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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叶伟宁进入喀麦隆雅温得
第二大学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在第一节
中文课上，来自中国的中文老师通过表
演双口相声和学生打招呼，这让第一次
接触中文的叶伟宁觉得特别有趣。“世界
上竟有与我的母语如此不同的语言，我
对这门语言充满好奇，希望能跟着老师
进一步学习中文。”

课上，老师们给学生讲解汉字的写
法，教授中文日常用语；课下，老师们
和学生围坐一起，通过分享视频和图
片，展示中国的秀美风光与大好河山，
并鼓励他们未来到中国读书深造。这在
叶伟宁的心中埋下了一粒种子，“希望将
来有机会，能到中国看看”。

2017年，26岁的叶伟宁通过了留学
申请，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到开封入读
河南大学，开启了新的学习生涯。入校

后，他将自己的中文名“叶伟宁”改为
“刘汴京”。“刘，和中文中‘停留’的
‘留’谐音，‘汴京’是开封在古代时的
名称。”这个独特的名字寄托着他对开封
深厚的感情。

用豫剧演绎精彩人生

在河南大学国际汉学院学习期间，
刘汴京积极参与各类文化活动。一次，
他和同学在开封市豫剧院学习豫剧《花
木兰》，表演者精美的服饰和剧中动人的
故事深深打动了刘汴京。活动结束后，
他主动找到豫剧院的老师，希望能学习
豫剧。

机缘巧合下，刘汴京认识了已学豫
剧多年的中国小伙刘子杰。每周，他都
抽出时间到刘子杰家里学习豫剧。“子杰

会给我讲解豫剧中的经典选段，碰到一
些繁难的词汇，他还会结合历史典故进
行讲解，以帮助我理解。”

通过刘子杰的介绍，刘汴京还拜其
老师为师。

《穆桂英挂帅》《大登殿》 ……谈起
豫剧，刘汴京如数家珍。他认为，豫剧
的精髓不仅仅表现在表演者在舞台上的
一招一式，还表现在独特的唱词。在学
习豫剧的过程中，他的情绪也常跟着故
事的展开而起伏。“剧中的故事不仅让我
对社会和人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还让
我反思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

5 年来，因为学习豫剧，刘汴京结
识了不少朋友。在校外，他和喜欢豫
剧的老师及同学在各地参加演出。对
他来说，和豫剧结缘后的每个瞬间都
弥足珍贵。

学好中文是基础

豫剧诞生并且兴盛于河南，不仅承
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还体现了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刘汴京表示，想学好豫
剧，离不开中文学习。

他最常使用的中文学习方法是“听
教材”。为了给自己的中文语感“保
鲜”，他保持着每天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
社出版的 《发展汉语》 配套录音的习
惯，在听的过程中，他会大声跟读，并
记录下听到的生词。在刘汴京看来，提
升听力水平对语言学习至关重要。在中
文学习过程中，多听既可以丰富自身词
汇量，又可以通过模仿发音提高中文口
语水平。

除了自己所修的课程，刘汴京还到
新闻与传播学院“蹭课”，学习一些中文
发音技巧和朗读妙招。随着中文水平的
提高，他在豫剧表演中，咬字愈发清
晰，对剧目内容的理解也更加到位。

总结自身中文学习经验，刘汴京认
为有三步——学好汉语拼音、多做听力
练习、勇敢用中文交流，最重要的是离
不开日复一日的练习和巩固。

对于未来，刘汴京可以确定的是，
会在学习豫剧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学
习中文和豫剧，这两件事是我目前最喜
欢做的。为自己热爱的事业付出努力与
汗水，坚持到底，我感到幸福和满足。”
刘汴京如是说。

●产后40多天，第一次
登上汉语教学的课堂

在成为汉语教师之前，我和先生施
光亨就有缘接触了外国留学生。北京大
学中文系当时就有留学生，他们专修两
年汉语后入系跟中国学生一起上课。那
时，上课没有教科书，老师讲课，学生
记笔记。而要让留学生完全听懂古代汉
语、文学史等课程并记下笔记谈何容易！
所以每个留学生都有固定的中国同学进
行辅导，每周两次。我和光亨是匈牙利同
学的辅导员，我辅导的女同学叫巴琼妮。
她聪明、努力，但各科笔记仍难免有漏记
的，也有诸多疑难问题，我每次要花几小
时答疑，帮助她补记。其他人的情况大都
如此，这项义务工作让我们对外国人学习
汉语有了一些感性认识。

1961年，我们本科毕业。那年，教
育部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拔出国教汉
语的储备师资，要先学 3 年外语。我和
光亨学的是阿拉伯语，3年后到北京语言
学院工作，开始了我们漫长的汉教生涯。

我到校报到不久，就生下了女儿，
产后在天津由姨母照料。不料刚过 40
天，我就收到学校的电报，令我立刻回
校，说新来的阿尔及利亚学生急需懂阿
拉伯语的老师。当时，孩子如何抚养还在
商议之中，要我马上回校令我措手不及。
焦急中，发现姨母家附近有一个为地质队
员设立的托儿所，可以收托婴儿。虽然不
舍，但最后还是狠心把孩子送到了托儿
所。就这样，我在休假 46 天后回到北京，
第一次登上了汉语教学的课堂。

那时，老师基本都住校，有家的也
只在周末才能回去，因为从早到晚都是
工作时间。白天课时很多，每晚必去学
生宿舍辅导，关注学生学习、生活状况。

●在从事国际中文教育工
作的过程中，收获了友谊和成
就感

改革开放后，汉语教学更加规范，
我们也有条件把主要精力投入教学、科
研事业。我们和志同道合的伙伴总结实

践经验，编写了多部教材和辞书。光亨
在东京外国语大学任教时，发现新闻阅
读课大都是临时选些报上的消息作为教
材，而新闻的时效性强，不能重复使
用，也无法总结提高。他提出一个新思
路——把教材按内容分为20个专题，如
访问和会谈、政治、经济、卫生、体育
……选出各专题常用的词语和句式，编成
阅读短文和练习，讲解时注重引导学生掌
握各类新闻的语言特色及理解路径，而不
仅仅是让学生读懂某篇报道。为此，我们
编写了《新闻汉语导读》一书，其日文、韩
文注释本在日本、韩国出版。

退休前后，我和光亨合作主编了
《汉语教与学词典》，从教学实际出发，
提供较多用例，并有“比较”和“提
示”。2011 年，该书初版印刷 5000 册，
很快售罄，2014年已再版。有的年轻同
行说，他们就是怀揣这本词典出国任教
的，它提供的释义和比较的实例减轻了
他们备课的压力。

光亨还编写了《汉语口语词词典》，
遵循先师王力先生早年提倡的原则：注
重研究中国人“习而不察”但外国人却
以为特别之处。如一位日本教师说汉语
十分流利，水平不低，可他却不明白为什
么中国人常说“看你说的！”“说的”应该听
啊，怎么能“看”？作为资深教师，他又不好
意思问人这样看似简单的问题。读到光亨
对这个惯用语的解释，他恍然大悟，说解
决了他长期以来的疑惑。

在从事国际中文教育工作的过程
中，我们也收获了友谊和成就感。光
亨曾对年轻同事说，教师要像鲁迅怀
念的藤野先生一样从教、为人、关爱
学生，多年后，学生可能不记得你的
名字，但却记得有一位使他铭感终生
的中国老师。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们到埃及艾
因·夏姆斯大学任教时，所在的系是全
非洲唯一的中文系。而现在不仅埃及，
全非洲的中文教学都有极大发展，其中
很多系科是我们的学生亲手建立的，有
的学生还当了系主任。我们所教的第一
届学生穆赫森·法尔加尼博士成为著名
汉学家，翻译了中国古代经典作品《道
德经》《四书》《战国策》《列子》《孙子
兵法》《离骚》 及大量现代文学作品，
先后于 2013 年和 2016 年获得“中华图
书特殊贡献奖”和“中国阿拉伯友好杰

出贡献奖”。
这里还要插说一段小花絮。大约 20

年前，一名韩国学生拿了一张跟多国同
学的合影给我看，我忽然发现其中一个
女生酷似我当年辅导的巴琼妮，就问她
这个同学是不是匈牙利人？韩国学生惊
讶地问我怎么会认识照片上的人？我说
我认识的是她的母亲。后来证实，她果
然是巴琼妮的女儿，已经是第二代匈牙
利来华留学生了。

●女儿施正宇也在教留学
生汉语，已有 20 多年的教
龄，成了北大教授

如今，不仅有第二代来华留学生，
我们的女儿施正宇，那个因我紧急受命
早早被送全托的婴儿也在教留学生汉
语，而且已有20多年的教龄，成了北大
教授。

上世纪70年代初，施正宇每天放学
都会到北京语言学院主楼办公室来。一
天，两位老师正在录制一段跟孩子对话
的课文，见到她突发奇想：何不就让她
充当其中孩子的角色？女儿虽有些胆
怯，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

不久，一位老师跟几个阿拉伯学生
在校园里遇见女儿，就对他们说，你们
听到的录音里的孩子就是她！

改革开放前，来华留学生跟普通中
国人交往的机会还比较少，那些学生听
了很是兴奋，就用刚学到的句子问施正
宇“你几岁？”“上几年级？”女儿落落大
方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那次跟学生的对话，可以算作女儿
最初接触汉语教学的经历。后来她正式
入职北京大学，当了汉语老师，由于我
家有两个施老师，她有时就被称为“小
施老师”。在她开始从教时，我常常跟
她一起备课，指点一些注意事项，就这
样坚持了一个学期。如今，她正在钻研
汉字教学和国际汉语教学史，成了“教
二代”。

北京语言大学建校40周年时，我写
过一首小词《江城子》，虽系旧作，因其
代表了我的心声，在此作为本文的结语
吧：“喜闻洋人唱京腔，荧屏上，足风
光。司空见惯，热闹也寻常。谁知当年
坎坷路，甜酸苦，我辈尝。手植桃李渐
成行，鬓成霜，又何妨？华夏文明，唯
愿传四方。寄语新人齐奋力，风正好，
把帆扬。”

（王绍新，1964年起在北京语言学
院工作，其间曾赴埃及开罗艾因·夏姆
斯大学中文系任教，1998年退休。主要
著作有《课余丛稿》《汉语英语阿拉伯
语科技词典》《汉语教育学词典》《隋唐
五代量词研究》等。）

本报电 日前，浙江师范大学开展来华留学生参访团
“走进新疆 感知中国”主题活动。来自坦桑尼亚、喀麦
隆、土库曼斯坦、索马里、韩国等19个国家的20名来华
留学生走进新疆乌鲁木齐、喀什等地，深入乡村、企
业、博物馆等地，以实地走访、现场教学、情景体验等
方式，了解大美新疆。

“这里的水真甜，我想多喝几瓶！”在伽师县城乡饮
水安全工程参观现场，来自索马里的留学生韩磊品尝完
当地饮用水之后，连连称赞。

来自坦桑尼亚的留学生王晓乐是一名短视频爱好
者，在参访期间，他拍摄了大量素材，准备将真实美丽
的新疆分享给家人和身边的朋友。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新疆是一个好地方，充满活力
且文化底蕴深厚，我们还会再来的。”在返回浙江时，来
自肯尼亚的留学生叶书华与此次新疆之行认识的新朋友
一一合影留念。

（程松泉）

不好好读古书，可能会食物中毒。
《世说新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晋朝司徒蔡谟躲避

战乱南渡长江后的一天，见到一种十条腿的水生生物彭
蜞，以为是螃蟹，非常高兴，吟咏起先祖蔡邕所作《劝
学篇》中的话——“蟹有八足，加以二螯”，并命人煮来
吃。没承想，吃完后，蔡谟就上吐下泻，元气大伤，精
神萎靡不振。

后来，蔡谟跟朋友谢尚聊到这事，遭到谢尚的嘲笑：
“谁让你《尔雅》读得不熟啊，这不，险些给《劝学篇》害死。”

如果蔡谟熟读《尔雅》，就能在《释鱼》篇读到彭蜞
的有关记载，就能知道，彭蜞虽然也是“八足二螯”，但

“似蟹而小”，跟螃蟹还是有差别的。可见，读不读古
书，生活遭际也是有差别的。

故事里提到的 《尔雅》 是中国第一部词典，包含
2000 多个词条。书名中的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
思，合起来就是“近于正”，就是使各地方言、古代语言
接近正式语言。雅言就是当时的普通话，正式场合的通
行语。

先秦古书的作者，一般都面目不清，《尔雅》 也
是。前人有说是周公的，也有说是孔子门人的，都没有
确凿证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应该是秦汉时期
的小学家收集、整理、汇编前人训诂文献的成果，周
公、孔子的说法，都是依托之词。”这是合理可信的，
其中提到的“小学”指的是古时研究文字、音韵、训诂
的学问。

全书分为19篇，即：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
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
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

这19篇可分两大类，前3篇解释一般词语，区别不
十分明显；后16篇分类解释各种名物，每一篇内又继续
细分。比如《释亲》，解释亲属名称、社会关系，又分为
宗族、母党、妻党、婚姻四类。

《尔雅》这部书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被赞为“七经
之检度，学问之阶路”。研究训诂的、撰写注疏的，都以
其为依据，以至将之列入十三经，作为解释经书的工
具，号称解经的钥匙，推崇到极点。今天看，有些言过其
实，而且分类存在不科学之处，但它的价值不可抹杀：保
存了汉语词语很多古老的含义，可以用来解释先秦其他
古书——不必非得用来解经，是今天人们学习古代文献、
继承文化遗产的重要工具。没有这部书，不光一些先秦作
品很难理解，而且古汉语语义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也就
不容易把握和探索了。

比如我们今天常用的成语“如丧考妣”，什么意思？
《尔雅》在《释亲》篇的宗族类中提到：“父为考，母为
妣。”父母的这两种称呼，今天已经不用了，只存在古书
中。不读《尔雅》，“父母”难辨。

比如东汉学者张衡的名赋《东京赋》中有“鹎鶋秋
栖，鹘鸼春鸣。雎鸠丽黄，关关嘤嘤”这两句，读起来
简直不明就里。“鹎鶋、鹘鸼、雎鸠、丽黄”都是鸟名，

“关关、嘤嘤”皆为鸟声。这些词在《尔雅》里都有相应
解释。不读《尔雅》，鸟鸣难分。

因此，读通此书，再阅读其他古书就会轻松一些。
此外，《尔雅》 中还记载了许多有趣甚至奇怪的名

物。比如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里提到，小龙女的胳
膊上有颗“守宫砂”，可以验证女人是否为处子之身。这
是杜撰的情节吗？守宫又是什么东西？翻翻《尔雅》便
可知道，守宫又称蝘蜓，是壁虎的别名。《汉书·东方朔
传》颜师古注里也做过相关解释：“守宫，虫名也。术家
云以器养之，食以丹砂，满七斤，捣治万杵，以点女人
体，终身不灭，若有房室之事，则灭矣。”

如此一来，“守宫砂”的奥秘就搞清楚了，虽无科学根
据，但也不是瞎编出来的，而是一种古人的“科学”观念。提
供初始破解线索的正是《尔雅》一书。可见，该书包含着丰
厚的文化信息，是今天了解传统文化、古代社会的切入口。

《尔雅》在后世的影响很大，三国时期曹魏学者张辑
写成《广雅》一书，按照《尔雅》的结构，扩大解释范
围，收集了更多先
秦两汉对语义的训
释资料。此外还有

《埤雅》《拾雅》《比
雅》《毛 雅》《说
雅》《石 药 尔 雅》

《本 草 尔 雅》《骈
雅》《叠 雅》《别
雅》《羌尔雅》《番
尔雅》《佛尔雅》等
一系列“雅族”著
作，蔚为大观。

子
曰
诗
云

子
曰
诗
云

《尔雅》：

是古代词典，
也是吃货指南

熊 建

浙师大开展来华留学生

“走进新疆 感知中国”活动

喀麦隆留学生刘汴京学豫剧
薄圣仪

喀麦隆留学生刘汴京学豫剧
薄圣仪

◀刘汴京 （右）
参加 2019 年度河南
卫视 《梨园春》“擂
响中国”全国戏迷擂
台赛获奖。

大小施老师和两代巴琼妮
王绍新

薪火相传
——国际中文教育巡礼（3））

◀王绍新
（ 第 二 排 左
三） 在埃及艾
因·夏 姆 斯 大
学任教时和学
生合影。

◀2008年，
施正宇（左三）
在英国曼彻斯
特讲学，参观
当地一所开设
中文课程的小
学时留影。

记得我刚入大学时，听一位东欧汉学家的讲座，讲的是外来语“葡
萄”一词传入中国的历史。这位学者挺有名，学问也很高深，但他的
汉语口语却让人不敢恭维。欧洲的汉学研究历史很长，但直到20世纪
50年代初，能说地道汉语的外国人还很少。

如今却不一样了！在影视作品、文艺演出和日常生活中，常有外
国人用流利的中文侃侃而谈，他们是学生、记者、学者、游客甚或外
国政要。不但在国内，我们常能遇到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人，在国
外，也能遇到懂中文的外国人。中文的影响力越来越广既是中国快速
发展的结果，也是几代国际中文教育工作者辛勤耕耘的成果。其间甘
苦，一言难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