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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古书都是靠抄写传播的。人工抄
写，再仔细的人也会出错。因此，对于古书中的一些说
法，不能轻信。

孔子的徒弟子夏，有一次旅行路过卫国，看到该国的
史书中说：“晋师三豕涉河。”翻译过来就是说晋国军队的
三头猪渡过黄河。子夏说这肯定不对，应该是晋国军队在
己亥年 （我国传统纪年方式） 过河，“己”与“三”相近，

“亥”与“豕”相似，抄写时写错了。后来，子夏到了晋
国，问起当地人这件事，回应确实是“晋师己亥涉河”。

“己”与“三”、“亥”与“豕”的字形相差挺大，怎么会抄错
呢？我们今天写字机会少，难以体会。写得多了，确实容易出
错，哪怕字形相差较远。古谚语说：“书三写，‘鱼’成‘鲁’，

‘虚’成‘虎’。”因此，“鲁鱼亥豕”后来成为专门指错别字的
成语。

古书在传抄过程中出错，在所难免。晋国军队三头猪
这样的错误，凭常识就能判断出有问题，但是很多时候，
抄错了，要是不仔细辨析，是看不出来的。

《战国策》 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触龙说 （音同睡，
说服的意思） 赵太后”，讲述战国时期，秦国趁赵国政权交
替之机，大举攻赵。

赵国形势危急，向齐国求援。齐国想，帮你行，但你得有
抵押，不然这忙不就白帮了吗？于是一定要赵威后的小儿子
长安君作为人质，才肯出兵。赵威后呢，溺爱长安君，舍不得，
执意不肯，并一意孤行，表示决不听劝。

后来，赵国大臣触龙用“爱孩子就要为他做长远考虑”的
道理说服了赵太后，让她的爱子当了人质，换取了救兵。

这个故事曾经很流行的说法是“触詟（音同哲）说赵太
后”。对此，清代学者王念孙说了，《史记》里写的是“左师触龙
言愿见太后”，触龙说愿意见太后。写成“触詟”的原因是把

“龙言”二字误合为一个字。因为古人写字是从上往下，所以
出了这样的错误。1973年，马王堆出土了帛书，上面正是写的

“触龙”。一桩公案才得了结。
触詟愿意去见太后，从语义上讲也没错，不容易看出

问题。这也就是懂校勘的学者，才能用啄木鸟一般的眼
光，挑出这样的错误。

因此，校勘的作用，主要就是把古书在流传过程中出现
的错误找出来更正，恢复原貌。古籍校勘之所以成为一种学
术，就是因为古籍构成复杂，存在不同的写法和解释，必须
在各种相异写法中，参合比较，判断正误，以存真复原。

怎么做？陈垣先生提出过“四校法”：对校，用同一
种书的不同版本、刻本比较异同；本校，根据本书思想，
对前后文义矛盾之处进行逻辑分析；他校，搜集他书中关
于本书的资料进行考证；理校，依靠校勘者本人的知识系
统对文辞的疑难问题进行论证。

不管用哪种校勘法，也不能想当然，轻易改动原书。
南宋学者彭叔夏，十二三岁的时候抄写太祖皇帝《实

录》。他照着抄的书上写到“兴衰治□之源”的时候，发现缺
失了一个字。彭叔夏根据上下文琢磨，“治”后面一定是跟着

“乱”才能说得通，于是写成“兴衰治乱之源”。后来，他得到
该书的一个善本，上写“兴衰治忽之源”，这才知道自己当时
改错了。他说，三折肱为良医，我这才知道书是不能凭借臆
测轻易更改的啊。

校勘的高妙之处在此，危险之处也在此。

我从来没想到，有一天，我小时候布
娃娃洗涤标识上复杂的文字会变得那么熟
悉，现在我就用这些熟悉的文字来写下我
与它美丽邂逅的故事。

和中文以及中国的邂逅不仅改变了我
的生活轨迹，还让我成长为更加努力、更
加优秀的自己。

在中国5年的求学经历让我更加体会到
教育的重要性。自古以来，中国都重视教
育。如今，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仍然融入

在现代的教育观中。
中国一直秉承“活到老，学到老”的

学习理念，即使老年人也有专门的老年大
学。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
一天，我和朋友们在武汉的光明大街上散
步，途中在一家饮料店停下来，排队人群
中的一些初中生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他
们可爱活泼，我们便聊起天来。但让我感
到奇怪的是，他们点的并非饮料，而是冰
块。和他们聊天才得知，原来他们打算把
这些冰块放在宿舍，为的是在炎热的夏夜
还能继续学习。看到这些稚嫩的脸庞，我
十分感动，也十分敬佩。

中国不仅是一个教育大国，还是一个
科技大国。近年来，中国科技不断发展，
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体现在出行、订餐、支付、购物等方面。
所以，我每年回国都需要一段时间适应。
随着科技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变得更有魅
力，我亲眼见证了我所居住的武汉每一天
发生的变化。

在中国的求学经历不仅仅改变了现在
的我，也将改变几十年后的我。公园里的
晨练老人，向我展示了一个人如何在生命

中的每一个年龄段都能保持活力。他们每
天练太极、做运动，生活非常丰富。甚至
在有些外国人的眼里，中国遍地都是功夫
高手。有时候，我发现中国大爷的身段都
比我灵活。广场舞更是老年人的爱好，看
着他们轻松灵动的身姿，写满开心的脸
庞，我也被感染了，很佩服这些充满活力
的老人，每次回国我都会拿他们的例子讲
给我的外婆听。

在中国留学的这段日子，我看到了中
国人民的勤劳勇敢，看到了他们的积极向
上，看到了他们的团结一心，正是他们让
我不仅学会了中文，还学会了如何做事。
我在中国度过了最美好的青春时光，也努
力让自己变成一个更有责任感的人。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蔓
延，中国再次向全世界证明了它的力量。
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展示了只要齐心协力，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已经有几个月，我没能在中国灯火辉
煌的大街上散步，十分想念，期待下一次
的邂逅，那一定会是更为甜蜜的。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亚美尼亚留学
生）

我从小就被中国文化吸引，中国画
作、传统服装、传统节日……都让我着迷。

来中国以前，我只是通过电影、小
说、动画片等了解中国历史、哲学思想以
及有趣的古代传说等。当我真正开始学习
中文之后，才意识到中国文化不仅仅体现
在文化载体——艺术、电影、图书、音
乐、中国功夫等所展现的文化元素和特征
上，更体现在精神层面上——中国文化的
真正表达在于人。

想要了解中国，就应该先从了解中国
人的所思所想开始。明白了这一点，我意
识到自己认识的局限性。为了改变这样的
自己，正确认识中国、走近中国，我开始
花时间大量阅读关于中国文化、历史、哲
学、汉字词源等方面的书籍，也开始参加
当地的孔子学院举办的各种研讨会：茶文
化、太极拳、京剧等。与此同时，我开始
拜师练习书法，品味茶香，了解古代中国
的传统建筑……了解得越多，我的兴趣就
越大，感受也越深。于是，我下决心要到
中国留学，亲身体验一下中国式的生活，
感受一下中国普通人的所思所想，领略一
下中国河山的壮美。

说去就去！2019 年 9 月，我来到了北
京外国语大学进修部学习汉语。在北京
的几个月里，我发现这里的一切都跟比
利时不一样，这儿的人那么多，无论哪
儿 都 很 热 闹 ； 车 那 么 多 ， 交 通 那 么 发
达；商店那么多，经济那么繁荣；购物
那么方便，手机点一点，送货到家……这

一切都让我惊叹。
我发现，中国人的交流方式和比利时

人很不一样。每当我在小公园独自看书
或在路上逛街时，总会有一两个中国人
靠近我，找我聊天：“你从哪儿来的？你
的母语是什么？你在这儿学习什么？为
什么来北京学习汉语？”……遇到这样的
情况，我原本是很吃惊的——中国人对外
国人怎么这么好奇？说实话，在我的国
家，如果一个陌生人来跟你聊天，大部
分人会认为对方是有求于你。因此，头
几次遇到陌生中国人找我聊天时，我要
么礼貌地拒绝，要么谨慎地回答对方的
问题。后来，我的一位中文老师向我介
绍了“中国式人际关系”小知识，我才
明白这只是中国人的一种交流方式。如
今，每每遇到陌生的中国人找我聊天，
我不仅不再感到奇怪，还会热情地回应
他们的询问，与他们攀谈、交流。

在我眼中，北京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
的城市，这里的名胜古迹有不少，比如说
故宫、长城、颐和园等。说实话，我觉得
这些都很美丽，尤其是被誉为“皇家园林
博物馆”的颐和园，这里有宏伟的寺庙、
广阔的昆明湖、漂亮的长廊……每一处都
让游客赞叹。

在我眼中，中国地大物博，风景优美
的地方有不少。我想去看看“桂林山水
甲 天 下 ” 的 美 景 ； 想 去 逛 逛 云 南 的 茶
田，品一品那里的普洱茶；想去参观张
家界森林公园；还想参加哈尔滨的冰雪

节，穿一穿花棉袄，住一住东北大炕，
打一打雪仗……

能来中国留学的我是幸运的。因为来
到中国，我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
跟这么多性格各异、爱好不同的人相处，
我开阔了视野，开始多角度看世界。来到
中国，我走进中国人的生活，看到了一个
真实的中国。来到中国，我找到了志趣相
投的朋友，我们分享经验、互相帮助。来
到中国，那些美丽而奇妙的景点总是让我
流连忘返，那些热情而友好的中国人让我
感动……

在中国的时间不长，但是每一段旅程
都将成为我的美好回忆。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比利时留学
生）

站在毕业离别的十字路口，脑海里的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你害怕吗？”

作为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专业的本科应届毕业生，我来自
赤道几内亚。

5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双手捧着来自中
国的入学通知书，既兴奋又忐忑。去中国
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而我马上就要
踏上这段寻梦之旅，开启新的人生阶段。当
然，未知的一切也让我觉得不安，地球另一
边等待着我的那个中国究竟是什么模样？
我能顺利完成学业吗？那里的人会接受我
这个不同的面孔吗？这时候，我的脑子里一
直嗡嗡地回响着一个声音：“你害怕吗？”

收拾好行囊，我带着这份“害怕”来
到了中国。

来中国的第一年，我在天津大学读了

一年预科。一直说法语的我，那真是“学
英语，隔层纱；学汉语，隔座山”。刚接触
汉语，我以为什么东西的量词都是“个”，
于是，我有了“一个手机，一周上五个
课，每天吃三个饭”这样的表达，闹几个
笑话那都是常有的事。我也会学着中国人
的样子每天进教室问老师“您吃了吗？”看
老 师 生 气 的 时 候 会 连 忙 叫 她 “ 多 喝 热
水”……以前听说过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
习的语言之一，真正接触了之后才了解到
它的魅力。

1 年后，我顺利通过了预科结业考试，
来到了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作为一名留
学生，用中文学习地质工程专业真的很
难，但我仍然坚持学习。导师的指导和其
他老师的帮助让我时刻告诉自己一定不能
放弃，为了我的中国梦，为了像家人一样
的中国师友，我也要努力进步。

在武汉生活的4年，我见证了这座城市
的日新月异，真的是“武汉，每天不一
样！”武汉人的大嗓门、香喷喷的热干面、
让人流连忘返的江滩夜景、热情似火的夏
天……提到武汉，总有说不完的话。我以
前就总在想，如果有一天要毕业、要离开
这个城市了，我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离别前夕的武汉，却给我留下了一段
刻骨铭心的记忆。

1 月 23 日，因新冠肺炎疫情，武汉关
闭离汉通道。那时候，有的人选择了回
家，而我决定留下，陪着我的中国家人们
共同经历这一切。疫情之初，我的家人给
我打了无数电话，他们担心我在中国是否
安全，问我是否害怕。我也问自己：“罗
木，你害怕吗？”

我亲眼见证了中国政府为抗疫所付出
的努力，见证了学校和老师为了保护我们
而做出的努力，也见证了身边“钢铁侠”
国际学生志愿服务队的奉献和担当。从2月
16 日开始，由我们国际教育学院的各国留
学生组成的“钢铁侠”志愿服务队一直在
为同学们提供志愿服务，即使穿着防护
服、戴着眼镜和口罩，我还是看到了那些
阻隔不了的真心和热情。

当我见证了无数人为这座城市的苏醒
而拼命时，我问自己：“你害怕吗？”

不，我不害怕，一点儿也不。
尽管不能出宿舍楼，我却在小小格子

间里看到了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看到
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全体中国人民
都是抗击疫情的伟大战士，而我也为自
己感到高兴，因为我和我的中国家人们
站在了一起。

今年的毕业季注定不平凡，回顾往日
热闹非凡的校园，我也有不少难以当面说
再见的遗憾。在地大学习的4年，是我人生
中最美、最珍贵、最值得回味的时光。

我想，等我回到我们国家时，我会把
我在中国的见闻与经历，以及这段与中国
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故事讲给我身边的
人听，让他们也和我一样了解中国、爱上
中国。

我的中国家人们，希望你们会记得，
虽然我们长着不同的面孔，但我们曾一起
守望过武汉南望山上的同一片星空。

临近毕业的那个声音“你害怕吗”有
了答案——不，勇者无畏！

（作者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赤道几
内亚留学生）

日前，由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主办、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承办的第四届“我与中国

的美丽邂逅”来华留学生征文大赛落下帷幕。其中，不少来华留学生用中文讲述了自己和中

国结缘的故事，讲述了和中国人民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历……他们的愿望是用中文讲

述好中国故事。

本报电 日前，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举办了2020年本
土汉语师资培训班 （印度尼西亚教师专场）。来自印度尼西亚的
500余人报名参加。据介绍，在此次培训中，既有前沿理论的讲
解，也有对教学方法的探讨。既有对语言知识的讲解，又有对
中华传统文化的挖掘和探究。

据悉，国际文化学院在2020年暑期连续举办了两次相同规
模的本土师资公益培训，活动吸引了全球近30个国家的5000余
人次参加。经过多年的探索，学校的本土汉语师资培训项目初
步打造出了一套涵盖教学设计、语言要素、课程教学法、偏误
分析、中国文化、语言测试模块的课程体系。 （王 进）

我的童年是金色的，就像秋天金色的阳光一样：我的家充
满着欢乐，爸爸妈妈在家里为我准备晚餐；我穿着喜欢的恐龙
毛衣；门口的小路上，小朋友在玩跳格子。

瞧，金色的太阳在对我眨眼睛！ （寄自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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