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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百家中，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谁？
相信对中国文化略有了解的读者一定知道答案，是老

子、庄子，合称老庄。但要是换成东汉时期的读书人来回
答，他会说是老子、严子，合称老严。

您要是反驳他，他就会拿出班固写的 《汉书》 来说，您
瞧，这么权威的书里写的就是“老严之术”啊。

这是怎么回事？班固错了？他是明知故错。因为这里面
有个避讳的问题。颇为赏识班固才能的皇帝汉明帝，叫刘
庄。“庄”这个字既然被皇帝起名字用了，那就被皇上垄断
了，天下的书籍中，就不能有“庄”字了。你庄周的哲学
再玄奥也没用，名字得改了。为啥改成“严”字？庄严，
庄严嘛。

同样的道理，楚汉相争时，劝说韩信脱离刘邦自立为王
的那位谋士，史书里写的是蒯通，其实人家本名叫蒯彻。皆
因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叫刘彻，你个小小的谋士，就得改
名。为啥改成通？通彻，通彻嘛。

还有，今天我们称湖北为荆楚大地，楚好理解，楚国故
地大部分在湖北，但为啥前面要加一个“荆”字？唐朝学者
张守节解释了，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 （前 281 年—前 247
年） 叫嬴子楚，所以秦国要避开这个“楚”字，把楚国称之
为荆。后来秦一统天下，以荆代楚成了全国的共识，后世也
就荆楚并举了。

这就是避讳。民国以前，人们在写文章时，不能直接写
当代君主的名字以及他所尊重的人比如父母的名字，同音字
也不行，必须避开。不然轻则抓，重则杀。乾隆就因此杀戮
过多人。事关人头，因此甭管什么人名、地名、官名、俗用
语、寻常物名称等等，都得避开皇上一家的名讳。流弊所
及，一些作威作福的地方官，也要治下的百姓避他的讳。

有个俗语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出自陆游
的笔记，讲的是宋时有个州郡太守叫田登，为人跋扈专制，
不许州内的百姓在谈话时说到任何一个与“登”字同音的
字。结果元宵节到了，本来大家要放灯，他让人贴出告示
说：“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成为笑谈。

避讳为中国特有的风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
直至明清。其弊端显而易见，把古书弄乱了，一些地方让人
看了不明所以：看见“端月”不知什么意思，殊不知是避秦
始皇嬴政的讳，正月改端月；看见一本记录晋朝历史的书叫

《晋阳秋》，名字太怪不知怎么理解，殊不知晋简文帝的母亲
名字里有春字，人家本来叫 《晋春秋》；看见一物叫“金樱”
不知是什么东西，殊不知是避五代十国时吴越国国王钱镠

（音同刘） 的讳，此物原来是石榴……
不过，避讳造成古书混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若反其

道而用之，则可以解释古书中疑涩不通的地方，还可以辨别
古书的真伪和著作时代。因为避讳的字，各个朝代都不一
样，不啻为特定时代的标志。比如，某人的功名里出现“茂
才”了，一般就可以肯定是东汉时期的著作——为了避讳汉
光武帝刘秀的名字，把“秀才”改为“茂才”。

可能有读者朋友会问，这么多避讳的陷阱，太烦了，怎
么才能从根本上避开？有个捷径，看元代的书。元代帝王不
管怎么评价，在避讳问题上，个个看得开：我们全家的名
字，没什么可忌讳的，大家随便用。

记得小学四年级那
年上中文班，放学后老
师突然叫住我，说：“同
学，你等一下再走。”
说完就递给我一张中国
文化才艺比赛报名表。
老师说：“你会弹琵琶，报名试试吧？” 填完表，老师又说：

“要不也报作文比赛试试？”
比赛当天，我抱着琵琶参加了比赛，结果没能拿到奖。

同样，我抱着试试的心态参加了作文比赛。1个月后，妈妈接
到一个电话，她告诉我说：“你呀！作文比赛拿了季军。”
来年，我又报了同样的比赛，琵琶比赛又没能拿奖，但是我
参加的九、十年级的作文比赛拿了冠军。真是有心栽花花不
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后来，我明白过来了。我取得的这些成绩都归功于我的
爷爷。从读幼儿园开始，爷爷总是给我讲故事，当时我还很
好奇，为什么爷爷肚子里总有那么多讲不完的故事。这个谜
团在我上小学认字时解开了，爷爷喜欢买很多很多的书给
我，培养我对阅读的兴趣。这些书都无法满足我的时候，我
便去爷爷的书柜找书看。看了爷爷的书才明白，原来这些说
不完的故事全部都来源于这些书。那时候的我个子太小，能
取下爷爷的书，却归不了原位。就在我以为爷爷会责怪我
时，爷爷却拍了下桌子说：“好！” 某年我生日那天，爷爷送
了我一本冰心奶奶的《寄小读者》。到现在，我翻开这本书还
是很有新鲜感。

我的爷爷在书堆里长大。他小的时候，家附近有一家租
书铺。爷爷总是省下自己的早餐钱去租书。直到有一天，太
奶奶不再给爷爷零花钱了，爷爷就去找租书铺的老板，问老板
可不可以让他在书铺里打工，报酬是可以免费看书。老板答应
了。从此，爷爷每天放学到租书铺干活，干完活就看书。

听完爷爷的故事，我很有感触。感谢爷爷从小培养我爱
看书的习惯，到现在，我的床头还是会摆两本书，睡前看一
看。书本的世界缤纷多彩，我现在仍在这个世界中继续探索。

（寄自加拿大）

2014 年“汉语桥·全球外国人汉
语大会”全国总冠军、北京市旅游形
象大使、《世界青年说》节目嘉宾……
这些都是来自俄罗斯的罗维卫的头
衔。相较于他的正式中文名字，他的另
一个中文名“大卫”更被人所熟悉。

从 2011 年到中国读书算起，大卫
在中国留学工作已近 10 年。他参加论
坛、上节目、开公众号……为促进中
俄文化交流尽己之力。

开公号促进中俄青年了解

“您正在收听的是——晚安卫。晚
上好，亲爱的朋友们……下一个季节
就是春天，它离我们不远了……”12
月1日，大卫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来
自俄罗斯的大卫”发布了他用中俄双
语录制的第1380夜的问候。

大卫在关于微信公号的简介中如
是介绍自己——热爱中华文化的俄罗
斯小哥，开设微信公号旨在分享多语
言学习经验、留学趣事，进行跨文化
交流及汉学交流。

大卫还记得，2017年1月，他在自
己的微信公众号开了“晚安卫”，每天
晚上以简短的语音分享自己的心情，
并在结束时用中文和俄语和大家道一

声“晚安”。谈起开设“晚安卫”的初
衷，大卫坦言是为了回馈支持者。“我
常从别人的分享中受益，但我没办法
和身边的朋友以及粉丝，挨个去分享
自 己 的 想 法 ， 所 以 就 开 了 ‘ 晚 安
卫’。”大卫说。

在微信公号中，大卫除了向大家
介绍自己的日常生活状态，也常回答
粉丝朋友的一些语言学习困惑、提供
一些可供借鉴的语言学习方法以及回
答关于俄罗斯文化的问题。例如和大
家分享如何将中文和俄语中的“了”
进行对比学习，为大家讲述中俄两种
语言中的系动词使用等。

感知中国传统文化

在中国的这些年，大卫在各种身
份之间自由切换。作为来华留学生代
表，他参加过金砖国家青年对话等活
动；作为汉语学习的佼佼者，曾受邀
担任 《汉教英雄会》 主持人、第十三
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评
委等。

在第十九届“汉语桥”世界大学
生中文比赛中，大卫还当了一次出题
官，热爱书法的他给同学们带来了一
道跟书法有关的考题。

尽管各种活动占用了大卫的不少
时间，但他从未停下学习的步伐。在

《中国诗词大会》《中华好诗词》 等中
国传统文化类节目竞赛中，他的表现
令观众惊艳。

大卫注意到，近些年来，参加中
国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外国朋友越来越
多。“这说明大家不仅关注中国的经济
发展，还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兴趣。中
国传统文化非常有魅力，值得投入其
中，慢慢感知和体会。”大卫说。

推动中俄民间交流

如 今 ， 在 不 少 中 国 年 轻 人 的 眼
中，一口流利的中文、一手端正的毛
笔字、一肚子“墨水”的大卫当得起

“中俄民间交流使者”。
“这几年，虽然中俄两国关系友好

发展，但中俄民间交流发展空间还很
大。”大卫说，“两国的年轻人可以进一
步了解，文化交流也可以开展得更加
深入。”

大卫注意到，如今，中文在俄罗
斯逐渐成为一种越来越流行的语言，
然而俄罗斯年轻人对中国的电视、音
乐的了解远远不够。“同样地，中国年
轻人对俄罗斯当代的作家、电影等的

了解也不够。”大卫如是说。
虽然在北京语言大学读本科期

间，大卫曾成立过俄罗斯学生会，经
常组织一些活动让中国小伙伴们更多
地了解俄罗斯，但是大卫坦言，自己
能做的还是有限，“中俄民间交流，还
有很多事可做”。

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后，大卫也
在考虑如何规划未来。他曾经想过读
博深造，但是疫情打乱了计划。现在的
他想要借此机会让自己停下来沉淀一
段时间，为未来做好充足的准备。

多样化教学实践
实现教学相长

萧乾说：“我从1930年在北京就不断教西方
人华语。他们最欢迎北京人教。因为四声发音准
确，尤其喜欢懂得英语语法的北京人。我教过大
使馆参赞和洋商。当时还协助一位丹麦女汉学家
孟泰夫人译过几卷《东华录》……”

萧乾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可以用“多样化”
来概括，他的教学不拘泥于课堂，也并非严格意
义上一对一的语言辅导。比如说，他给外国客人
当导游，在陪同游玩的过程中教授这些人汉语，
顺带也普及点中国文化，介绍些风景名胜。这些
客人中，有美国小说家马尔匡，有已故捷克汉学
家蒲沙克等。再比如，他通过书面翻译、口头阅
读讲解经典文集的形式教授汉语。

这里不得不专门提及和萧乾一起编辑《中国
简报》 的美国人。这个美国青年名叫威廉·阿
兰，起先在北京跟萧乾学习北京话。后来，阿兰
迷上了这个东方古国，还决定将母亲给他用来在
亚洲旅行的旅费，悉数用来办一个介绍中国的刊
物。于是，阿兰和自己的汉语老师萧乾一拍即
合。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1931年 6月 1日 《中
国简报》 周刊问世了，发行人是威廉·阿兰，文
艺版主编是萧乾。萧乾的具体工作是写一些有关
中国新文艺如鲁迅、郭沫若等作家作品的介绍，
并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向西方英语
世界予以介绍推送。

虽说彼时的萧乾因生计所迫，不得已才充
任了“对外汉语教师”这一职业角色。但是他

凭借自己深厚的中英文功底，在开展汉语教学
活动的同时，也积极试笔，成功地向世界介绍
了中国的历史、文学、语言和文化，展现出中
国现代文学的新样态，也极大地提升了自身的
英语水平和文化识见。可以这么说，萧乾在汉
语教与学的积极互动中，在与“学生们”一起
读经典、写文章、编杂志的多样化过程中，真
正实现了教学相长。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
与对外汉语教学结缘

1939年初，作为香港 《大公报·文艺》 副刊
的编辑，萧乾正在滇缅边境从事战地报道工作。
初夏回到香港后，在厚厚一摞信件中，萧乾发现
了一封由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寄来的邀请函，
希望萧乾能前去任讲师一职，教授现代汉语，待
遇是年薪 250 英镑，旅费自备，先定一年合同。
由于条件太过苛刻，萧乾本打算放弃。当时主持
香港《大公报》的胡霖社长听闻之后，承诺垫付
旅费等资金，条件是写几篇欧洲战地通讯，这才
得以成行。

1939 年 10 月萧乾抵达伦敦，在东方学院教
中文直至 1942 年夏。关于在英国汉语教学的经
历，萧乾着墨不多。在教学内容和教材使用上，
萧乾基本上是沿用“前任”老舍 1924 至 1929 年
在东方学院时，所参与编纂的课本 《言语声片》
系列对外汉语有声教材，其中包括老舍亲自录音
的会话部分。

从老舍执教起，东方学院就是实用性和商业
化的。学院以学生为中心，尽量满足学生的各种
需求，且对于学员来者不拒。老舍当年的教学对
象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
太，下至十几岁的男孩女孩，只要交学费，就能
入学。能够成班上课的有军人和银行里的练习
生。军人既守规矩又很用功，因为政府对于军人
的汉语要求非常高。至于银行的练习生，只是来
混个资格。

萧乾在老舍离任后 10 年才来到东方学院。
当时正值二战，英国青年已应征入伍，所以萧乾
教的大多是超兵役年龄的“老学生”。据萧乾描
述，日常的汉语教学一般是个别讲授：比如教一
个苏格兰化肥厂的厂主，他把学点中文当作一种
高尚消遣；再比如教一个觉得懂点中文对将来做
主妇有用的姑娘。

萧乾曾详细介绍过自己在 1941 年，为贵格
会 40 名英国青年志愿救护队进行汉语培训的情
况。这批年轻人都是信仰上的反战主义者，不愿
意上战场打仗，英国政府只好让他们从事些非战
斗性的工作。他们志愿去中国战场从事救护工
作，走之前来东方学院参加汉语学习速成班，为
期约 40 天。教学地点是由贵格会提供的场所
——伯明翰郊区的一座仓库里，战时教学条件艰
苦由此可见一斑。

教学内容方面，萧乾没有提及学院要求针对
特定教学对象开设专门性的语言课，但是他也表
示，教授语言之外，还得根据要求做一些有关

中国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粗浅介绍。另外，尽
管手头有现成的教学材料，萧乾也必须针对学
生实际需求，有的放矢地开展教学，拿那些准
备入华从事救护工作的反战主义者来说，教授
一些基本的医疗救护方面的汉语词汇是必不可
少的。

日常汉语教学之外
向世界“推荐中国”

关于教西方人，特别是英美人汉语的方法、
经验方面，萧乾作过专门的论述。他认为直接教
学法最有效：就是一上来师生就讲所学的语言。
由于语法学习相对困难，萧乾还专门强调，对于
已受过高等教育的成人，比如伦敦大学的这些汉
语学习者，“有时借用一下西语的语法还是条捷
径”。在萧乾看来，学习汉语语法，完全可以比
照英语语法来进行理解和疏通。

作为现代中国早期置身海外的汉语教师，萧
乾跟老舍一样，在伦敦大学期间，不仅出色地完
成了汉语教学工作，也在教学之余积极开设语言
文学讲座，参加各类社会文化活动，借助广播电
视、书籍出版等媒介，积极地向世界介绍和宣传
中国。

1942年，教了3年汉语的萧乾，辞掉了东方
学院的工作，赴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1944年
6月，由于工作原因，萧乾终断了在研究生院的
学习，做了专职战地记者，并于二战结束后的
1946年回到中国。至此，萧乾正式脱下了对外汉
语教师的职业外套。

萧乾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教学的那
段经历，以及其为中国语言文化的海外传播所做
出的种种努力，给后来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萧
乾有刻苦努力的学习精神、有扎实深厚的语言文
字修养、有丰赡系统的古今中外文学知识、有创
造文学作品和特写战地通讯所练就出来的熟稔的
中文写作水平，还有自如转换的中英文互译能力
等，这些都是成就萧乾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重要
条件。

不过，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萧乾矢志不渝
的爱国情怀。因为有这样的情怀，他才会在听到
同吃同住、朝夕相处的 40 名贵格会救护队员学
生说：“中国人素来是爱和平的……我们愿意为
中国做点事。”便怀着感激之情，“就中国的语
言、史地、风俗习惯，尽我所能地介绍给他
们”。有此等情怀，又怎能担心成不了优秀的对
外汉语教师呢？

（作者系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

古书今读（七）

古书有陷阱 （上）——好多讳得避

在东汉
庄子为啥改姓严？

熊 建

书中情
何孜慧 （16岁）

作文角

俄罗斯青年大卫：搭建中俄文化交流之桥
吴鹏娟

大卫近照。

“沟通土洋”：

萧乾的对外汉语教学记
李 丽

中国现代作家萧乾曾在回忆录中说：“我的副业是沟通土洋。”他这里所说的副业指的是汉英翻译。殊不知

在英国教授汉语这一段不太为人所熟知的经历，也是萧乾“沟通土洋”生涯中，一抹不该被忽视的斑斓。

萧乾1939年摄于伦敦。
来源：百度

萧乾1939年摄于伦敦。
来源：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