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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班固写完《汉书》，像今天写
完硕士、博士论文一样，设置一个致
谢环节，他会感谢谁呢？

首先，感谢父亲班彪。东汉初
年，班彪因病免官，专心从事历史著
述。因为司马迁的 《史记》 只写到汉
武帝，班彪采择前史遗事，搜集材
料，打算续写《史记》，做了65篇《后
传》，然后就去世了。在他的带动和影
响下，班固子继父业，继续修史，并
在《汉书》中采用了父亲著作的内容。

其次，感谢弟弟班超。永平五年
（公元 62 年），正当班固在全力写作
时，被人告发说他私修国史，被抓下
狱。班超快马加鞭赶赴洛阳，上书汉
明帝极力辩解，陈明父兄两代人几十
年修史的辛劳和颂扬汉德的意图。

汉明帝拿来书稿一看，叹为奇
作，下令释放班固，并宣召他来京师，
任命为兰台令史，准其利用国家藏书，
完成修史大业。班固这才得以凝神聚力
20多年，基本完成了《汉书》。

班超也是历史名人，投笔从戎、
出使西域的故事，家喻户晓。

第三，感谢妹妹班昭。永元四年 （公元92年），班固在官
场失势，得罪了人，又被人诬陷下狱，死在狱中。此时 《汉
书》还有8个表以及《天文志》没有写完。后来是班昭接手完
成，让《汉书》得以全璧示人——共120卷，起自汉高祖元年

（公元前 206 年），结束于王莽地皇四年 （公元 23 年），共记
229年史事，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第四，感谢前贤司马迁。《汉书》史料来源，以汉武帝为
分界，分成两个阶段。汉武帝之前，因为 《史记》 有完整记
载，班固就奉行拿来主义了，绝大部分采用 《史记》 原文，
文字略有精简，有些内容重新加以安排、剪裁。

这算抄袭吗？在古代不算。当时抄书是一项本领，治史
者必须学会抄书。何况班固也不是机械地抄。清代学者赵翼
分析过，汉武帝之前这段时期，《汉书》做了三方面增补：把

《史记》附入他人之传者，抽出来另立新传；在《史记》一些
人物传记中增加事实；在文学之士的传记中，增加他的文章。

第五，感谢前辈刘向刘歆父子。《汉书》里有一个非常重
要的部分叫《艺文志》，著录了约600部古书，1.3万卷，是当时的

“四库全书”。这部《艺文志》是西汉刘歆写的《七略》的删节本，
而《七略》又是刘向写的《别录》的删节本。刘向当年奉旨整理国
家收藏的图书，每整理完一本，就写个提要，总结主要内容，汇
集成书叫《别录》。刘歆把这些提要分门别类，加以简化，成为

《七略》。《别录》《七略》如今都看不到了。班固的讨巧引用，给后
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艺文志》 里著录的书大部分都
失传了，幸亏有这个目录，我们今天才可以对先秦学术有一
个粗线条的认识。

了解、学习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源头就是春秋战国时
期。我们今天说的百家争鸣，就在这个时期。先是儒、墨两
家为显学，两家下面各自分出很多派；然后，道家、法家、
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并起，人多、派多，今天大家都觉得
这是古代学术的黄金时代，是中国的“轴心期”。

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地图是什么样的？今天只能通过6种文
献来把握：《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

《淮南子·要略》《论六家要指》《汉书·艺文志》。前五种书，
只讲派别，不讲书籍；只讲各派的祖师爷，不讲徒子徒孙，
线条太粗。只有看《汉书·艺文志》，才能“一览众山小”，才
能“胸中有丘壑”。

最后，感谢后辈颜师古。班固是古文家，《汉书》的用字
特点就是多用古字，保存了很多古代语言文字、制度名物，
行文跟 《史记》 比起来艰深得多了，比较难懂。因此，差不
多从 《汉书》 一问世，就有注解跟上了。有统计，唐以前注
解《汉书》的有20多家。各家解释，各说各话。

于是，唐代学者颜师古受命为《汉书》作注，先把前人旧注、
各家歧说一一列引，然后从“师古曰”开始，下判断，对于旧说或
肯定或否定，有时自己还要重新解释。这么一来，基本上解决了

《汉书》的文字解释问题。
这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因此学界一直认为颜师古是

《汉书》一大功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说：“师古注条理
精密，实为独到，虽然有人批评，但他疏通 《汉书》 的成绩
在那儿摆着，真不愧是班固的功臣啊。”

为中沙文化交流贡献力量

来自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的
艾哈迈德·苏莱曼 （中文名张云飞） 是
冠军获得者。

为了学好中文，张云飞一直在努
力。在中文课上，他认真听讲、积极回
答问题；课下，他抓住一切机会练习中
文，比如，到中国餐馆了解中国饮食文
化，观看中国经典电影，跟中文老师语
音聊天等。随着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
解，张云飞越来越喜欢学习中文，也渐
渐爱上了中国。家人在他的带动下，也
喜欢上了中国。

对张云飞来说，汉字学习是不小
的挑战。但他不畏难，一有时间就练
习汉字书写，如今已能写一手工工整

整的汉字。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一、大二两

年，张云飞的每门课都取得了 A+的成
绩 。 如 今 ， 他 已 经 通 过 汉 语 水 平

（HSK） 4 级考试和汉语水平口语考试
（HSKK） 中级考试，也是沙特首个通过
HSKK中级考试的学生。他希望能尽快
通过 HSK6级考试，将来有机会到中国
读研究生。

几个月前，当他获知沙特要举办首
届“汉语桥”比赛时，就赶紧报了名。
在“汉语桥”赛场上，张云飞一展所
学，一路过关斩将，进入了决赛。在决
赛的第一个环节，他选取的演讲题目是

“天下一家”。“自古以来，沙特和中国
就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自信真诚
的演讲打动了评委。

张云飞说，参加“汉语桥”比赛
让 他 对 未 来 的 中 文 学 习 更 加 有 信 心

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沙
特人了解、热爱中国文化，也希望将来
能成为中沙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豫剧“首秀”打动评委

毛天佑同样来自阿卜杜勒·阿齐兹
国王大学。因为他的阿拉伯语名字发音
跟“毛”字的发音相似，中国老师就帮
他起了一个中文名——毛天佑。

在“汉语桥”才艺比拼环节，毛天
佑表演的是豫剧《朝阳沟》选段。虽然
他只学了不到一个月，但唱得有腔有
调、充满韵味，精彩的表演惊艳了评委
和观众。

毛天佑和豫剧的结缘源于偶然。
在为“汉语桥”才艺比拼环节选节目
时，辅导老师李博文最初和他商定的
是其他才艺展示，但毛天佑一直找不
到感觉。偶然的机会，李博文给毛天
佑听了一段豫剧，没想到毛天佑一下
子就喜欢上了豫剧的唱腔，并决定在

“汉语桥”才艺展示环节表演豫剧 《朝
阳沟》选段。

刚开始，毛天佑对《朝阳沟》的故
事背景和情节感觉很陌生，李博文便为
他讲解《朝阳沟》的背景故事，也鼓励
他查阅相关资料，比如这出戏里提到的
董存瑞、刘胡兰的故事。

豫剧行腔酣畅、抑扬有度，对毛天
佑来说，掌握好并不容易。不过他做事
认真执著，除了跟着李博文老师一句一
句地学之外，也会一有时间就投入到排
练中，光“坚决在农村干它一百年”这
句就连续练了一周多。努力终有收获，
毛天佑的《朝阳沟》表演获得了大家的
认可。

毛天佑表示，此次在“汉语桥”赛
场表演豫剧，打开了他的视野。今后，
他准备学更多的中国戏曲剧目，进而了
解中国戏曲文化。“希望能早日踏上中
国的土地，并到豫剧的发源地看看。”
毛天佑说。

中文诗歌赋予我力量

“在我看来，中文诗歌很优美，内
容很有意思。不仅能陶冶我的情操，还
能丰富我的知识。读中文诗能带给我美
妙和放松的感受。”参加“汉语桥”比
赛时正读大三的王索丽在谈到中文诗歌
时，充满了感情。

在赛场上，王索丽朗读的诗歌是席
慕蓉的《做最好的自己》。“因为以前从
来没参加过这么大的比赛，对中文诗歌
的把握能力也有限，所以一开始我有点

‘打退堂鼓’，怕自己完不成这个任

务。”但令王索丽感动的是，辅导老师
每天都鼓励、支持她，帮助她练习发
音，同时给她讲解如何表达诗歌的内在
情感。

为了更好地传达诗歌的情感、读
出诗歌的韵律，王索丽反复听录音，
每天都练到很晚。不巧的是，比赛前
两天，她的膝盖受了伤，但还是坚持
和同伴一起到首都利雅得参加决赛。

“如果你无法成为山顶上的一棵苍松，
就做山谷中的一丛灌木，但一定要做
溪边最好的一丛小灌木；如果你成不
了灌木，那就做一棵小草，让道路因
你而更有生气……”王索丽将自己的情
感投射到了诗歌中，做到了最好的自
己，最终获得第二名。

“3年前，我与中文结缘。我很庆幸
自己能在最美的年华遇到中文，中文诗
歌赋予我力量，带给我美好的感觉。”
王索丽说。

对如张云飞、毛天佑、王索丽一样
的沙特年轻人来说，正是中文让他们的
生活发生了美好的改变，也将他们和中
国连接在一起。

学生回国继续教汉语

1969 年，我被派往西非国家马里，
在首都巴马科一所中学教汉语。当时的
教学条件简陋，没有汉语课本，也没有
现成的教汉语的材料，我只好自己编写
教材。没有打字机，也没有印刷机，我
就把教学内容刻在蜡版上，再用纸印出
来发给学生。

在教学方面，我通常先教汉语拼
音，再教汉字，有时也会讲一些简单
的中国民间故事。当时，汉语是外语
选修课，学生学习汉语的时间相对有
限，在学习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困难。
比如，有的学生因为理解不了一些汉
字 的 写 法 ， 在 书 写 时 不 知 该 如 何 下
笔；有的学生因为一些汉字的笔画较
多，在书写时会出现落掉某些笔画的

情形。这就会导致一些学生“打退堂
鼓”，这时候就需要老师引导，要在教
授汉字的结构方面加大趣味性，比如
把一个个汉字编成小故事。此外，我
给学生们编了一本小字典，按拼音排
序，包含的汉字数量为三四百个。学
生遇到不认识的字，按拼音查阅就能
找到，也激发了学习兴趣。

有几个学生的汉语学得相当不错，
其中有的在马里学完汉语后继续到北京
深造，回国后当了汉语老师，在马里继
续教授汉语。

看到学生成才，并在国际中文教育
领域继续耕耘，接力当中文老师，是我
最欣慰的事。

跨越距离的中文信

我在西非开展中文教学 3 年，1972
年调回国内，1973 年到北京语言学院

（现名为北京语言大学） 从事面向留学
生的汉语教学工作。在此期间，我到法
国等地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那时，出国教汉语的条件已改善不
少，我也不再为教材或教学资料烦恼
了。确实，当时国内已经有专家编写出
相关教材，甚至有些国家还有本土汉语
教材。比如，法国就有自己编写的汉语

教材。
在法国教汉语期间，我对一个在职

学习汉语的学生印象特别深刻。虽然
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汉语，但他
对中国的汉字和文化特别感兴趣，学
习特别用功。在课堂上，这名学生注
意力高度集中，积极回答问题，不懂
的地方虚心求教；在课下，他总是提
前完成老师布置的学习任务，并与老
师积极交流。一段时间下来，他的汉
语水平提升很快。

也有许多学生，在我离开法国之后
仍然和我保持着联系，有时候，他们还
用汉语写信与我联系。每当我读到学生
的来信，嘴角总是不知不觉地上扬，因
为这真是让我发自内心开心的事。

在日本遇故人忆往昔

我在北京语言学院教留学生汉语
时，有位在汉语短期班学习的日本留学
生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名学生已经参加工作——在日本
从事历史教学工作，学习汉语的时间相
对有限，只能选短期班。但她对中国语
言和文化非常着迷，平常与我交流也很
多。每天早上，我会打一会儿太极拳。
她也和我一起打，说是很喜欢打太极拳

时气定神闲的感觉。
在课堂上，这名同学积极主动；在

课下，她每天都花很多时间书写汉字、
练习汉语口语，因此中文水平提升很
快。回到日本之后，她索性不教历史，
改教汉语，还一直用中文给我写信，遣
词用语非常地道。

后来，我在日本再次见到她。她记
得和我一起打太极拳的情景，也记得和
我聊中国文化的兴奋，还记得北京语言
学院的校园以及上课的教室……聊起这
些，大家都落了泪，正是这寻常琐事蕴
含了浓烈的师生情谊。

退休后，我虽然离开了讲台，但依
然热爱和关注着国际中文教育事业。随
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世界上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人数不断
增加。我衷心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
事和传承这一光荣和神圣的事业。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曾任
教于法国、突尼斯等地。）

本报电 日前，丹麦华人总会中文学校举办“拥抱大自
然”开学典礼，逾200名师生及家长出席典礼。舞蹈《五星红
旗飘扬蓝天上》、游戏《花儿朵朵开》等节目既包含了相关中
文知识点，也表达了师生对祖 （籍） 国的热爱。

家长们表示，通过开学典礼，提升了学生学习中文的兴
趣，增强了中文学校的凝聚力。

（俞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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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周思雨、陆睿）“汉语桥”俱乐部首尔
站揭牌仪式日前在韩国举行。

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表示，截至目前，韩国已成为全
球首批举办“汉语桥”全系列比赛的国家之一，语言教育和
文化传播为中韩两国人民架起了沟通与互信的桥梁。

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会长金学俊说，希望“汉语桥”俱
乐部首尔站的成立能够为韩中两国民众深化理解和沟通搭建
桥梁，为喜欢中文和中国文化的韩国各年龄层朋友提供交流
合作的舞台，助力韩中两国友好关系发展。

2015年“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韩国赛区冠军获
得者申素云代表全体俱乐部成员发言时表示，中文为自己的
人生打开了一扇五彩斑斓的窗户，通过学习中文结交了很多
中国朋友，拥有了很多美好回忆，也为自己的职业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

“汉语桥”俱乐部在韩国成立

丹麦华人总会中文学校举办开学典礼丹麦华人总会中文学校举办开学典礼

“我最欣慰的是学生接力当中文老师”
李德义

“我最欣慰的是学生接力当中文老师”
李德义

“背灯和月就花阴，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回想起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的那些

年，我脑海中浮现出纳兰性德的这句词。恍然间，人生已过去数十年。思绪飞回

到过往，往事历历在目，让我时而皱眉、时而微笑、时而又红了眼眶。

薪火相传
——国际中文教育巡礼

李德义退休后，依然热爱和关
注着国际中文教育事业。

沙特首次举办“汉语桥”比赛

中文架起通往中国之桥
田 艳 邓秀均

日前，第21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沙特赛区决
赛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办。这是沙特首次举办“汉语
桥”比赛。

本次比赛由中国驻沙特大使馆、沙特阿卜杜勒·阿齐兹国
王大学、中国中央民族大学合作举办。参赛选手不仅在赛场上
各展风采，表达对中文和中华文化的喜爱之情，还讲述了他们
和中文结缘的故事。

第21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沙特赛区决赛日前举办，来自沙特3
所高校的12名选手参加了比赛。图为获得冠军的参赛选手艾哈迈德·苏莱曼 （中
文名张云飞） 在决赛中演讲。

新华社记者 王海洲摄

在“汉语桥”比赛中，毛
天佑在表演豫剧。

本版配图除署名外均由作
者提供

第21届“汉语桥”世界大
学生中文比赛沙特赛区决赛分
中文演讲、才艺展示两个环
节。参赛选手用质朴的文字和
饱含深情的表达，生动诠释了
汉语为桥、“天下一家”的比赛
主题。

据悉，2019年，沙特政府
宣布将汉语纳入沙特王国所有
教育阶段的课程之中，以使该
国教育更具多元性。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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