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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是第二
十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
冠军。

回望我的中文学习之路，感慨良多。18
岁那年，我到中国学习，第一站是广东的一
座小城。当时的我几乎不会说中文，听大家
讲话常常是一头雾水，但我还是被中国文化
迷住了，就下定决心要学好这门语言。那时
候，我很喜欢广场舞，也喜欢中国菜。虽然
阿姨们说的话中，很多我都听不懂，但是能
感受到她们的热情。

还记得刚开始学中文时，我会感到孤
单，因为周围学中文的同学还不是很多。当
我参加“汉语桥”比赛时，认识了来自世界
各地学习中文的朋友，收获了珍贵的友谊，
也不再觉得学中文“孤单”了。

中国文化丰富多彩，每个中文学习者都
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点，比如中国传统艺术、
中国饮食文化等，对什么感兴趣，就去学什
么。这样，就会有更多学习中文的动力，也
会形成独特的学习方法。

我的兴趣点是中国传统乐器，尤其爱古
筝。让我感到幸运的是，遇到了带领我进入古
筝世界的伯乐——韩冷老师，不仅教我弹奏技
巧，更让我了解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渐渐
明白，每首古筝曲目都包含着独特的故事，演
奏者要通过弹奏声音的大小、弹奏速度等去表
达这些故事，而不只是把音弹准。弹奏古筝让
我更加了解古代中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随着我中文水平的提升，参加“汉语桥”比
赛成为我的梦想。2019年，我参加了“汉语桥”
比赛并获得了“旧金山赛区”的第二名。还记
得 2019 年春天的那个下午，我紧张地等待着

“汉语桥美洲旧金山赛区”评委老师给的分
数，当我听到老师说“第二名：李晓雨”时，开

心极了。同时，我也下定决心要再次参加“汉语
桥”比赛。

2021年，我再次站上“汉语桥”比赛的
舞台，一路过关斩将，终于斩获全球总冠
军。那一刻，我最想说：“汉语是一座桥，在
隔岸等着我的是一个美好的中国。”

如今，我学中文已逾7年，更让我自豪的
是，我成为了一名中文老师。从去年秋天开
始，我在“希望中文学校”教中文，教学对
象是中学生。由于学校采取的是沉浸式中文
教育，学生接触中文的时间长，有时候我感
觉他们的中文表达能力比我还要好。看着学
生们用流利的中文交流，我感到特别欣慰。

我想告诉大家，学中文不但不会孤单，
还会让你的人生变得丰富。

（作者系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中文教育专
业博士研究生）

对学习和教授中文的人来说，4 月
20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联合国
中文日。

我从 1978 年上大阪外国语大学汉语
系开始学习中文，已有40多年的学习经
历；1988 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学回
国，开始在大阪大学教中文，到现在也
有30多年了。多亏学好中文，我才能在
世界各地有那么多的可以用中文交流的
好朋友。我的中文生涯是跟中国的改革
开放一起走过来的，可以说，我的人生
是离不开中文的人生。我时时刻刻感觉
到，中文越学越有趣、越教越有意思。

我们外国人学中文，或者说教外国
人中文，过去中国国内最通用的说法是

“对外汉语教学”，进入 21 世纪随着汉
语教学的国际化与汉语本身的国际化，
这 个 名 称 改 为 “ 汉 语 国 际 教 育 ” 或

“国际汉语教育”。从 2019 年 12 月在湖
南长沙召开的“国际中文教育大会”
起，“国际中文教育”这个名称开始沿
用。正如去年 7 月 1 日实施的最新规范
标准，就叫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
等级标准》。名称的变化体现了概念的
变化。

在联合国中文日这个特殊的日子，

我想强调“在外汉语教学”的特色及其
存在价值。“对外汉语教学”与“在外
汉语教学”表面上只差一个字，但这两
者在本质上有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如
果把在国外开展的汉语教学简称“在外
汉语教学”，那么就会有无数个小类，
如在日汉语教学、在美汉语教学、在韩
汉语教学等。比如说，我所从事的在
日汉语教学，首先第一个大前提就是
我们在非汉语环境即日语环境下进行
汉语教学。学生只在教室里能接触到
汉语，一出教室，周围的世界就是自
己的母语——日语环境了。还有，我们
的学生都是清一色的以日语为母语的本
地学生。更值得强调的是，在日本从事
汉语教学的老师历来都以日本老师为
主，像上世纪 70 年代末，我开始学习
汉语时，教我的老师中，虽有几位老华
侨，但多数是日本老师用日文编写的汉
语教材开展教学。

现在，虽然中文为母语的老师的比
率提高了，但基本情形没有很大变化。
可以说，日本这样的中文教学历史传统
正意味着“在日汉语教学”的本土化在
很多年前已实现。

在我看来，如果中文要走出国门成
为国际语言，实现本土化非常重要。尤
其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学生不能到
中国留学、游学，只能在本国学习中文
的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的本土化更为
重要。

我们都知道，学好一门外语能打开
一扇新的门。学好中文，我们就可以拿
到一把能够打开通往中国以及世界的金
钥匙；学好中文，就可以和世界各地说
中文、懂中文的人交朋友，能够用中文
和他们进行双向交流；学好中文，人生
会变得丰富多彩、精彩缤纷。上述这些
正是学习和教授中文最大的乐趣和意
义。希望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学习中
文、学好中文。

（作者系日本大阪大学教授、世界汉
语教学学会副会长）

认识一个汉字，就像认识一个人。
假如汉字会说话，它会告诉你：汉字，
蕴藏着中国人对天地万物的体验与认
知，蕴藏着古人的智慧。爱上汉字的不仅
仅是中国人，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投入巨大
精力探讨汉字的古今演变；他的学生林西
莉所著的《汉字王国》风靡全球；美国人斯
睿德用心研究汉字，创办了汉字字源网，
被称为“汉字叔叔”；日本人京盛在“我
与汉字”演讲大赛的舞台，讲述他与汉
字“京”的不解之缘……

正值第13个“联合国中文日”，汉字
“一”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来和大家共同
庆祝这个节日——

我是汉字“一”，没有汉字比我更让
人一目了然，也没有汉字比我更苗条。
如果我做一个90度的旋转，就像阿拉伯
数字的“1”了。我是最小的正整数，常
用来表示人或事物的数量。

我是一个指事字。那么，问题来
了，什么是指事字呢？指事字是一种抽
象的造字法，也就是当人们没有或不方
便用具体形象画出来时，就用一种抽象
的符号来表示。大多数指事字是在象形
字的基础上添加、减少笔画或符号。

在人类文化中，我被赋予万物之始
的意义，即世间万物都从“一”开始。

我不是一个多音字，如果查找新华
字典，我的读音只有一个，是“yī”。
但是，在中文口语中，我可以读第二声
和第四声。这里涉及到“变调”——人
们在说话时，字和字连起来，其中有一
些音节的声调会互相影响，从而发生改
变，这种现象就称为“变调”。

我是最简单的汉字，却充满丰富的
意义——从顺序的开始到第一、一流
等。当我作形容词时，可以表示“全”

“满”，比如“他出了一身汗”，“一身
汗”就是“满身汗”的意思。我还可以
作副词，放在重叠的两个动词中间，表
示行为、动作短暂，比如“听一听”“想
一想”。此外，我还有“如果”的意思，
人们常用“一旦”“万一”表示假设。

我还要为大家介绍清代文学家陈沆
的一首《一字诗》：

一帆一桨一渔舟，
一个渔翁一钓钩。
一俯一仰一场笑，
一江明月一江秋。
在这首 《一字诗》 中，一共出现了

10 个“一”字。诗中的“一”字，在不
同的句子中，有“数量一”“满”“全”
等意义，而且发生了变调，绘声绘色，
很有诗情画意。

我是一个常用字，我能组成的成语
有很多，比如，一呼百应、一言为定、
一表人才、首屈一指、背水一战、千钧
一发等。其中，我最喜欢的成语有两个。

第一个成语是“一字之师”。这个成语
典故出自唐朝。唐朝有个和尚，法号叫作
齐己。有一次，他写了一首诗，叫《早梅》，
其中有这么两句：“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
开。”诗人郑谷认为这首诗意境很好，情致
也很高，相较“数枝”，改为“前村深雪里，
昨夜一枝开”，更能体现“早”之意。齐己虚
心接受了郑谷的建议。因为郑谷只提出一
个字的修改意见，所以叫“一字之师”。后
来，诗文经过改换一个字后更为完美，往
往称改字的人为“一字之师”。

第二个成语是“一鸣惊人”。这个成语
典故来源于战国时期，楚庄王统治朝政3
年，没有发布一项政令。于是大臣问他：

“有一只鸟3年不展翅、不飞翔，也不鸣叫，
这是什么鸟呢？”楚庄王回答：“虽然还没
飞，一飞必将冲天；虽然还没鸣，一鸣必会
惊人。”半年后，楚庄王就大刀阔斧整治国
家，最终称霸天下。后来就有了“一鸣惊
人”这个成语，比喻平时没有突出的表现，
一下子做出惊人的成绩。

希望大家都能遇到自己的“一字之
师”，在学习中、工作中也能“一鸣惊人”。

我是汉字“一”，是你们的好朋友。一
字一世界，一字一乾坤！让汉字成为一个
纽带，带着你走进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

在第 13 个“联合国中文日”到来之
际，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下称“语合中
心”）与中文联盟携手举办第三届“国际中文
日”活动，主题为“中文：共筑美好未来”。从

“呼之欲出”到“走向行动”，短短几年，这个在
“联合国中文日”基础上延伸出来、由中外民
间社会自发组织的语言类节日，就显示出了
旺盛的生命力。当然，要想把它从全球中文学
习者、爱好者、使用者周期性仪式化亲近和体
验中文的重要节日，培育成世界知名语言文
化类节日，还需在强化节日共性、深化品牌塑
造方面多下功夫。

首先，秉持固定理念并确定年度主题。
理念是文化、价值和精神层面的标识，长年
使用、稳定不变。比如，“汉语桥”品牌

“汉语为桥、天下一家”的理念，就颇能激
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和心理认同。主题则可以
变动不居，每年提前确定一个，体现中文的
与时俱进。第一届“国际中文日”尚无主
题，第二届的主题是“中文：创造无限机
遇”，今年的主题是“中文：共筑美好未来”，都
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接下来，可考虑通

过全球征集和专家评选方式，确立一个既能
体现中文独特文化内涵、又能承载世界各国
受众普遍期待，同时也简洁流畅、方便流行的
词语，作为“国际中文日”秉持的理念或宗旨。

其次，统一设计使用节日徽标。徽标是
标识独特身份、强化受众印象的重要载体。
推出具有美学色彩、文化内涵，且易识别、
易记忆的“国际中文日”徽标，有助于增强
节日的传播力。同样，这一徽标也可以通过
全球征集和专家评选方式来确定。

第三，培育骨干或精品项目。连续三
届“国际中文日”的活动内容丰富、项目
繁多，涉及国际中文教育各环节以及学术
研讨、文化活动等各相关领域，极大彰显
了节日的开放性、包容性。同时，推出并
长年主打几个骨干或品牌项目，使节日和
项目固定联系、一体传播也很有必要。比
如，通过竞赛吸引受众、培育品牌、扩大
影响是语言类活动的通行做法。目前，全
球已有英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别
类中文作文、书法大赛，但尚缺乏统一设
计举办的世界性大赛。须知，汉字作为一

种优美、古老的文字，不仅具有书写方面
的实用价值，更具有独特艺术价值，非常
适合举办书法大赛。相关大赛也会激发各
国受众积极参与的意识，成为“国际中文
日”乃至整个国际中文教育的知名品牌。

第四，统筹支持和示范引领。中国是中
文的母语国，肩负着配合支持各国开展中文
教育的责任，通过语合中心等专业机构统筹
设计、支持和服务“国际中文日”义不容辞。
同时，借鉴韩国设立“韩文日”、俄罗斯设立

“俄语日”等做法，可考虑通过官方确认等方
式，将每年谷雨日——也是“联合国中文日”
和“国际中文日”，定为中国的“中文日”，这
有助于鼓励国内民众爱护、学习和认同中
文，也有助于增强“国际中文日”的影响力，
形成“中文日”矩阵。

随着全球学习和使用中文的人越来越
多，加之精心培育和积极推动，“国际中文
日”必会成长为一个世界知名的语言文化类
节日。

（作者系大连大学英语学院讲师、曾任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

“你也喜欢这个歌手？”“对啊！对啊！”
“你知道吗？他还有一首歌，名字是……”从
克劳迪亚和胡索妮两名学生的对话中，我能感
受到他们难以掩饰的开心。这是最近发生在我
所教授的中文中级学期课课间的一幕。按照惯
例，每次课间我都会为学生播放中国歌曲，既
为了放松调整，也为了提供更多中文输入。像
克劳迪亚和胡索妮两名学生一样，借助中文，
开启友谊之门的故事在中文课堂中并不鲜见。

记得刚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工
作时，我教的第一个中文强化班共有14人，学
生中有一名年龄较长的知名法学教授。一次课
间，我问他课程感受，没想到旁边的大学生说，
教授学得很好，我们需要加快节奏，老教授听
了开心大笑。他说，虽然知道自己会学得比别
人慢一些，但会继续努力。于是在课间，常会见
到教授找不同的学生答疑解惑，大家也很乐于
提供帮助。这样一来，整个班的凝聚力倒是更
强了。

此后，学生们一起参加了到中餐馆体验
用中文点餐等活动，教授因为热情开朗加上

丰富的阅历，分享了很多经
验。比如，班里有一位西班
牙姑娘遇到了学业困惑，教
授得知后专门找她聊了聊，
给了这名姑娘很多帮助。教
授告诉我，他很享受回到校
园的感觉，大家相互学习、
一起进步，氛围很好，也感
谢 我 的 耐 心 指 导 。 但 我 认
为，我更应该感谢他，为我
在维也纳的中文教学开了个
好头，让我通过他看到了大
家对中文的热爱。

学生卢卡斯也通过中文
课堂收获了宝贵的友谊。他是卢森堡人，有
一天突发奇想决定学习中文，于是报名参加
我们的课程。此时他不知道的是，一个叫菲
利普的刚从中国青岛回来的德国小伙子也做
了同样的决定。二人的友谊从进入中文课堂
开始。我并非他们的第一位中文老师，但是
接手这个班时，同事告诉我，不能让他俩坐
在一起，因为课堂有可能会活泼得过了头。
事实证明，果然如此。即使受疫情影响，课
程转为线上，两人还是隔空互动，反倒活跃
了课堂氛围，提高了学生们的课堂参与度。
卢卡斯告诉我，要不是上中文课，他结交不
到这样的挚友，而中文学习也让他们的友谊
有了更丰富的连接。

也许这正是中文学习的魅力，世界各地
的人因中文而相聚，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在课上，大家携手探索中文的奥秘；在课
后，分享彼此的经历感受，有了更多元的对
中文和中国的认识。

（作者系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中文
教师）

中文是打开通往中国
及世界的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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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培育“国际中文日”品牌
张 鹏

“学中文并不孤单”
李晓雨

李晓雨在美国家乡的一个小
镇弹奏古筝。

李晓雨在美国家乡的一个小
镇弹奏古筝。

中文搭建友谊之桥
史佳妮

史佳妮（右一）在中文教学课堂上。

2010年，联合国新闻部宣
布启动联合国语言日，倡导并
促进6种官方语言 （汉语、英
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
拉伯语）在联合国的平等使用。
其中，“中文日”定在中国农历二
十四节气的“谷雨”，以纪念“中
华文字始祖”仓颉造字的贡献。

今年 4 月 20 日是第 13 个
“联合国中文日”，中国驻外使
领馆、中文教育机构等开展了
相关纪念和庆祝活动。中外语
言交流合作中心与中文联盟也
携手举办了第三届“国际中文
日”活动，和来自世界各地的
中文学习者、爱好者共同庆祝。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
全球共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开展中文教育，76个国家将中文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中国以外正在学习中文
的人数超过 2500 万，累计学习
和使用中文的人数接近2亿。中
文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本
版邀请在海内外从事中文教育
的专家、一线教师以及在海外
的中文学习者等，请他们讲述
中文带来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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