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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从孕育到出生，又经疾病的
种种折磨，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成长
为“人”了。

“人”这个字的甲骨文字形就是
一个侧面站立的人的象形。该字形
中的“人”为手下垂体略屈的拱手
鞠躬之状，记录的是中国人“尊天
敬地”“谦恭和合”的客观物象与精
神风貌。跟这个侧立状态的“人”
不同，“大”表示的是正面站着的

“人”的形象。这个“人”伸展双
手，张开两脚，气宇轩昂。所以，
这个“大”字后来出现了更为抽象
的语义引申。

一般认为，“人”和“大”主
要是指男性形象。与男性形象相对
应的女性形象另有汉字“女”来表
示。“女”的字形，下肢作屈曲之
形，上部为两手交错叠放于胸前，
席地而坐，以双膝着地臀在足跟之
上的样子。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段玉
裁称之为“象其掩敛自守之状”。
著名语言学家姜亮夫说，甲骨文中
凡 “ 人 ”“ 大 ” 等 字 ， 下 脚 皆 书
直 ， 而 “ 女 ”“ 母 ”“ 妻 ”“ 妾 ”

“ 若 ” 等 字 表 女 性 者 ， 下 部 皆 屈
曲。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汉字系统
在创制之初，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区
别方面也是有所考虑的。

有了“女”，自然就会有“男”。
“男”这个字形，传统研究者认为从
“田”“力”会意，是一个会意字。
“力”是“犁”的本字，“田”就是
“田地”，所以这两个字符叠加起来传
递出“于田地间从事农业劳作的人”
也即“男人”的意思。笔者对于这样
的解释持怀疑态度。“男”字产生的
历史很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
了。所以“男”字中的字符“田”，
并 不 是 “ 田 地 ” 的 “ 田 ”， 而 是

“田”的更早意象，即“畋猎”的
“畋”。“畋”是一种火攻的围猎方
式。远古社会，男性担当着猎捕食物
的责任。这是一项不时与凶猛动物过
招的危险行动。所以在学会了使用火
以后，进行围猎的男性成员在确认目
标后，往往会以目标为圆心分散于其
周围，然后按照商定好的信号点火烧
山，只留下一个出口供目标猎物逃
窜。对那些从这个逃生出口四散逃窜
的目标猎物，也不是全部捕杀，而是
选取那些方便得手危险性较小的猎物
进 行 捕 杀 。 这 个 行 为 被 称 之 为

“畋”。后来人们发现，放火烧山之
后，林木被毁留下灰烬，又变成了草
木灰，可以滋养那块空阔的山地，这
些空地可以用来种植粮食作物。由
此 ，“ 畋 ” 才 引 申 出 “ 田 地 ” 的

“田”的意思。所以，笔者认为，
“男”字中的“田”，用的是“田”的
本义，即“畋猎”的意思。“男”这
个字的构义，传递出来的是“既从事
农业生产又从事猎捕活动的人”的意
思。这种猎捕活动，在“追”“逐”

“敢”等字中也都有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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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书说了，古代作者不在书上题写名字，是“学术为公”
的体现，但其实更是当时成书条件制约的结果。用哲学上的话
说就是，意识决定于物质。

古书成书比今天要复杂。今天往往一书对一人，《傲慢与偏
见》是简·奥斯汀写的；提起老舍，大家马上就能想起《骆驼祥
子》。古书可没这么清晰的“一对一”关系，经常是“一对
多”。一本书往往不是一个人写的，而是成于众人之手；往往不
是一个时期写定的，而是经历几十年上百年才能编定好，似乎
背后有一个编辑委员会似的。

如此一来，连累书名这个书籍的基本要素，也成了一笔糊
涂账。今天的作者写书、写文章，在书名、标题上可谓煞费苦
心，唯恐语不惊人；尤其是做传媒的，更是把标题作为非常重
要的工作，以至于有“标题党”的称谓。反观古书的书名，起
得就随意率性得多了，下面分类说说。

首先，春秋以前没有私人出书这回事，全是官方出品，书
名的官方色彩也就很浓厚了。比如鼎鼎大名的《春秋》，鲁国官
方历史书，记录每年、每季、每月、每日发生的事，春夏秋
冬，无所不包，所以单独拎出春秋两季做代表。

其次，很多古书的书名、篇名就是简单摘取第一句话的
头两个字，跟内容关系不大。“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
人，在水一方”出自哪里呢？《蒹葭》。蒹葭是两种水草，泛
指芦苇，这首诗讲的是爱情，跟蒹葭的联系在哪儿呢？

《论语》 也是，第一篇叫 《学而》，因为第一句是“学而时
习之，不亦乐乎？”“学而”甚至都不是一个完整的词汇。

第三，古人写书，多是写完一篇发行一篇。把这些分散的
篇目收集、编辑到一起成为一本书，一般都是门下弟子或者再
传弟子的功劳。给先师的书编好了，为了表明家法，为了说明
自己学派的渊源，就拿祖师爷的名字当书名了。比如韩非，他
在世时写出了 《孤愤》《五蠹》《说林》 等单篇文章，十多万
字。是法家后学把这些文章汇总成为《韩非子》。

所以，古人写书往往是随时随地写下，但自己又不整理，
自然也不会起书名了。有一个故事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司马相如临终前病得很厉害，汉武帝说：“赶紧派人去把他
的书全部取回来。如果不这样做，以后就散失了。”派去的人
到家时，司马相如已经死了，而家中没有一本他写的书，就问
卓文君怎么回事。卓文君说，我老公本来就不曾有过自己的
书。他时时写书，别人就时时取走，因而家中总是空空的。

自己给自己的书命名成为一种通例，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
之后，文人写书，没人给往下传了，不得不自己编辑自己的
书。这时起，桓宽的 《盐铁论》、刘向的 《说苑》、扬雄的 《法
言》等出来了，作者与书的对应关系才逐渐紧密地建立起来。

因汉字爱上中文

立志从事中文教育

从精心设计教学活动到带领学生了解
中华文化，再到编写本土中文教材，如意
说，希望能以自己的努力，为学生们了解
中文、学习中文提供平台。

如意与中文结缘，源于一个来自中国
的纪念品。在如意小的时候，对中华文化
感兴趣的父母送给她一把绘有孙悟空图案
的尺子，她看着上面精美的图案和方方正
正的文字很是喜欢，从此对汉字产生了浓
厚兴趣。

随着对汉字的了解和掌握，如意逐渐
爱上了中文这门语言。“中文读起来真的太
美了，学中文也特别有意思。于是，我上
中学时就立志长大后要从事与中文相关的
工作，在中学毕业后便报考了匈牙利罗兰
大学中文系。”如意说。

确定了从事中文教育的梦想，如意就
开始关注如何取得教师资质。“我读书那
时，在匈牙利高校只开设中文专业，还没
设中文师范专业，为了获得教师资质，我

只好同时修习德语——为的是通过德语师
范专业先获得师范专业培训的机会。”

2011 年那年，还未大学毕业的如意开
始在匈中双语学校实习，在该校当教学助
理，主要承担校内翻译和中文辅导工作。
经过努力，2013 年大学毕业后，她正式成
为匈中双语学校的中文教师。“我真的很开
心，下一步要努力成为中文教师！”如意如
是说。

赴中国培训研修

提升中文教学技能

在匈中双语学校，如意一边继续从事
校内翻译和辅导工作，一边辅助教授新开
设的中华文化课程。但是在教学之初，如
意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那就是中华文化
课程没有教材，所有的教学内容都需要教
师根据学生的中文水平来确定。

于是，如意决定自己编写教材、设计
教学活动，通过中匈双语让学生们对中国
及中国文化有更深层次的了解，激发他们
的学习兴趣。

专心致力于教学的如意，在越来越享
受到教中文带给她的乐趣之余，还希望继
续提升自己的中文教学水平，成为真正的
中文教师。“虽然我已有汉学学士学位，
但我更希望获得中文教师资质。因此，我
决定拿出时间提升自己的中文教学专业能
力。”如意说。

2014 年，如意申请了国际中文教师奖
学金，赴复旦大学攻读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在复旦大学，我认识了很多优秀的老
师，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也了解了作为
一名中文教育工作者最重要的是什么。上
海求学之旅价值巨大，让我永生难忘。”如
意感慨道。

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如意参加了本土
中文教师选拔。因成绩优秀，她被正式录
取为匈中双语学校本土中文教师。

“很激动，真的成为一名中文教师了。
回到匈牙利后，我就能如愿以偿地继续在
匈中双语学校教中文，完成中华文化课程
教材的研发，帮助匈牙利孩子们实现梦想
了。”如意说。

多年来，为了提高中文教学技能，如
意通过参加培训和研修不断提升自己。参
加了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外国本土中文
教师培训后，如意表示，关于教材内容的
培训非常实用，不仅让她了解到有哪些新
的中文教材，也了解了其他老师使用这些

教材的感受和效果，从而可以借鉴参考并
取长补短。

2017 年，如意再次来到华东师范大学
参加本土中文教师培训研修。“参加类似的
培训很重要，不仅可以认识很多其他国家
的本土中文教师，也可以通过别人的经验
了解其他老师的教学方法、教学经验，对
我来说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对我的中文教
学工作也有很大帮助。”

研究高效教学法

为学生打下语言基础

作为一名本土中文教师，如意从自身
学习中文的实际经验出发，了解匈牙利学
生学习中文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帮助学生
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找到更好的平衡点。

在教学过程中，很多事情都让如意难
以忘怀。“学生通过汉语水平考试或在比赛
中获得好成绩，我会非常高兴；上课或学
校活动时气氛活跃，孩子们很喜欢，也让
我很高兴；有时我还会收到学生画的画作
或写给我的祝福语……这些细节都让我深
受感动。”

让如意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她教
了 8 年的学生毕业了。“时间过得真快，我
还记得这些孩子在幼儿园上第一节课时的
情景。从刚开始汉语拼音都不会读到现在
能够用中文流利地和我交谈，这种感觉很
特别，也让我非常感慨。”

如意表示，十几年来，匈牙利人学习
中文和了解中华文化的兴趣不断增加。与
此同时，他们学习中文的机会也明显多
了起来。除了匈牙利当地不断增多的中文
学校之外，各种中文教学项目、中文教育
机构也越来越多，这不仅为当地学生创造
了学习中文的机会，也为那些爱好中文或
工作与中文相关的成年人提供了提升自己
的空间。

如意认为，随着信息技术和在线教学
手段的发展，未来匈牙利的中文教学将更
加多元化。同时，教师的角色也相应地变
得丰富，因为在信息量爆炸的当下，教师
需要在多方面为学生提供指导。

关于未来，如意表示，“我的个人目标
也与中文有关——想开发出一套独特的中
文教学方法以应对时代的挑战。在信息时
代，我希望我的教学方法可以引起学生的
兴趣，保持他们的学习动力，并为他们提
供坚实的语言基础，让他们能够在不同环
境中体验学习，帮助他们掌握中文这门美
丽的语言。”

2020 年 10 月 17 日是世界第 27 个“国际消
除贫困日”。语言是信息的载体和沟通的工
具，是一种公共产品和人力资本，在扶贫减
贫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文在助力中国
扶贫减贫的同时，也在为全球扶贫减贫事业
贡献着力量。

中文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之一，作为一
种 国 际 公 共 产 品 ， 具 有 巨 大 的 人 力 资 本 价
值。几千年的发展，中文形成了功能多元的
诸多文体、写就了浩如烟海的传世文献、建
构了中国的哲学体系。汉语还是联合国六大
工作语言之一……这些特质都使得中文这一
国际公共产品具备了丰厚的人力资本价值。

中文是重要的外语资源。截至目前，共有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颁布法令、政令等形
式，将中文教学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而全球
通过来华留学、孔子学院、长短期培训班、在

线课堂等形式学习中文者更是与日俱增。对于
其他国家的学习者来说，中文可以承担外事外
语、领域外语、成人外语、基础教育外语、第
一外语等外语角色。通过学习中文这门外语，
全球各地的中文学习者有的收获了外交官、翻
译员、经贸人员、教师、学者等梦想中的职
业，有的形成了对世界的新认知、找到了人生
的新价值；更多的人则通过中文语言能力的提
升，增加了收入、提升了自身或家庭的社会经
济地位，从而摆脱了贫困的状态。

就助力其他国家中文学习者扶贫减贫这一
点来说，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提升。

首先，进一步推动“中文+职业教育”发
展。随着各国不同行业对中文人才的需求大幅
增长，“中文+”课程已逐渐涉及高铁、经贸、
旅游、法律、海关、航空等数十个领域。推动

“中文+职业教育”发展，在解决“一带一路”

沿线中资企业面临的问题的同时，也能给更多
的当地贫困者提供更多工作机会，进而增强中
文助力扶贫减贫的力度。

其次，建构中文助力国际学习者扶贫减贫
的长效机制。比如对于外国贫困学生或贫困地
区，在教学设备、学费减免、志愿者外派等方
面适当予以倾斜；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尤其
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建厂，为
中文学习者提供了更多的当地就业机会；适应
当地的扶贫减贫政策，与各类扶贫减贫措施相
结合，从不同角度切入助力。

面对日益增长的全球中文需求，作为一种全
球公共产品和具有全球通用语潜力的语言，中文
可以为全球中文语言生活共同体提供更好的服
务，为这个共同体的扶贫减贫治理贡献更多。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语言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汉字里的故事（六）

古人为什么

没有标题党？
熊 建

汉字里的生命
孟德宏

学好中文 摆脱贫困
王春辉

匈牙利教师如意：

“用中文陪伴学生成长”
于 荷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为应对疫情冲击，面向各国本土

中文教师的线上培训成为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相

关专家表示，本土中文教师了解当地风土人情、了解学生的学习

习惯、语言沟通容易，是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资源。这些本土中

文教师有着怎样的教学故事，在教学中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本版从今日起刊出“本土中文教师系列访谈”。

本土中文教师系列访谈（一）

“是中文将我和学生们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能用中文陪伴他们的成长，见证他们的进

步，我很欣慰，也很骄傲。”说这话的是匈牙利本土中文教师如意（Karsai Zsuzsanna）。

匈牙利本土中文教师如意表示，
希望能开发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以应
对时代的挑战。图为如意近照。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供图

古书今读（五）古书今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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