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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这是清代学
者戴震阅读《说文解字》得出的结论。但他并不满
足于此书，还怀疑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讲解得不够全
面。于是，戴震又去找朋友借来 《十三经注疏》
读，才明白欲探求一字之义，应当遍览群书。

这套让戴震彻底开窍的《十三经注疏》可了不
得，那是过去读书人心目中地位最高的经典。

今天一提经典，使用得有些宽泛。过去，长期
习惯把儒家一些重要著作视为经典，称之为“经”。

“经”是什么意思呢？许慎 《说文解字》 说：
“经，织也。”清代学者段玉裁注解说，经是指织布
时的竖线，只有先把竖线排好，才能用横着的纬线
织出布来。古人由此引申认为，儒家思想及其有关
著作是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根本保证，是官方意识
形态的核心，因此称为经。东汉班固在 《白虎通
义》中进一步发挥说，经是“常”“常道”的意思，
指永恒不变的道理。所谓离经叛道，指离开经的范
畴，就是背叛正道。

事实上，把典籍称之为经，并不始于、限于儒
家著作。《庄子》《国语》等书中提到，先秦时期的
经书并非专指儒家著作，庄子就把墨子的著作称为

《墨经》。
随着思想文化的发展，王朝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才逐渐把经书限定于儒家的重要典籍。也就是说，经
典是官方选择的结果。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朝廷确
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从此儒家思想
及其著作便上升到“经典”地位了。

那么十三经是怎么形成的？十三经不是一开
始就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 6—7—9—12—13 的
过程。

先有的是六经。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主要
流传 6 种文献典籍——《诗》《书》《礼》《乐》

《易》《春秋》，称为六艺，后来称为六经，主要是
儒家在推崇，并声称是孔子删定的。《乐》 在战国
后期就失传了，所以汉武帝时只立了其他5 部书的
五经博士。这些博士都是对其中某一部书进行专
门研究的学者，他们还开课收徒，传授一家一门
的解释。

由于汉代官方标榜“以孝治天下”，加上孔子地
位上升，所以东汉时，在五经基础上加入 《孝经》

《论语》，变为七经，作为读书人的必读书。
到了唐代，出现九经之说，包括 《诗》《书》

《易》《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
谷梁传》《春秋左氏传》 9 部书。之前的 《礼》 和

《春秋》都一分为三，把古代阐述经义的书籍都包括
到经的范围里了。同时，《论语》《孝经》也是要求
读书人必读的，称为“兼经”。

唐文宗年间，朝廷下令把九经和 《论语》《孝
经》《尔雅》都刻在石碑上，总共12部书，称为十二
经。这些经书刻石就是“开成石经”，共114石、228
面，所刻 12 部儒家经书，共计 160 卷、65 万多字，
有“石质图书馆”之美称，目前保存在陕西西安碑
林博物馆。

到了宋代，学界把《孟子》也提高到经书的地
位。宋哲宗时期的科举考试中，就包括 《孟子》
了。从此儒家经典变成十三经了。

这 13 部书，真是标靶式著作，汉朝及以后的
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注解、阐释工作，称为注或
笺。到了唐宋时期，因为时间久远，当时人对于
汉代人的注解也看不大懂了，于是一些学者不仅
注解经传的正文，而且对前人的注解也进行了注
解和阐发。这些注解的注解，称之为“疏”或

“正义”。
南宋以后，有人把十三经和比较好的注、疏合

刻在一起，形成一套书，就是《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各书篇幅大不相同。长的如《春秋左

氏传》，也就是《左传》，将近20万字；其次是《礼
记》，将近10万字。最短的是《孝经》，才1800字，
因为太短了，以至于科举考试一般都不考它。但给

《孝经》做注解的人，在《十三经》所有注家里地位
最高，就是唐玄宗。

围绕这 13 部书，中国古代读书人投入了太多
的精力去研究、校补、注释、阐发，写了很多叠
床架屋的著作，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经部书籍。《四
库全书》 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收书 3400 多
种，而经部书就有 1700 多种，占据了半壁江山，
足见 《十三经》 在古人心目中、在传统文化上的
重要地位。

立体式教材助力线上教学

从儿时起，“中国制造”这个词就
深深地印在了喜欢中国电影的朱娜迪
的脑海中。成年之后，她也常用中国
制造的产品，还是中国体育的忠实粉
丝。“我非常敬佩中国在体育方面取得
的成就，中国体育健儿在历届奥运会
上取得的成就，让同为亚洲人的我们
感到骄傲。”朱娜迪说。

此次“中文+职业技能”培训是朱

娜迪第一次学习中文，专业内容跟物
流相关。在培训过程中，授课老师将
物 流 相 关 概 念 如 电 动 叉 车 、 堆 垛 机
等，用动态图表现。与此同时，将其
功能以及在生产场景中相互关联的应
用通过动画的形式展示，这样让学习
者既直观了解了其样子，也了解了它
们如何工作，帮助学习者同时掌握中
文和相关职业技能知识。

值得一提的是，教材中涉及到的操
作技能全部匹配了对应的3D视频，就如
同学习者亲自在仓库里操作一样。

朱娜迪表示，虽然是远程网络学

习，但这种立体式教材提升了学习体
验，令她受益匪浅。“如今，我已经能
用中文说出物流行业相关词汇和基本
流程。”朱娜迪说。

既教中文也教职业技能

西蒂·艾沙觉得自己能参加此次培
训“非常幸运”，因为他学习中文的愿
望由来已久。但在培训期间，由于印
尼中部连日暴雨，艾沙所在地区的网
络信号变得极不稳定。为了顺利完成线
上学习，他只能长途跋涉到网络信号较
好的区域。“通过培训，我了解了中国的
文化、语言、礼仪等，也学到了职业技
能，希望将来也能和教我的老师们一
样，成为一名专业教师。”艾沙说。

此次培训也让尼聂克·马金提感到
“特别兴奋”。“被选为此次培训的参与者
之一实在太开心了，因为培训和我的专
业相关。我既想了解中国职业教育的发
展现状，也想了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水
平。”马金提说。

书写汉字和用中文制作演讲视频，
是马金提在培训中比较发怵的事。一开
始，他只能借助直尺将汉字写得横平竖
直且费时极长。培训一段时间后，马金
提已经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工工整整地书
写方块字了。“我还学到了很多其他方面

的知识和技能，比如书法艺术、中国的
职业教育状况等。”

加深对当代中国的了解

当伊娃·索菲亚收到可以参加本次
线上培训的通知时，高兴得几乎跳了
起 来 。 作 为 印 尼 物 流 工 程 课 程 的 老
师，她一直期待学到更多物流管理方
面的知识。虽然语言是不小的障碍，
但 是 中 方 老 师 友 好 、 耐 心 的 教 育 方
式，很快就让索菲亚进入到良好的学
习状态中。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索
菲亚觉得自己增长了见识、扩宽了思
路，也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我感谢
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向中国老师学习，
希望有一天可以到中国亲身体验其宽
广和美丽。”索菲亚说。

因培训为线上模式，为了增强教学
的交互性，中方教师团队通过短视频、
虚拟工作场景、词汇立体化、游戏等教
学手段提升了学员的中文运用能力。

学员们表示，培训让他们“爱上了
中国”。印尼教育界人士表示，此次“中
文+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在课程参与度和
教学效果两方面都获好评，在学习过程
中，学员们既领略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拓展了国际视野，也增进了对中国日新
月异发展的了解。

身为华裔，中文对我来说十分重
要。记得刚开始接触中文时，我对这门
语言不好奇也没热情。但随着时间推
移，对中文所承载的中华文化的理解加
深，我对其有了浓厚兴趣。在学习中文
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

魅力，也爱上了可爱可敬的中国。
柬埔寨端华学校是我的母校，历史

悠久，也是我开始学习中文的地方。在
端华这个“家”里，除了学习知识、掌
握本领外，我也结交伙伴、参加活动，
记忆非常美好。

如 今 ， 我 又 有 了 一 个 温 暖 的
“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有幸
申请到中国政府奖学金，从而让我有机
会在这所大学完成我的学业。为了入校
后学习顺利，我提前做好了“来华学习
计划”。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只能进
行线上学习。

上网课是一大挑战，和老师只能隔

着电脑联系，但师生间的情谊并未因距
离而减少。开课之前，为了避免学习环
境受到影响，我做了充分准备，从技术
上保证手机流量充足，从心理建设上调
整好心态。但还是遇到了困难，受限于
网速，每节课都需过几个坎儿。

虽然上网课遇到了挑战，但通过网
络课堂，我认识了新的朋友和具有丰富
教学经验的老师。同学之间在课堂上互
相切磋、并肩成长。网络课堂之外，大
家也常联系，结下了友谊。总结线上学
习的收获，我发现自己学到了很多新知
识，也提升了中文水平，能用相对流利
的中文口语表达心中所想。

7个多月以来，各科老师像一位位辛
勤的园丁，为学生解知识之惑，教学生
为人处世之道。虽有距离阻隔，但我感
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温暖。

能到中国留学是我的幸运。壮美的
山川大河、热情善良的中国人、温暖渊
博的中国老师……我期待早日踏上中国
的土地，亲身体验这一切；期待走在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校园中，看到“真
正”的教室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同学；
更期待学有所成，为中柬两国的友谊贡
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柬埔寨留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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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职业技能

钱钟书先生在 《谈艺录》 中曾言：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
未裂。”意即：中国和世界各国，尽管存
在语言、文化、社会、风俗、习惯等种
种差异，但人类的思想、情感及审美都
会有共通之处。当然，由于东西方文化
的不同，各自的生活环境不同，相同之
中又有相异之处。当“中国梦”成为激
荡神州大地、承载海内外中华儿女梦想
的热词之时，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热
爱中国语言文化的世界各国友人，对

“中国梦”充满认同，也有独特体悟。
他们中，有“50 后”“60 后”“70 后”，
也有“80 后”“90 后”“00 后”。他们都
曾和中国有过或亲或疏的接触——在中
国生活与工作，在中国留学或在中国旅
行过。

在马来西亚的“50后”戴小华女士
的眼中，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且包容、
融通，在不同的文明中，跨越各种障
碍，促进了不同种族、不同国家间的相
互理解与欣赏；韩国的“60后”朴钟渊
多年来带学生到浙江义乌进行文化贸易
体验，认为中国价值观中的“天道酬
勤”与“见利思义”正是义乌成功走向

世界的秘诀；喀麦隆的“70后”捷盖酷
爱中国传统艺术，如相声、京剧、变脸
等。他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正向全世界传达着“和为贵”“和而
不同”的精神；土耳其的“80后”哈比
眼中的中国人打太极很慢、写书法很
慢、喝茶很慢，但是，打乒乓球很快，
做生意很快，中国的高铁更快！“中国速
度”改变了中国，也正在改变世界；泰
国的“90 后”金雨豪因一部 《还珠格
格》迷上故宫，在他眼中，故宫是人文
与历史的荟萃；日本的“00后”大堀理
绪小时候来过北京，她眼中的中国，是
浓浓的烟火气，是舌尖上的中国味道。
她希望寻味知源，了解中华美食背后的
精彩故事。

还有一些青年，为了心中的“中国
梦”，开启了探寻中国语言文化的奇妙
旅程。

来自埃及的小伙儿王笑天，热爱中
文和中华文化。在他看来，如果能把

“中国梦”的理念带回祖国，让每一位埃
及人心中都有一个“埃及梦”，那么埃及
人民就会更加团结一致，他的祖国就会
更加富强。为此，他希望采访百位中国

人，把每个被采访者的“中国梦”通过
影像和文字的形式带给他的同胞，希望
他们也能拥有“埃及梦”。

来自印度的小伙儿李伟舒热爱排球
运动，排球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
分。中国女排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精
神，是他梦想的动力源泉。出于对中国
女排精神的热爱，他来到中国学习中文
和医学。他的“中国梦”是希望成为中
国女排的队医，为女排队员缓解伤痛。

来自美国的小伙儿申一鸣热爱中华
文化，因为喜欢“一鸣惊人”这个成
语，他给自己起名为“一鸣”。从一名大
学英语外教到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他觉
得，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让自己前途

无量。现在的他，通过新媒体社交平
台，用英语向全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用
中文向中国讲述世界故事。

来自泰国的张玥从小对中国充满向
往，她的“中国梦”是希望成为中国人
的妻子，让中国成为自己未来的家。而
今，她已经读完博士，继续留在中国学
习与生活。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用最朴
实真挚的情感，讲述着自己与中国的点
点滴滴。走近他们，会发现世界各国友
人正和我们一起奔跑在追梦路上，书写
着属于他们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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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容财在上网课。

日前，为满足印度尼西亚职业院校在职教师“中文+职业技能”的学习需求，由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中国—东盟
中心、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共同主办的2022印尼“中文+职业技能”本土师资培训在线上举办。

此次培训历时9天，开设“中文+物流管理”“中文+电子商务”“中文+计算机网络”3类专业课程，由承办方之一的南
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谢永华带队授课，其中，中方授课教师达20余人。来自印尼100多所职业院校的887名学员参
加，印尼教育文化部为完成培训的学员授予学分。

学员们表示，此次培训不仅体验了书法、剪纸等中华传统文化，也了解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概况以及中国物流、电
商、计算机网络等行业现状，希望未来能到中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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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日前，汉语桥“一分钟·中国行”系列
活动第三期“一分钟·谁是‘带货王’”创意视频征集
评比活动落幕。本期活动涵盖美食推荐、好书推
荐、民族服饰推荐、有趣万物推荐4个方面。自1月
17日活动开启以来，世界各地高校、中文爱好者等
积极参与，共收到来自埃及、美国、泰国、巴基斯
坦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49个视频作品，选手们
用中文展示了他们最想“带货”的美食、书籍、服
装等。

据悉，本次活动由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
办，评选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
其中一等奖被授予“中文之星”称号。

（于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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