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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歌学中文

来自土耳其的留学生天水和中
文 的 故 事 始 于 音 乐 。 在 她 读 高 中
时，常用音乐缓解学习压力，偶然
间 听 到 了 中 文 歌 曲 《同 桌 的 你》。

“当时我并不知道歌词是哪种语言，
但是旋律很打动我。”这是她和中文
的第一次接触。

为了理解中文歌词的意思，天水
通常先看英文歌词，再将其译成土耳
其语。她一边听，一边跟着唱，慢慢
地走进了中文世界。

天水的中文学习故事并非个例。
日前，由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
的“唱歌学中文”短视频挑战赛落
幕，比赛期间，来自全球各地的中文
学习者和中文歌曲爱好者展示了唱歌
学中文的成果。数据显示，“唱歌学
中文”话题播放量超过了1700万。

大学生比赛组中，来自俄罗斯喀
山联邦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孙佳图丽
娜·法丽达带来的 《菊花台》 让人眼
前一亮。在她看来，学习中文不仅要

学习语法和词汇，还要了解其背后
的文化。“通过中文歌曲，我们能更
好地了解到中文的音律美和其中的
意境。”

通过学唱中文歌曲学中文，是不
少国际中文教育从业者认可的有效学
习方法。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奥地利维亚纳大学孔子学院将语言知
识和文化趣味结合起来，推出线上栏
目《唱中文》，旨在通过推介中文歌曲，
梳理相关中文知识点及相关词汇，为
学习者补充多样化、有趣味的中文学
习材料。

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音乐具有很强的沟通能力，以

“语言教学或者学习”的角度进行素
材推选，可以为学习者打开一个新的
世界，提升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读诗学中文

“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
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7岁的毛毛开始了每天的唐诗打卡。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中文学校
去不了了。虽然待在家里，中文环境
比之前更浓了，但提升孩子的中文学
习兴趣却更难了。”家住美国洛杉矶
的李女士回想起因为孩子抵触中文而
发愁的那些日子，“当时真的很沮
丧，也有点束手无策”。后来，国内
的亲戚朋友给她提建议——也许可以
从诵读中国古诗词入手。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李女士和孩子制订了唐诗打
卡计划，让她没想到的是，效果出人
意料地好。

“ 刚 开 始 时 ， 我 会 一 边 带 着 他
读，一边播放诗歌的讲解视频。渐渐
地，他被诗歌的意境所吸引，就自己
跟着视频读，现在已经能背诵近40首
唐诗，最重要的是有了学习中文的动
力。”李女士说。

通过学习中文诗词提升中文水
平，也是来华留学生唐曦兰的学习窍
门。在读大二时，接触中国现当代文
学后，从小就对诗歌很感兴趣的她不
仅进入了中文诗词世界，而且喜欢上
了中文诗歌创作。在唐曦兰看来，诗
歌的节奏感强，很容易背诵，还可以
了解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

广西师范大学越南留学生段芳花
的心得是“每每读懂一首诗，我对汉
语的敏感度就会提升一些，想象力也
会更丰富一些”。

她还记得 2017 年的一次中文课
上，老师讲杜甫的 《茅屋为秋风所破
歌》，读得很慢却很动人。“一下子把
我带进了瑰丽神奇的唐诗世界。从
此，我与唐诗结下了美丽的缘分。”
段芳花说，“唐诗是中国文化的瑰丽
遗产，是中国带给世界的宝贵艺术财
富。诗人把个人情怀与家国情怀寄托
在诗句中，词语的精雕细琢让我陶
醉，情感的深沉厚重更是深深打动了
我的心灵。”

看剧学中文

来自尼日利亚的南开大学博士生
韩懋宇有一件很自豪的事——看完了
12部《乡村爱情》 系列电视剧。“我
没去过东北，但听我说中文，应该
能听出来有东北口音。”韩懋宇坦
言，学东北话是“希望自己和别人
不一样”。

他记得第一次接触东北话是看到
《欢乐喜剧人》 这个综艺节目时，节
目中的不少选手是东北人，用东北话
讲的搞笑段子让韩懋宇觉得有趣。后
来，他看的东北喜剧作品越来越多，
在不知不觉中就爱上了东北话。对韩
懋宇来说，学习方言既是爱好，也是
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的一个有效
途径。

对塞尔维亚姑娘叶莲娜来说，中
文影视剧不仅是她的学习教材，还改
变了她的生活。2006 年，机缘巧合，
她 看 了 中 国 电 视 剧 《风 云 雄 霸 天
下》，被剧中的故事情节所吸引，便
下定决心要学会中文。“雄”成了她
最先认识的汉字，“雄霸天下”成了
她最先会写的4个汉字。

即使时隔多年，叶莲娜依然记得
电视剧中的具体情节。正是通过这部
电视剧，她爱上了中国文化，也为日
后到中国留学埋下了种子。

相关专家表示，通过观看中文影
视作品学中文可以使海外中文学习者
从中了解到中华文化，了解中国人民
的生活，从而更好地调动他们的学习
兴趣。对教师来说，在教学中引进中
文影视作品，可以活跃课堂氛围，让
课堂变得生动有趣。但需要强调的
是，影视作品的选择要匹配学习者的
中文水平，难易要适中。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时光匆匆，不知不觉，
2020 年就和我们说再见了。
这一年是多么让人难忘啊！

记得2020年1月时，我们
舞蹈班的同学们还在兴高采
烈地排练着大型舞蹈“鼠年
闹春”，大家信心满满地准备
参加西班牙马德里华星艺术
团一年一度的春晚演出。突
然有一天，老师告诉我们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春晚
演出被取消了。于是，鼠年
这个春节就不能像往年一样
热热闹闹地庆祝了。

谁又能想到，这个病毒
很快席卷全球，西班牙也开
始采取封城等抗疫措施。

2020年3月，我开始上网
课。从一开始的不安到慢慢
适应，这段经历注定难忘。
两个月后，我参加了中文学
校组织的网络夏令营。疫情
期间，我每天听三国演义和
疫情小故事，温故知新，在
知识的海洋里遨游，一直到
暑假结束。

2020 年 9 月，我再度回
到心心念念的教室。但是这
一次，我们得全副武装，每
天戴着口罩，学校全部开窗
上 课 ， 大 冬 天 冷 得 我 直 发
抖，但是，我们也要坚持完
成学业。

2020 年 12 月，学校放寒
假了。可就在圣诞节前夕，
90 多岁的太爷爷永远离开了
我们，而且因为疫情，我们
不能回国，只能在远方遥寄
哀思。

元旦那天，我在家拉响
了小提琴，希望用琴声敲响
新年的大门。

新的一年来了，希望病
毒能远离我们，希望我们继
续保护地球家园，更希望能
摘掉口罩，自由玩耍。我多
么希望今年夏天能去沙滩，
看 美 丽 的 风 景 ， 在 海 边 游
泳，更希望能回国看望爷爷
奶奶和外公外婆。

让我们共同期盼疫情消
散、春暖花开。

（寄自西班牙）

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故事。同拼音
文字相比，形音义结合的汉字，其形
体如何表意？汉字表音的符号与意义
有关吗？一个汉字同时可以兼有两个
相反的意思吗？这些都是面向来华留
学生讲解汉字可能面临的问题。

聚焦汉字字形故事

汉字构形特点是其表意文字的重
要标志。比如，上边儿“竹字头”，下
边儿“毛”两部分组成的“笔”，直接
呈现上边竹子做的笔杆儿、下边毛做
的笔尖儿这一“毛笔”的形象概念。
同样，用“上”“下”两个字套合，组
合 会 意 出 既 上 不 去 、 又 下 不 来 的

“卡”的抽象内涵。
随着汉字形体演变，其表意性更

多浓缩于表意度高的部首。正如，目
字旁“目”和四字头“罒”，前者表示
眼睛，后者则表示罗网。“目”作为构
字成分拼合组成的字不少，意义大都
与眼睛相关。一些是与眼睛有关的名
词，比如眉毛的“眉”；部分是与眼睛
有关的动词，比如伯乐相马的“相”、
反省的“省”；还有一部分则是与眼睛
有关的形容词，比如盲人的“盲”、家
庭和睦的“睦”等。

以上例子中，伯乐相马的“相”，
意思是仔细看；反省的“省”，意思是
检查，这些都需要教师在教学环节强

调这些汉字收于部首“目”部的原
因。家庭和睦的“睦”，由“眼目和
顺”发展为和睦的意义，也需要教师
启发学生展开联想。

探寻汉字字音世界

汉语中一个方块字记录一个音
节，这正是汉语同音字多的原因，也
是汉字学习的难点之一。穿插一些字
音和意义间的故事，构建“音”“义”
之桥，可以提升来华留学生汉字学习
的效率。

可以通过“同源字”概念形象解
读。这些字，读音相同或相近，意义
相近或相关。比如，“坐”和“座”，
坐下的“坐”的对象是座位的“座”，
也就是说，从读音相同、相近的角
度，两个字的读音是相同的，而且意
义上有关联，表示事物名称座位的

“座”，是表示动作、也就是坐下的
“坐”的对象。类似的例子还有秉持公
正的“秉”和手柄的“柄”，“秉”持
的对象是手“柄”；畏惧的“畏”和威严
的“威”，威严的“威”是畏惧的“畏”的对
象。再比如，厅堂的“厅”和“听说”的

“听”两个字，“厅”堂是用来“听”人谈话
的地方；亭子的“亭”和停止的“停”两者
的关系是，亭子是方便人们歇息停靠的
地方。

也可以运用“右文说”理论推理

阐释。形声字不仅形旁表示意义，声
旁有时也和意义有关联。典型的例子
是“青”作声符的字，往往和没有遮
拦、清楚、细致等意义有关，比如清
澈的“清”、眼睛的“睛”以及精细的

“精”等。

揭秘汉字意义联系

语言是变化发展的，汉字作为记
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亦不断满足汉语
发展的需要，一些新字产生，也有一
些字渐渐消亡。在这一发展历程中，
总有一些汉字承担着“兼职”的工
作，同时兼有几个意义，兼具几个词

性。正如“一把把把把住了”中的
“把”，4个意义，4个词性。

分析一个字兼有相反意义的情
形。比如，向图书馆借书的“借”和
借书给他、借钱给人的“借”，前者是
借进来，后者是借出去，在动作的方
向性上是相反的。

解读意义相反、读音变化的例
子。以睡觉的“觉”为例，好好睡
一觉的“觉”和大梦初觉的“觉”，
这个字不同读音所表示的意义正好
相反。前者表示睡眠，而后者表示
睡醒。

以上例子，都是同一个汉字形
体，音同或音异，却具有两个相反意
义的代表。该类汉字意义的教学，我
们可以适当联系英语或其它语言中的
相关例子，提升学习效率。比如说，
我们可以举英语中的例子来强调说
明，汉语中的“借”，既可以表达借出
去，也可以表示借进来，兼有 lend 和
borrow 两个方面的意义，具体的意思
还需要结合上下文语境。

形、音、义三要素结合的汉字，
字音、字义承袭汉语而来，字形是汉
字的本体。因此，聚焦字形，读准字
音，比较字义是来华留学生汉语课堂
讲解汉字故事的重要教学步骤。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教授）

本文配图由作者提供

古人在竹简上写字，用什么工具？一些影视剧想当然地就让
演员拿小刀，一笔一笔地刻。嗯，他们拍摄时不感到疑惑吗？用
刀刻繁体字，效率是多么的低下啊。

诚然，甲骨文、金文这种以坚硬耐久的材料为载体的文字，
用刀加以契刻，是合乎逻辑和事实的。但不能因此就推定古人也
是在竹简、木牍上刻字的。

这种误解不是今天才有的。唐代学者贾公彦就说了：“古代没
有纸笔，用刀刻字。”宋人王应麟进一步说：“古代没有纸，用书
刀刻在竹简上，这就叫削。”甚至近代有的辞书也说：“古简牍用
竹木，以刀代笔，故曰刀笔。”加上有个常用词“刀笔吏”，人们
多误以为是以刀做笔的小吏。

这些误解，随着出土文物的增多，已经被彻底否定了。首
先，到目前为止，出土的竹简木牍上的字，没有用刀刻的，全是
拿毛笔蘸墨汁写的。

其次，近年有不少以竹管或木枝制成的毛笔实物出土。1954
年，长沙古墓中发现的战国笔，是现存最古的毛笔。笔管与套均
为竹制，兔毫的笔头。

还有考古学家认为，笔的历史应追溯到史前时期，因为在河
南仰韶和西安半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发现的彩陶，其上的花纹
和符号，都是用毛笔所画。那时的毛笔不一定是像后来的毛笔那
样，以兔毛和竹管制成，但必然也是以某种动物的毛扎在某种质
料的管上，而以墨汁或其他色素的液体来绘写的。所以，用毛笔
书写的传统，必是在目前尚不清楚的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第三，古代文具中也是有刀的，叫书刀，是整治竹木以备书
写以及从简牍上删改文字的一种重要工具，好像今天的修正液、
涂改液。古人写错字了，或者旧简重用，表面原有的文字得先刮
去，可用普通的刀，但有时也用一种特别设计的“书刀”。

给 《汉书》 作注解的颜师古就说了，蜀地盛产书刀，尤以广
汉郡出品为最著名。民国学者罗振玉就收藏过一把广汉书刀。

刚才提到刀笔吏，再多说两句。刀笔吏是古代底层官吏的代
称，在实际工作中的职责大概就是负责传抄公文、整理案牍。

处理大量的文字材料，完全凭借刀笔吏个人的心力，而一旦
出错，责任又非常重大，所以做刀笔吏的，需要认真负责的态
度。一旦风云际会，刀笔吏中也能出大人物。其中最有名的当属
萧何。他是秦国的一个刀笔吏，史书上说他当时庸庸碌碌，没有
发现有什么奇异之处。

后来，刘邦率军进入咸阳以后，其他将领都忙着抢夺金银珠
宝，连刘邦自己都被皇宫的奢华所吸引，躺在秦始皇的床上不肯
下来。

唯独萧何，跑去收集地图、户口簿等文件。有了户口簿，就
能知道天下有多少青年男丁，可为以后征兵做准备；有了地图，
便能知道秦帝国的粮仓分布，以后打仗不用为军粮犯愁。相信萧
何的这种意识，就是长年从事文书工作的刀笔吏经历带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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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紫璇近照

书于竹帛 （中）——用什么写

刀笔吏就是以刀做笔？
熊 建

2020 年 6 月，李华和毕业生
分享中文教学方法。

中文可以这么教
李 华

“你的中文学习秘诀
是什么？”

“听歌学中文”“抄
写中文歌词”“学方言”

“背中国古诗词”“看电
视剧”……海外中文学
习者的答案可谓五花八
门。虽然选择的学习途
径不同，但他们对中文
的热爱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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