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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文名字是婷婷，来自埃及。
4 年前，我考上了开罗大学文学院中文
系，亲戚朋友问我：“你真的要学习中
文吗？好难呀！你能做到吗？”面对亲
友们的质疑，我说：“中文是一门很有
趣的语言，毕业学成后，我可以凭借这
门语言找到好的工作。为此，我会不懈
努力。”

在求学的第一年，随着中文学习的
不断深入，我萌生了到中国留学的想
法。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努力钻研，
一边上开罗大学中文系的课，一边上开
罗大学孔子学院的课，并在汉语水平考
试 （HSK） 三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
绩，最终获得了孔子学院奖学金。

这个好消息不仅让我感到开心，还
拥有了成就感。在孔子学院奖学金的资
助下，我在首都师范大学留学一年，那
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离开父母独立生活。

在去北京前，我以为我的汉语水平
还不错，但到北京之后，我才发现事实
并不是这样。北京人讲话我完全听不
懂，我的口语发音也不标准，容易让人
误解。不甘认输的我暗下决心，要在新

的天地里好好学习，无论学习汉语有多
难，也一定要迎难而上，挑战自己。

幸运的是，北京人非常热情好客，
他们很喜欢跟外国朋友聊天，他们对我
说汉语的鼓励，让我的心情变得好起
来。有时候碰到当地人问我：“你是哪
国人？”我说我是埃及人，我们会聊起
金字塔，会聊起如今的埃及发展。我讲
得眉飞色舞，他们听得意犹未尽。

那一年，时间过得很快，我的汉语
水平进步了，也对中国的风俗文化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思想和眼界也变得更加
开阔。但同时，我意识到了自己在学习
上还有很多不足，离开北京时，我的心
中满是不舍，还想再来中国，还想再吃
中国美食，还想再了解更多的中国文

化。让我感到幸运的是，之后我成功通
过HSK六级考试，再次获得孔子学院奖
学金，有机会到中国攻读硕士研究生。
我坚信，通过这一次的学习，我将收获
更多。

能够选择并学习汉语是我人生中最
大的幸运，因为学习汉语让我看见了更
好的自己，让我有机会见证中国的快速
发展。让我开心的是，在这里，我结交
了许许多多热情、可爱的中国朋友。

我的梦想很简单，就是要一辈子学
习汉语，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
为传播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贡献自己
的力量。

（作者系大连外国语大学埃及留学
生）

要是有人问我：“在这个世界上你最爱谁？” 我会毫
不犹豫地说：“我最爱的人永远是我的妈妈！”妈妈的爱
是一条长长的路，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陪伴你。那悠悠
的牵挂，那贴心的叮咛，都让我感到幸福。

我的妈妈有一头红棕色的亮丽短发，一双乌亮乌亮
的大眼睛。她是一个“女汉子”，不怕吃苦，什么重活累
活都能干，比如，在我们要搬家时，大部分活都是我的
妈妈在处理，如整理卧室、打包家具等。

其实，妈妈工作非常忙，但是她会抽出时间来陪我
聊天，在我睡觉之前还会和我说说学习方面的事。我的
妈妈对我说过的、让我印象非常深的一句话是：“在这个
世界上，一定要努力，凡事要靠自己。” 这句话一直印
在我的脑海中，我也是按照这个原则努力的。

妈妈的爱好是画画和看小说。妈妈从小就很喜欢画
画，我也看到过她画画的场景，只记得画得很逼真。

在生活中，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到影响我将来发展的
大事，都流露出妈妈对我的关爱，让我懂得了母爱是伟
大的。

妈妈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她
既是我的人生导师，也是我的朋友。我要努力变得优
秀，不辜负妈妈对我的爱，更希望她想到我时，嘴角
是上扬的。

母 亲 是 一 棵 大
树，为我遮风挡雨；
母亲是一支笔，伴随
我日日学习。

爱，是人类最美
好的情感，也使人间
充满温暖。母亲的爱
是温暖的，在这温暖
的爱里我渐渐长大；
母亲的爱是无私的，
在这无私的爱中我收
获了很多。

（寄自西班牙）

经过漫长的等待，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终于
迎来了新生命的诞生。但是这个新生命诞生的过程，
仍然是一个难关。中国人说，“孩儿的生日，娘的难
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说新生命诞生也是一
个难关呢？汉字“冥”与“毓”就清晰地记录下了个
中缘由。

“冥”，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解释是“幽也”。“幽”
的甲骨文字形从“火”从二“幺”会意。“幺”有细小之
义。细小之物往往不易被察觉到，所以，“幽”义为“细
小难寻冥暗难见”，故许慎训“幽”为“隐”。“隐”就是
存于暗处不易察觉。

“冥”字的甲骨文字形，上部像是母亲产道，中间有
一“口”形，意为“小儿头部”，下部为双手之形，整体
构意非常明显：双手用力将新生儿从母体之中拉出，实
为“助产”之意。这是新生命与母体相离的生动写照，
所以，“冥”字的字本义乃是“分娩”“生产”。“冥”记
录的是，新生命开始脱离母体，刚刚从母体中“冒头”
而被接生者助产的情形。

由甲骨文字形可知，“冥”字上部的“冖”其实是
“女阴”的变体，所以，该字的原初意象含有“昏暗”
“深奥”等意思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些义项，都是与
“阳”相对的“阴”所蕴含着的隐性语义特征。“女阴”
是人来到这个世界所经由的生命之门，它连接着“此岸
世界”与“彼岸世界”。传统的中国人认为“那个世界”
和“这个世界”之间，隔着“冥”这道门。所以，“冥”
也用以表示“那个世界”“彼岸世界”，也就是生命所来
由的世界。该世界也是生命终结之后会返回的世界，被
称之为“冥界”。

如果接生婆用双手把持着新生儿的头部，配合母体
一起用力，最终新生儿就会顺利从母体内产出。这个新
生儿从母体内产出来以后的情形，就是汉字“毓”。

“毓”从每从屰从川会意。“每”意为成年的哺乳期的女
性形象；“屰”就是头部朝下的倒立着的“子”，这是刚
刚从母体内脱离出来的婴孩的形象；“川”就是伴随着新
生儿出生，从母体内流淌出来的各种体液。值得一提的
是，“毓”是“育”的本字。

从上述两个字我们可以看到，新生命能够顺利来
到这个世界非常不易。从这一点上来说，每一个生命
的意义、价值和尊严，都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值得珍
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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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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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23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

周拉开帷幕。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也是

汉语非母语学习者的愿望。

“对华裔学生来说，说普通话非常非

常重要。因为从初学中文起，如果发音

不标准，会出现洋腔洋调，甚至会出现

怪腔怪调，有时候就会造成理解上的误

差。” 谈到说普通话的重要性，德国汉

园杜塞尔多夫中文学校校董王杰连用两

个“非常”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正是基

于这种认识，该校选聘的教师都曾在国

内有从教经验，其中多数为小学语文老

师，也有曾在大学中文系任教的老师。

“师资非常重要，我们招聘老师有一个硬

性要求——国内普通话水平测试达到二

级甲等，这不仅是学校的要求，更是家

长的要求。”王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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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杯子”还是“被子”

“因为分不清数字的发音，弄错跟学生约好的
英语家教时间；因为发音不准，找错楼层……”
在北京读书的美国小伙杰克说起自己因为汉语发
音不准而导致的交流误会，表示“真的太多了”。

杰克的遭遇从侧面印证了汉语非母语学习者
说标准普通话的重要性，而该重要性更是从事国
际中文教学从业者的共识。

喀麦隆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吴
强认为，从语音方面来说，如果一个学生说汉语
字正腔圆，会给人留下非常好的第一印象，也会
让听者有一个比较放松的环境。“比如，和一个完
全没有口音的学生交流，不必担心会有因语音问
题而产生的误解和交流障碍。”他同时强调，教学
者的汉语要说得标准，这样才能保证教学效果。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汉语教师
彭莺表示，说标准普通话既能增强说话人表达意
义的准确性，也能使听者理解无误，同时可避免
交际过程中的误会。

在现实中，因为汉语发音不标准导致的交流

误会很是常见。“比如，数字四、十、十四、四十
的使用就很容易混淆。学生在购买火车票时，要
用到这几个数字，就需准确说出需购火车票的车
次或时刻表，汉语发音不对，票就不容易买对；
又如，在商店购物时，就真有学生因为发不准

‘杯子’和‘被子’两词的不同音调而没能顺利买
到商品；再如，分不清‘睡觉’和‘水饺’的发
音也可能闹出大笑话……这样的例子很多。”彭莺
说，“还有很多生活和教学中的实例，反映了因学
生语流中的停顿、句调和口气方面的偏误影响了
顺利交流。”

值得关注的是，在一些特殊的情景下，当很
难借助语境和肢体语言表达时，发音标准就显得
尤为重要。

怎么变成 “洋腔洋调”了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对外汉语
系主任孟德宏表示，非母语的汉语学习者说普通
话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对教师来说，教学生说标
准的普通话是目标”。但他同时指出，因为主客观
原因，学生的普通话可能会说得没那么标准。

从客观方面来讲，汉语是声调语言，因此对
于母语为非声调语言的学生来说，学习汉语声调
确实有困难。同时，一些学生在从开始学中文
起，就受到当地方言的影响，后期发音就会带有
该方言的痕迹。“比如，在东北学习的来华留学生
说话时会带一些东北口音。”孟德宏说。

从主观方面而言，国际中文教育学界有一种
声音，认为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只要能够完成交
流的目标，不一定要说得那么标准，有些汉语非
母语学习者也是该观点的支持者，这样会让学习
者放松说标准普通话的要求。

说到汉语非母语学习者普通话说得不那么标
准，常会用“洋腔洋调”来描述。吴强认为，学
习者母语语音系统的干扰和影响是产生“洋腔洋
调”的最主要原因。

彭莺表示，“洋腔洋调”多指汉语非母语学习
者在口语表达过程中出现的语言语音错误。除了
语音错误，还涉及在对该语言错误理解的基础上
产生的用词、语法结构、表达习惯、文化含义等

诸多方面的错误。“学习者受母语负迁移以及说话
人的说话习惯、思维模式、文化心理等影响，都
会导致一些语言问题。在我看来，‘洋腔洋调’的
范围比语音偏误更广泛。”

纠正发音有高招

为了纠正学生的“洋腔洋调”，老师们可谓各
显神通。正如孟德宏所言，每一所学校、每一个
老师，在这方面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

曾在斯里兰卡担任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的许
安认为，针对年龄阶段不同、汉语水平不同的学
生，教师所用的纠正方法应该不同。

他自己的经验是，当发现低年级的学生有语
音偏误时，会利用他们活泼好动以及爱玩儿的特
点，设计一些动作和小游戏。“首先，我会对班上
学生出现的普遍性错误进行集中纠错，具体可以
通过音视频播放、老师带读、学生跟读等方式进
行纠错。其次，采用小组竞赛、“开火车”游戏等
方式对学生进行逐个检验；第三，对于非常易错
的汉语发音，会为其设计一些动作，例如发“s”
这个音的时候让学生模仿小蛇吐信子的动作。”许
安在纠正语音偏误过程中，多以鼓励学生为主，
不让学生觉得枯燥。

彭莺有着多年的对外汉语教学经验，她认为从
第一节课起，老师就要正确地示范标准的发音。如
果遇到学生发错音的情况，要及时纠正，避免出现
语言学上的石化现象，但要用适当的方式。

在彭莺看来，找到学生出现汉语发音偏误的
原因会大大提高纠音成效。“听、说、模仿、记
忆、缺乏练习……都可能导致发音偏误。根源不
同，对策各异。值得注意的是，多练习发音是必
备的，但老师可以适当地为学生提供一些幽默、
有趣、令学生难忘的典型练习例子。比如绕口
令、笑话等都很受学生欢迎。除了老师为学生纠
正发音之外，也可以引导同学之间互相纠错。”

吴强认为，纠正语音偏误，最重要的是要由
内而外进行教学，即要让学生明白发音的过程，
明确每一个声母、韵母的发音方法，再开始进行
模仿练习就会变得简单。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