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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中展示茶艺

相关国际中文教育专家表示，中国茶文
化、武术等课程一直以来都颇受海外中文学
习者青睐，如何由线下搬到线上，还能保证
教学效果，是摆在国际中文教师们面前的一
道难题。

日前，在巴哈马，举办了一场有趣的中
国茶文化线上讲座。身着中国传统服装的中
文教师张潇潇通过各种生动形象的图片和文
字不仅向巴哈马大学师生介绍了茶在中国传
统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在中国的
起源和漫长的发展历史等，而且还介绍了各
类中国茶品的特色和品鉴、各具特色的中国
茶具等有关中国茶文化的拓展知识。

张潇潇在线为巴哈马大学师生表演的精
彩优雅的中国茶艺以及展示的中国饮茶礼
仪，更是让师生们大饱眼福，也提升了他们
学习中文的兴趣。

“我本身就对中国茶文化很感兴趣，讲座
中老师表演的中国茶艺太精彩了，充分展现了

茶文化魅力。”不少同学在听了讲座后如是说。
线上武术课的教学难度同样不低，但国

际中文教师们积极探索，通过视频中的现场
展示、武术知识讲解等，由易到难、循序渐
进，让学员领略了中国武术的魅力。

进入中国名画世界

在吉尔吉斯斯坦，中文教师也在线上为当
地学生带来了一场中国画艺术专题讲座，围绕

“什么是中国画”和“中国画教学”两个主题，国
际中文教师王微介绍了文房四宝、中国画的种
类，并结合画作进行了分类讲解。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画，王微通
过视频展示了写意花鸟画和工笔人物画的创
作过程，旨在“让学生们更真切地体会中国
画独特的手法和技巧”。

在日本，以“书画江山之画上传奇”为
主题的文化课程，也让听课的中文学员收获
颇丰。在课上，主讲人不仅介绍中国画的基
础知识，还带领大家进入中国传世名画的世
界，比如探寻 《千里江山图》 和 《清明上河

图》背后的传奇故事。
讲到 《千里江山图》 时，为帮助学员进

一步领略名画背后的历史、创作背景和文化
内涵，主讲人带领大家观看了相关视频，将
图卷的“前世今生”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拓展内容，主讲人还向
学员介绍了以 《千里江山图》 为灵感来源的
中国风游戏 《绘真·妙笔千山》、流行歌曲

《千里江山》等，向大家展现中国传世名画的
生命活力。

《清明上河图》的讲解更是步步深入，主讲
人通过纪录片将故事娓娓道来，画中人物百
态令观众印象深刻，而来源于该画的小说《清
明上河图密码》则引起学员们的极大兴趣。

不少学员在课后说：“中国传世名画的价
值不仅在于自身，更在于人所赋予它们的生
命力和活力，它们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早餐背后有故事

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们学习中文，激发
当地民众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国际中文教师
在教学内容、方法等方面各显神通、大胆尝
试。

日前，在巴西开设的“中国文化通识
课”引发了不少学生的兴趣，国际中文教师
周红霞开设的“中国早餐文化”课更是让学
生们意犹未尽。

周红霞以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成
都、西安等城市为例，向学生详细介绍了中
国西北、东南、西南等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的
早餐美食，如豆汁、油条、羊杂汤、鸭血粉
丝汤、热干面、醪糟汤圆等。

周红霞的讲述并未止步于此，她还从南
北地貌变化、气候差异等角度入手，引导学生
探索不同地域、不同气候、人们的不同性格等
因素和早餐选择之间的关系，同时让学生了
解地貌、气候和性格差异对早餐文化的影响。

面对中国各地独特而丰富的早餐美食，
不少学生直呼：“想学好中文到中国看看。”

（配图来源：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古籍姓古，几百上千年下来，经过不断传抄、整理、翻印，形成许多不同
的版本。它们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字句不同、篇目卷数不同、注家不同、
印刷版式不同等等。

拿《水浒传》来说，有一百回本的《忠义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的《忠义
水浒全传》、七十回本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还有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
五回本、一百二十四回本。

回数不同，内容自然有很大差别。比如，一百回本写到宋江受招安后征
辽、征方腊，没有征田虎、征王庆的情节；七十回本是金圣叹的删节评点本，
删除了宋江受招安以后的全部情节。

另外，同一首诗，版本不同，字就不一样。我们都熟悉的杜牧的七绝《寄
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
何处教吹箫。”通行本都是如此，但在更古老的本子里，“草木凋”是写作“草
未凋”。显然，“草未凋”更符合江南秋景的实际。

选版本，就好像买菜。同样都是白菜，这家的好看，但可能瓤里有坏的地
方；那家的脏兮兮的，但可能是有机的。所以，要买到那种“秀外慧中”的菜
才好，最怕“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正如张之洞所说，知道应该读哪本书了，却没有读到精心校勘注解的好
本子，那就事倍功半了。上次说了校勘的重要性。校勘校得好的书，篇目较
全、错字较少、语句更符合原貌，就可以称之为善本。因此，看古书，应当
首选善本。

反过来说，如果看书不挑版本，念岔了倒还事小，顶多误人子弟，严重的
可能要出人命。

明代名医戴元礼，曾经在南京访医学艺。偶然间看到一位医生家门前求诊
的人很多，戴元礼想着这一定是位神医，就天天去人家门口观看。有一次，一
位来看病的人刚出门，这位医生就追了出来，告诉那人，煎药时一定要放一块
锡一起煎煮。

戴元礼听了，觉得很稀奇，就去请教这位医生。医生说，小伙子要多看书
啊，我这是古方，载于某某医书。戴元礼听了去找这本医书，发现有两种版
本，一种写作“锡”，一种写作“饧”，饧就是糖，作者原意是应该加块糖，但
是劣本上错成“锡”。版本不同，这不是要出人命嘛。

有了版本意识再去看一本书，不同类型的读者，就可以选择不同版本——不
选贵的，只选对的。对的就是合适的、称手的。鲁迅说：“善本就是能合手适用。”

比如，同样是《资治通鉴》，一位
普通大学生想翻阅一下，作为课外参
考，就可以看中华书局的新标点本；
一位老年人想看，因为视力不好了，
就可以看崇文书局复刻胡克家本，字
大行稀；一位专门研究 《资治通鉴》
的学者，可以看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
衲本——各种宋代版本的书影都在其
中，可以进行深入地对比钻研。

这样一来，各人均得所需，各书
也适得其所。版本的作用，尽在于此。

找好敲门砖 （下）——看版本

神医开药

要加块锡？
熊 建

古书今读（三）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国际中文教育机构的教学平台由线下转至线上。在此背景下，国际中文教
师转变思路，积极调整教学方法，以拓展线上教学空间。为了提升中文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不少教师开设
了线上文化课。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国际中文教育机构的教学平台由线下转至线上。在此背景下，国际中文教
师转变思路，积极调整教学方法，以拓展线上教学空间。为了提升中文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不少教师开设
了线上文化课。

激发中文学习兴趣
文化互动进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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