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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年前，德国哲学家黑格
尔发出一句感慨：中国历史作家
层出不穷、历史著作连续不断，
这实在是任何其他民族都比不
上的。

这话没毛病。中国有深厚的
写史传统，古代史籍浩如烟海。
光看分类，就让人惊叹。《四库
全书总目》分史书为15类，即正
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
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
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
目录、史评。

排位第一的正史是中国历史
著作的主心骨。

每当王朝更替，新朝建立，
都要组织人力编写前朝史，是为
正史。这一叫法见于 《隋书·经
籍志》，到清代备齐了二十四
史，从 《史记》《汉书》 直至

《元史》《明史》，历时 1800 多
年，共3200多卷，4700万字。

二十四史开始几部不是国家
行为，都是个人写作，后来得到
国家承认，才立为正史。到唐朝
开始把正史列入官修，国家出
面，征集史料，选调学者，设置
总裁、编纂官、监理、提调、缮
写、校对等一系列职位，成了国
家级的文化工程，参与其中者，
多为一时俊杰。

比如北宋的宋祁，写过“红
杏枝头春意闹”这样的名句，被
誉为“红杏尚书”。宋仁宗时，
他和欧阳修一起撰写 《唐书》，
历时17年修完。为区别五代时期
修的 《旧唐书》，就称为 《新唐
书》。修史的时候，宋祁工作发
生调动，他就带着书稿去了成
都。每晚吃完饭，他就拉下帘
子，点上蜡烛开始写。“远近观
者，皆知尚书修 《唐书》 ”，成
为一时佳话。

正史的编纂体例都是纪传
体，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
为中心内容。此外，还有 《左
传》《资治通鉴》 为代表的编年
体史书——以时间为中心，按
年、月、日编排史实。

编年体最早起源于中国，是
周代史官创造出来的。《左传》
完 善 其 体 例 ， 东 汉 荀 悦 《汉
纪》 创断代编年体，北宋司马
光则成通史编年体。其他编年
体史书，还有起居注、日历、
实录等。

像 《资治通鉴》 这样一部时
间跨度长达 1362 年的编年史，
因它只是逐年记述，好像账簿
一样。一件事情如果连续发生
好多年，想了解某事全貌，便
要翻阅好多卷，挑着拣着找，
很不方便。

为解决这个困难，南宋的袁

枢就把分散在《资治通鉴》不同
年份的同一件事的材料集中起
来，编写出 《通鉴纪事本末》。
纪事本末这种体裁就此诞生——
以说清具体事件为主，不以年
代、人物为主。

回过头再说二十四史，其
内容丰富，是万象兼备的百科
全书，最有价值之处莫过于原
创性——因其据以编写的原始
材 料 ， 包 括 档 案 、 实 录 、 家
传、碑志、行状等，多是反映
某一朝代史实的最早记载。后
来原始材料多不存世，得亏正
史得以流传后世。

正因为保存史料多，二十四
史卷帙浩繁，所谓“一篇读罢头
飞雪”。前人想表达“情况复
杂，头绪繁多，不知怎么做起”
的意思，往往就引用清代作家李
宝嘉的话：“尝苦一部二十四
史，不知从何处说起。”

对此，南宋学者朱熹有自己
的观点。

有学生问他读史之法时，朱
熹说：“ 《资治通鉴》 难看，不
如看《史记》《汉书》。这两本书
里记载的事情多有贯穿，同一件
事散见在本纪、列传、表、志之
中。《资治通鉴》 是逐年记事，
一年一年看过去，很多事情交织
在一起，不容易找到某一件事的
头绪。”

学生请他具体谈谈“正史是
怎么一件事多处说的”。朱熹
说：“拿刘邦赴鸿门宴这件事来
说吧，《高祖本纪》 和张良、灌
婴等人的传从不同角度叙述，意
思详尽，读起来让人心情欢洽，
容易记住。《资治通鉴》 是在一
年的某一处说到这事，没说完就
去说别的了，预知后事如何，得
去下一年找，记性好的人才能看
得下去。”

朱熹的见解有道理。读史，
先读正史，收获会更显著一些，
这是正史的特点决定的。他还
有一个读史总纲：“先读 《史
记》，再读 《左传》，再读 《资
治通鉴》，有余力就读全史。”
有余力的人当是不多，但这种

“先重点后一般”的读法是适合
大多数人的。

据新华社电 （记者杜 鹃）
第二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
文秀全英大区赛日前在线上举
行。经过角逐，3 名选手将代表
英国参加全球决赛。

来自英国 23 所中小学的 237
名学生参加了幼儿组、少儿组和
少年组 3 个组别的个人秀和团体
秀比赛。

比赛分为中文听说读写和
中华文化技能两大类，参赛形
式包括朗诵、脱口秀、书法、
歌曲演唱、器乐表演、武术、
绘画等。小选手们通过提前录
制的视频，展示他们的中文水
平和学习汉语的乐趣。经过角
逐，比赛选出 3 个年龄组个人和

团体秀前 3 名以及 3 个单项奖，
莱瑟斯、尼古拉·阿舒尔科夫、
米洛·沃特斯 3 名选手将代表英
国参加全球决赛。

英国文化协会代表香农·韦
斯特在比赛前致辞说，中文是一
门非常重要的语言。他欣喜地看
到，在英国，大中小学生都有机
会参加汉语比赛。

“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
秀由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
合作中心主办，2021 年启动，
面向 5 岁至 14 岁的外国在校学
生，旨在为他们提供展示中文
能力的舞台，激发他们学习中
文的动力并为其持续学习中文
打下良好基础。

本报电 日前，由国际儒学联
合会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共同主办
的2022年“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
师资班”开班。

据介绍，此次师资班为期13
天，以线上方式举办，共有来自
中国、摩洛哥、巴基斯坦、瑞

士、埃及、印度、英国等24个国
家的160余名学员参加。

据悉，师资班举办 12 年来，
共有来自世界各国的 800 多名
学员参加了培训，在世界各地播
下了国际友好交流和文明互学
互鉴的种子。 （贝 文）

我对每年的
暑假，都印象深
刻，但去年的暑
假尤其难忘。

回想当时的
情景，我望着车
窗外渐渐远去的

教学楼和绿油油的足球场，再
低头看看在派对上被泼成落汤
鸡的自己，突然意识到充实而
紧 张 的 一 学 期 终 于 结 束 了 ，
2021 年的暑假开始了。冥冥之
中，我预感到这将是一个不平
凡的假期。

每一次离别都在夏天。我
最好的朋友大卫在暑假之后就
要离开荷兰，去往柬埔寨了。
他待人友善，是我结识的第一
个外国朋友。奈何人生没有不
散之筵席，分别前，我们一起
到我俩最喜欢的游乐场开心地

疯玩了一通。临别时，我送给
他一块精美的和田玉印章作为
纪念，并在心里默默祝愿他一
切顺利。

和大卫告别过后，我也踏
上了期盼已久的回国之旅。

随着飞机降落在哈尔滨太
平国际机场，我和妈妈的眼角
都泛起了泪花。虽然我提着两
个沉沉的大行李箱，但依然以
最快的速度下了飞机。

我 们 需 先 在 酒 店 进 行 隔
离，但因为期待接下来和亲戚
朋友的相见，我第一次那么开
心地做完了暑假作业。

我至今记得，隔离结束后
回家的场景。望见老家屋中灯
光的那一刻，我觉得无比温
暖。终于见到了亲爱的奶奶和
爷爷，一直只能在视频里出现
的他们就在眼前。奶奶的头发

更白了，爷爷走得比以前慢了
许多。溜走的时光，在他们身
上留下了印迹。

我回到儿时读书的母校，
见到昔日教我的老师们，看到
熟悉的花草树木，仿佛又回到
了童年。那时，我和好兄弟酣
畅淋漓地玩游戏、打篮球，喝
着清凉可口的饮料，吃着香香
的红肠。

回到家中，躺在久违的床
上，我的眼泪默默地流了下
来。离开家乡时，我还是一个
懵懂的小孩，再回家乡时已是
一个懂得离别之愁的少年了。

别离是常态。时间过得飞
快，又到了和日夜思念的故乡
与短暂相聚的亲人说再见的时
候了，我们踏上了飞往荷兰的
飞机。

回到荷兰，望着窗外的树

木，和亲人相聚的一幕幕浮现
在脑海中。故乡的亲人永远是
照亮我心田的一缕阳光，给予
我温暖，鼓励我前行，期待再
次归乡的那一天。

（寄自荷兰）

为期两周、1500 余名英国中学生参加
的“汉语桥”英国“中文培优”项目学生
线上夏令营日前闭营。其间，分布在 11 个
中国城市的 16 所中方院校围绕“熊猫与动
物园”“运动与现代生活”“校园生活”“历
史与文化遗产”四个主题，为英国学员提
供了直播授课、视频游览、民俗体验、音
乐晚会、家庭参访等多样化的中文教学形
式和文化体验。

“在线学习安排密集，学生有机会、有
时间进行专注的互动式学习。他们非常喜欢
和中国同龄人交流，与中国人说中文时也非
常兴奋，这为学生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提
供了有效窗口，让他们对中文和中国文化有
了更直接的体验。”参与该项目的一所英国
学校的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领略中国城市独特风采

城市探访直播活动是本次线上夏令营的
重头戏，受到不少英国学生的青睐。

夏令营开营第二天，在直播视频中，有
着深厚文化底蕴的重庆靓丽登场，灵动秀丽
的山城美景映入大家眼帘。跟随主持人的脚
步，热辣的火锅、诱人的串串、喷香的小面
等一一亮相，让学员们直呼，“一定要早日
到中国品尝美食”。

领略过重庆的独特美景，学员们跟随
浙江师范大学的主持人，线上“云游”杭
州——欣赏中国茶艺并与英国的茶文化进行
对比；到实体直播间一探主播风采并了解其
运作模式。融汇了古老与现代气息的杭州，
不仅给学员们留下深刻印象，还让其发出

“迫不及待地想要到中国”的感叹。
“云游”的脚步不停，当巧夺天工的铜

车马、闻名世界的兵马俑等出现在直播视频
中时，学员们在未来中国城市游览计划中，
再添一城——西安。在 40 分钟的主题直播
中，主持人带领英国学员云游了西安城墙、
永兴坊、兵马俑、长安十二时辰和大唐不夜
城等名胜古迹和知名景点，让大家领略了西
安作为古都的厚重与繁华。

北京是此次夏令营城市探访直播活动
的最后一站。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主持人
从文化入手，带领学员们沿着中轴线走近
北京，从永定门到正阳门，从天安门到景
山……大家直言感受到了北京的历史魅力
和勃勃生机。

在镜头中展现出不同特色的中国城市，
让远在英国的学员立体、直观地了解了中
国，感受到了现代与传统相融的独特魅力。
正如一名学员所言：“‘云游’中国活动不
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文的理解，还让我们
近距离走近了中国。”

不少学员也纷纷在直播现场留言，表达
“想到中国看看”的愿望：“我们爱中文，爱
中国人，希望能到中国实地看看。”

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相结合

在此次夏令营活动中，中文教学无疑是
重点。参与的各所中方院校都组织了优秀的
教师团队，将中文教学和中国文化教学结合

起来。通过两周的沉浸式学习，英国学生不
仅对中文产生了浓厚兴趣，还对中国文化有
了更深入了解，更是通过中文听说练习提升
了中文交际能力。

在“中文诗歌与节日习俗”文化活动课
上，作为“汉语桥”英国“中文培优”项目
的参与院校，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师聚焦中秋
佳节，从“圆”的形状出发，带领学员了解
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的来历与习俗并向其介
绍各式各样的月饼。英国学员纷纷表示，第
一次知道月饼有如此多的口味可供选择，也
了解了中秋节所承载的文化信息。

今年是云南师范大学第二次参加英国
“中文培优”项目，该校国际汉语教育学院
相关负责人表示，学院着力打造全方位沉浸
式语言+文化线上体验，希望通过多元互动
的丰富活动，让英国学员提升语言技能，开
拓文化视野。

在云南师范大学举行的结营典礼上，来
自3所英国学校的学生代表表示，跟着中国
老师和语伴一起学习讨论，提升了自己的中
文水平，增进了对中文、中国的认识。这也
是不少参加夏令营的学员的共识，很多学员
在结营后能用中文表达自己入营两周的收获
更是有力佐证。

感受真实、立体、生动的中国

2016年9月，英国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中
文教学项目“中文培优”项目 （MEP），支
持英格兰中学中文教学，并确立了明确的培
养计划。到目前为止，已培养了不少优秀中
文人才。作为该项目的重要环节，每年参与
该项目的学生会在掌握一定中文基础后，参
加访华夏令营进行集中研修。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2021 年的夏令营通过线上平台举
办，今年仍延续了线上模式。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在今年夏令营
开幕式的视频致辞中表示，帮助两国民众特
别是青少年学习对方的语言，一直是两国教
育领域的重点工作之一，希望英国学生通过
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过去、读懂中国的现
在和未来，与参加夏令营的中国学生分享成
长经历、建立真挚友谊，并在合适的时候到中
国实地感受一个真实、立体、生动的中国。

虽然只有短短两周时间，但参加夏令营
的学员表示收获满满。一笔一画书写汉字，
一词一句练习对话，制作创意百出的熊猫折
纸作品，分享屏幕两端的校园与家庭生活，
唱响心灵相通的动人乐曲，探访横跨古今的
中国历史名城……每一个瞬间，都给学员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该培优项目的主办方之一，伦敦大
学学院校长迈克尔·斯宾塞表示，希望参加
夏令营的学员通过两周的学习，将来更喜欢
学习中文，更了解中国文化，交到更多的中
国朋友。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副主任静炜表
示，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在汉语水平
考试 （HSK） 中取得好成绩，使用中文流利
对话，了解、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思维方
式和哲学文化，成为中国与他们各自国家之
间的教育文化交流使者。

1500余名英国中学生参加线上中文夏令营

汉语为桥“云游”中国
张赫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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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 ，
“汉语桥”英
国“中文培
优”项目学
生线上夏令
营闭营。

图 为 夏
令 营 期 间 ，
英国学生在
上课。

在西南交通大学的家庭探访活动中，四川省都江
堰市万汇学校的2名学生在练琴。

北京语言大学主讲老师熊湘懿 （左） 带领北语附
小的同学在故宫直播。

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培优”项目课堂中，英国
学员在展示“汉服鉴赏与绘画”作品。

北京语言大学中外教师直播探访位于北京前门的一
家书店。

（本文配图均由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