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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社交、旅游都受到了限制。好不
容易出了一次德国到荷兰，从温馨、平静、风格
独特、古色古香的羊角村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
的梵高艺术博物馆。这些景点各有自己的风格，
但不管到了哪里，身边的美景再多，一日三餐是
必不可少的。我通过吃喝玩乐来观察一下，荷兰
是究竟怎样对待这个疫情的呢。

2020年8月2日，我们从德国开车到荷兰，路
边景色迷人。到了荷兰境内，路边几乎全是养牛
场和大片的草坪。踏出车门，风和日丽，湖上显
出点点帆影，浪恬波静，唯有船尾的电动机推出
的阵阵水花。

到了酒店，发现客人进出都是分开的，在走
廊的中间贴了一条黄线，但大多数人都没戴口
罩。后来，我们在羊角村吃饭时，发现不仅在户
外的游客未戴口罩，甚至在超市里，也很少有人
戴口罩。

因为一路奔波，饿了很久，看到服务员端来我
们点的菜时，好似看到神仙下凡，让我十分激动。主
菜有油而不腻、鲜美多汁的猪排，酱汁儿的光泽照
耀着我，引诱着我。一口咬下，酥脆的表皮下有恨不
得奔向你嘴中的油脂和鲜嫩无比的瘦肉。配菜有薯
条，不薄不厚，有一寸宽，外酥里嫩。

时针转至隔天上午，酒店的早餐没有任何特
色。为了保持客人间的距离，早餐不再提供自
助模式。但给我们送餐的服务员并没戴口罩，这
让我有些疑惑。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游览羊角村。羊角村的面
积不大，房屋分散，每家每户之间都隔着一条水
道，游客们可以租船赏景。船都是电动的，驾驶
起来比较困难，一不小心船头便撞上了岸边。穿
梭在村庄的水道里，两条船可以并肩行驶。

羊角村的村民们大多养了猫和狗，个别几家
也有鸡鸭和鹅，水道比岸边低下一块儿，人在船
上抬头望去，远看有房屋、人群，近看总会有几
个岸上的小动物和你对视。村庄显得格外温馨。

时间总是在人快乐的时候过得很快，我们的
下一个目的地是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有不少
高楼大厦，也有古式建筑，风格多样。

晚饭时间到，阿姆斯特丹这个美食之都的餐
馆鳞次栉比，但要在短时间内做选择太难了。最
终，我们决定吃美味的意大利餐。我点了海鲜意
面，面条劲道，番茄酱汁浓稠鲜美、酸甜微辣。
海鲜有六七种，肉质饱满，鲜美无比。

在羊角村开船、赏景、吃美食，参观梵高艺
术博物馆，看阿姆斯特丹的繁华……让我们为期
两天的荷兰之旅无比充实。

相较德国，荷兰人对待疫情的态度不同，让
我感觉到了久违的放松。

（寄自德国）

虽说我现在生活在西班牙，但是我依然忘不
了我的故乡福州。

我在中国读到小学三年级时，来到了西班
牙。记忆中，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爷爷总带
我到一些小吃店吃美食，比如浓香的兰州拉面、
正宗的骨头汤等，直到现在我还怀念这些美食的
味道。

我记得我们的家在福州鼓山苑，在那里，我

常和兄弟姐妹一起聊天谈心，那是多么美好的日
子；我记得和爷爷奶奶常去的食品店，听说现在
还开着；我还记得爷爷每天带我去游泳馆和羽毛
球馆的场景。

我的故乡是福州，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它
有许许多多的特产，有说不尽的故事。

我爱福州，无论走到哪里，它永远在我心中。
（寄自西班牙）

“虽说我现在生活在西班牙，但是我依然忘不了我的故乡福州”“我喜欢秋天，因为它是丰收的季节”“我喜欢加拿大的四季，

但相比而言，我更喜欢加拿大的秋天”……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之下 ，不少海外华裔青少年虽然不能进入线下中文课堂学习，但他们学习中文的脚步并未停歇，他们

用中文记录下了自己在疫情期间的所思所想，用画笔描绘出了那些留在心中的美好。 汉字是国际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对国际中文教师来
说，如何教好汉字是一大挑战。讲好汉字故事，方法之一
是“字源分析法”。要分析字源，就需要联系传统文字学的

“六书”理论。

汉字是“画”出来的

说到汉字的造字方法，离不开“六书”中的象形、指
事、会意和形声这“四书”。

象形和指事两种方法创造的汉字，往往是通过描摹事
物形象，所以容易给来华留学生形成汉字是“画”出来的
印象。在向留学生介绍象形字的过程中，比如介绍“日”
字时，可以描画出太阳的外形；介绍“月”字时，因为月
亮大部分时间并非圆形，所以有“月有阴晴圆缺”之说，
这里的“缺”，古人选择用弯弯的月牙形状来表达。

给来华留学生介绍象形造字法，不仅可以帮助其了解
汉字的特点，也能通过溯源方式，增加汉字学习的趣味性。

指事字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加一些符号，表示事物的
特征。比如画一条横线，作为参照物，在横线上面画个短
横，表示“上”；在横线下面画个短横，表示“下”。同样
地，在表示树木的象形字“木”的上面画一横，表示“树
梢”，即末梢的“末”；在“木”的下面画一条短横，表示

“树根”，也就是根本的“本”。

汉字是“组合”起来的

用象形和指事两种方法所造汉字是独体字，而会意和
形声两种造字方法所造之字是合体字。

“会意”的“会”是“会合”的意思，顾名思义，会意
字，就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分合并，会合其意义，组
成新字的造字类型。

比如采摘的“采”字，上半部分表示手，下半部分表
示树木和它的果实。合在一起，“采”字表示用手在树上采
摘，它的本义是用手指或指尖轻轻摘取，后来引申为采
集、采纳等含义。

同样，象形字“人”和“木”会意出“休”，表示人靠
着树木休息；“手”和“目”，会意出手搭在眼睛上“看”
的动作；“刀”和“衣”，会意成初级的“初”，表示制衣的

“初”步工作是用刀裁剪布料，进而让学生体会现代汉语初
出茅庐、初来乍到等意义。

“形声”造字法就是把代表意义的形旁和代表声音的声
旁结合在一起的造字方法。在汉字教学中，可以通过溯源
方式，解释一些保留在现代汉字中各种结构类型的形声
字，比如：财富的“财”、领导的“领”、竹竿的“竿”，嫁
娶的“娶”等。

同时，现代科技用字以及一些音译字，也往往使用形
声的造字方式。比较典型的像音译词“咖啡”中的“咖”
和“啡”两个字，再例如化学元素周期表中“认字可以认
半边”的形声字等。

解读汉字造字故事

汉字是“画”出来的，也是“组合”而来的。在面向
来华留学生的汉字教学中，如何在他们对汉字造字法认识
的基础上，围绕“画”和“组合”这一对主题词因势利
导，展开教学？

首先，象形和指事确有描摹和“画”的成分，但由于
汉字形体演变，圆转的线条变成了方直的笔画，因此，培
养留学生“笔画观”，是汉字书写的重要环节。

这一环节，不仅包括笔画的走向、位置，还涉及笔画
的增减、组合等。比如，“口”不能画作“〇”，“竹字头”
不是“KK”，“士”和“土”横笔长短不同……解读横竖撇
捺的意蕴，帮助留学生从“画”汉字的茫然和无从下手，
到渐渐养成“写”汉字的良好习惯。

其次，会意和形声是多个构字成分“组合”而来，但
这种组合严格遵循方块字结构规律。按照上“头”下

“底”，左“旁”右“边”，内“心”外“框”，中“腰”四
“角”的布局原则，体现方块汉字的形体之美。

培养留学生“部件”组字意识，不仅要注意部件名
称、位置教学，更需突出形近部件对比教学。强调“呆”
和“杏”是两个字；部件的“部”照个镜子，就成了另一
个字陪伴的“陪”……让留学生在各部件的组字游戏中迷
上汉字、爱上汉语。

给来华留学生解释汉字结构、讲述汉字故事，既可分
享汉字的神奇之美，也能让学生感受汉字的文化魅力。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

读古书面临的一大障碍就是古人喜
欢引经据典，要是不明白他们引用的事
情，那很可能就看不懂他们要说什么。
而且，他们引用的故事或者言论，今天好
多都不知道了。因此，在古人看来是司空
见惯的，在今人看来就如坠雾里。

比如李商隐的《锦瑟》：“锦瑟无端
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
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
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
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几乎句句有典
故，就算一个一个都弄明白了，可它们
放在一起还是难明李商隐的心曲。

更要命的是，古人喜欢编造故事作
为论据，以支持自己的观点、抒发自己
的情绪、表达自己的爱憎。

三国时期，曹操率军打下了袁绍的
老巢邺城，屠城还不算，袁家的女眷也

遭到了侵犯。曹操的儿子曹丕，就把袁
绍的儿媳妇公然纳了妾。

这件事在信守礼法的孔融看来，实
在是辣眼睛。他就写信跟曹操说，当初
武王伐纣之后，把纣王的宠妃妲己，赏
赐给了弟弟周公。

这很明显是在影射曹操一家的无耻
做派。曹操自然明白，但不知道这个故
事的出处，就问孔融。您猜孔融怎么
说？他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意
思是说，我按照今天发生的事情，推想
古人也应该是这样的。

孔融编造这个故事，为的是讥讽曹
氏父子的做法太龌龊。硬说武王把妲己
赏赐给弟弟，有助于增强讥讽的力量。

诸子百家的著作中，这样的事例有
很多。比如他们特别爱引用许由的故
事。相传许由是上古时代一位品行高

洁、能力出众的人，尧帝要把君位让给
他，他推辞不受，逃到箕山下隐居，自
己开荒耕种。尧帝追着又让他做九州的
长官，许由就跑到颍水边洗耳朵，表示
不愿听到这些世俗浊言，脏耳朵。

先秦这些哲学家为什么要编造许由
洗耳的故事呢？清代学者朱一新看得明
白：这只是借此讥讽当时为了高位你争
我夺、为了利益互相攻打、争斗的风
气，并不是事实。

但是，这种编造故事的出发点，总
还是好的，为的是公道和正义。但有的
编排就不那么正大光明了。

比如 《孟子》《吕氏春秋》《淮南
子》等古书里，有人编故事说，孔子周
游列国不得重用，为了推行自己的学
说，不惜求助于一些重权在握但道德败
坏的人，比如宦官、宠妃之类。

如此编造的目的，正如学者余嘉锡
所说，是借此修饰自己错误的行为：你
看，连孔子这样的大圣人，为了实现自
己的目标，都不惜自污，不怕自己的品
行染上污点，更何况我们这些凡人呢？
所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应该的，哪
怕我阿谀奉承、低三下四拍马屁，重金
贿赂走后门，都没什么可丢人的了。

此外，为了让自己的文章炫目多
彩，吸引人眼球，有人也会编一些神怪
乱离、荒诞无稽的故事。对此，东汉学
者王充从读者端、需求侧进行论证，很
有见地。他说：“俗人喜欢奇谈怪论，
如果故事不奇特，人家不看。所以，赞美
人如果不夸大其词，听的人不过瘾；辱骂
人如果不添油加醋，听的人心里不爽。”

所以，读古书要留个心眼，多闻
阙疑。

危楼高百尺，手可捞星辰。小童
欢声语，乐醒太白公。 （寄自荷兰）

我喜欢加拿大的四季，但相比而言，我更喜欢加拿大的秋天，因
为秋天一到，五彩斑斓的枫叶尤为美丽。

金秋十月，加拿大美得就像童话世界一样，到处被红红、黄黄、
绿绿的枫叶点缀着。那一片片的枫树林染透了公园、山坡、峡谷和湖
岸，甚至是城市里的大街小巷，好像是正在燃烧的一片片的火焰和一
朵朵跳动的火苗……或红、或黄、或绿，浓郁深邃、绚丽多彩。我惊
叹于大自然的神奇——这一幅幅美丽的图画正如生花妙笔一样谱写着
一首摄人心魄的乐曲。

在加拿大，秋季赏枫已经成为人们的主要活动，我家也不例外。
大家在枫树林中举行野餐聚会或在枫树林环抱的湖泊里驾船畅游，那
浓郁的景色和怡然自得的心情融为一体的感受是在其他季节里不可获
得的。

深秋时节，漫步在色彩斑斓的枫树林中，不禁想起老师教我们的
中文古诗“霜叶红于二月花”，真的是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得到。

加拿大的秋天最美，秋天的枫叶最美。那一片片美丽的枫叶，构
成了一幅令人难忘的图景。 （寄自加拿大）

了解古人心 （下）——太爱编故事

武王伐纣后妲己赐弟弟？
熊 建 本报电（记者赵晓霞） 日前，首届国际中文教育发展

智库论坛暨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智库联合体揭牌仪式在北京
语言大学举行。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1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1000 多位专家学者、中文教育企业家及高校师生，
以现场和线上的方式参加了本次论坛。

据介绍，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智库联合体是一个面向国
际中文教育领域开展智库研究、加强合作交流、产出智库
型研究成果的民间协作平台，在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
育研究院、浙江师范大学孔子学院发展战略研究院的倡议
和推动下，山东大学孔子学院研究中心、华南理工大学广
东省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传播研究基地等11个机构共同发起
成立，共有73所高校机构和知名国际中文教育企业成为智
库联合体成员单位。

本次论坛就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观念、路
径和思路，如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宇明指出，人类正在进
入一个新的时代，面对这样的新时代，需要各家国际语言
传播机构为世界治理做贡献，国际语言传播机构也需要研
究如何在新时代找到自己的贡献点，国际中文教育要把握
新时代国际语言传播的新特点，重视与国际语言传播机构
的沟通，共同推进人类语言生活的进步。

国际中文教育发展

智库联合体成立

为来华留学生
讲好汉字故事

李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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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山寺》新编
梅兰妮 文/图

《夜宿山寺》新编
梅兰妮 文/图

我喜欢秋天，因为它是丰收的季节。我喜欢秋天，
因为它是金色的海洋。 （寄自荷兰）

秋 天
王艾晨 （6岁）

加拿大的多彩秋天
Emily Xia （16岁）

陈颜清近照

Emily Xia近照

故乡福州那么美
蒋煜萱（1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