
体受孕成功并开始“显怀”。

母 亲 开 始 “ 显 怀 ” 也 就 是
“妊”。“妊”字从“壬”得声。清
代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在《说文解
字注》 中说，“壬”就是“阴阳
交，物怀妊，至子而萌也”，也就
是受精卵已经发育到一定阶段开始
具备基本人形。

再继续向前发展，受孕母体的
肚子越来越明显，这就是“身”。

“显怀”越来越明显，也就是
小宝宝在母体中一天天长大，这就
是 “ 孕 ”。 特 别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

“孕”这个字从“子”从“乃”会
意，这与“包”从“人”从“巳”
完全不同。从二者的对比中可以发
现，小宝宝已经从“巳”变成了

“子”，怀孕的妈妈则从“人”变为
了“乃”。所以，“孕”这个字形表
明，新生命的孕育发展，已经进入
到了更为崭新的历史阶段。在甲骨
文字形中，“孕”的外部像母亲大
腹之形，内部像腹中怀子之形，所
以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 《说文解
字》中对该字直接解释为“孕，里
子也”。“孕”是生命成长中的阶段
性成功。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
语言文学学院对外汉语系主任）

“木甬读桶不读涌，月农读脓不读胧。
米更读粳不读梗，日青读晴不读睛……”
很多中国人都未必读得顺的绕口令，却被
外国人字正腔圆地念完整了。这样有趣的
画面出现在了“汉语桥”比赛启动仪式上。

日前，第十九届“汉语桥”世界大学
生中文比赛暨第十三届“汉语桥”世界中
学生中文比赛在北京举办启动仪式。

受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教育部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联手央视频，采用
5G“云录制”创新节目制作模式，打造更
具新媒体互动性的“汉语桥”活动。中外
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副主任赵国成说：“近 20
年来‘汉语桥’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秉承初
心，系列比赛受众达到了 150 多个国家 140
多万人次，被誉为汉语的‘奥林匹克’，是沟
通世界的语言之桥、文化之桥、友谊之桥、心
灵之桥。‘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学生中文
比赛设立的初衷是希望为世界各国青少年
搭建一座相互沟通、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的
语言交流平台。”

针对今年的特殊情况，“汉语桥”组委
会从节目赛制设计到技术支持等方面实现
了诸多升级。从题目设置上，除了文学常
识、成语比拼、真人情景对话、辩论等模
式之外，选手还将围绕“我与汉语的故
事”进行Vlog创作。

据悉，第十九届“汉语桥”世界大学
生中文比赛暨第十三届“汉语桥”世界中
学生中文比赛将于今年 9 月至 12 月开展。

（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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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比赛启动

学中文的俄罗斯姑娘唐曦兰
孙嘉熙

对于俄罗斯姑娘安

娜斯塔西亚·巴达列娃

（Podareva Anastasia）

来说，尽管已经在中国

生活了将近7年，但深

深热爱着中国文化的她

依然热衷于不断拓宽自

己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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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夏令营 网课识华夏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的纵璨老师 （右） 带着小营员们“云游”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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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均由北京语言大学提供）

日前，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办、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心和汉
语速成学院承办的2020海外华裔青少年“魅力北京·多彩华夏”中华文化体验线上夏令营
闭营。

据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心主任迟兰英介绍，此次线上夏令营采取了全新
的办营理念和课程设计，文化教学体系融文化知识、文化理解、文化参观与文化体验等于
一体，同时借助新技术和多种网络媒体搭建线上文化教学模式，让营员们足不出户，在线
领略中华文化之美，感受北京古老灿烂的历史文化以及当代的精神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