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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著名文人团体——
“竹林七贤”中有位叫刘伶的，
特别爱喝酒。有一天他又想喝
了，找媳妇儿要酒。刘夫人把
酒具砸毁掉，一把鼻涕一把泪
地说：“你喝得太多了，这不是
养生之道，对身体不好，要赶
紧戒酒！”

刘伶说：“你说得太对了，
但我不能自己说不喝了，得在鬼
神面前立誓。你赶紧准备些酒
肉，以备祷告。”

刘夫人很高兴，觉得老公听
话了，准备了好酒好肉，放置在
神像面前，请刘伶来发誓。

刘伶跪下祈祷说：“天生刘
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
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
说完就把酒肉吃喝进肚了，醉倒
在地。

按照刘伶的说法，他每次喝
酒得喝上几十公斤才能尽兴。古
时候酒的度数虽不高，但喝这么
多水也受不了啊。这当然是十足
的夸张，但由此可以看出刘伶这
个人放旷的性格，你不让我喝，
我偏要喝到极致。

看了这个原文不过 110字的
小故事，会让人觉得刘伶这个人
有意思，跟夫人绕圈子讨酒喝，
颇有些家庭情趣。

这样的故事，在 《世说新
语》 中比比皆是。《世说新语》
是南朝宋刘义庆所撰，分德行、
言语、政事、文学等 36 门，上
自东汉、下至东晋，记载了不少
历史人物的轶事琐语，涉及政
治、军事、经济、哲学、宗教、
文学、美学等领域。

今天，新媒体勃兴，有趣的
短文字最受青睐。比如微博，成
为各种短言论、小故事的集散
地。《世说新语》 好像是天生为
此而生的，全是一小段一小段文
字组成，用寥寥几句话，不过几
十字，顶多上百字，讲个小故
事，品评人物，抒发情怀，或赞
赏，或吐槽，或感慨，或猎奇，
展现出当时人的风貌、思想和社
会的风俗、习尚，是很好的历史
资料。加上文辞简朴隽永，多出
金句，尤为人所称道。

比如全书第一条第一句：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

“澄清天下”一语恰如其分地表
现出陈仲举志向高远、精神超迈
的气质。

还有去国怀乡、感慨国事的
名场面。东晋大将桓温北征，路
过一地，看到之前在此为官时
种的柳树，长得都很粗大了，
慨然说：“木犹如此，人何以
堪！”树都长这么大了，时间都
去哪儿了？

还有表现神韵悠然、高情
远致的桥段。王羲之的儿子王
徽之住在山阴县的时候，有一
晚下大雪，他睡醒了，打开房
门，拿酒来喝；眺望四方，一
片皎洁，于是起身徘徊，朗诵
左思的 《招隐》 诗，忽然想起
老友戴安道。当时戴安道住在
剡县。王徽之立马连夜坐小船
到戴家去。船行了一夜才到，
到了戴家门口，王徽之没有进
去，原路返回。别人问他什么
原因，王徽之说：“吾本乘兴
而 行 ， 兴 尽 而 返 ， 何 必 见
戴？”意思就是，我兴致起来
了，想见老朋友了，于是说走
就走，但是兴致中途没了，那
就不见他了。

更有记奇闻轶事的。阮氏一
族的人都很能喝酒。一天，阮咸
来到族人中聚会。大家不再用普

通的杯子倒酒喝，换成用大酒瓮
装酒，众人围成一个圆圈，面对
面大喝一通。当时有一群猪也挤
进来喝酒。他们就把上面那层被
猪喝过的酒撇掉，不管不顾地接
着喝。

今 天 我 们 常 说 “ 魏 晋 风
流”，正可以从 《世说新语》 中
得到鲜活的体认。胸襟洒落、宠
辱皆忘、识量清远……皆是魏晋
风流名士的特征。

今人看微博，没有隔阂感。
但看魏晋“微博”时，因为当时
的人、事距今太远，如果没有注
解，《世说新语》 的不少故事就
会不甚了了，难以读懂。

还好，《世说新语》 问世后
不到百年，南朝梁刘孝标为之作
注，所引经史杂著400多种、诗
赋杂文 70 余种，史料补缺的主
旨非常明显。

比如《世说新语》中有这么
一则故事，有人问顾恺之：“您
写的 《筝赋》 跟嵇康的 《琴赋》
比，哪一篇更好？”顾恺之说：

“不会鉴赏的人认为我的文章后
出就遗弃它，鉴赏力强的人则会
因为它高妙新奇而推许我。”

从这个回答可以看出顾恺
之对自己的文章和才华很有自
信，毫不谦虚。为了补充证明
这 一 点 ， 刘 孝 标 连 引 3 条 史
料。其中，第三条引 《续晋阳
秋》 最有意思：“顾恺之喜欢吟
咏 诗 歌 。 他 与 谢 瞻 的 官 署 相
连，每当二人一起值班，顾恺
之就在夜里站在月光下吟咏诗
篇，谢瞻在一旁赞叹。顾恺之
于是更加卖力地吟咏，忘了疲
倦。谢瞻想睡觉，就叫人代替
自己站着。顾恺之不觉有异，
一直吟咏到天亮。”

对于 《世说新语注》，《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 说：“所引
诸书，今天十分之九都没了，
靠着这个注才流传下来一些。
因此，《世说新语注》 与裴松
之 《三国志注》、郦道元 《水
经注》、李善 《文选注》，都为
考证家所推重。”四大名著大
家都很熟悉，而这四种注也可
称得上是“四大名注”。这是
题外话了。

中文基础薄弱也能上文化课

这些课程用西班牙语教授，降低
了学习门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员
选修。

“我一直喜欢画画，对中国画和书
法很感兴趣。当在格大孔院学习的孩子
告诉我孔院有用西班牙语授课的中国绘
画及书法课时，我马上就报名了！”安
娜一边笑着说，一边跟笔者展示她刚刚
画好的葡萄，“中国书法和画真美。只
可惜我不懂汉字，看来我应该到孔院学
中文。”

欧雷克西和辛娜是在西班牙学习的
国际学生，他们选修的是中国茶艺课。

“上了这门课，我不仅知道茶叶、水、
温度有这么多讲究，而且体会到了内心
的安然和平静，这种感觉真好！我也想
到广东喝茶，想想那个场景就觉得是件
开心的事。”辛娜按老师教授的方法认
茶、品茶，乐在其中。

学员尼古拉斯喜欢拳击，也喜欢中
国武术。“在我看来，中国武术不是为
了打败对手，而是为了达到身心和谐，
以此强健体魄。希望将来能更深入地了

解中国武术，也希望能早日到中国学习
武术。”尼古拉斯说。

文化课学员年龄分布广

孔院文化课学员的年龄不同，涵盖
老、中、青三代，但他们都对中国文化
充满热情，有的选择中医课，有的选择
中华厨艺课，有的选择中国民乐课……

“中医太神奇了，治疗方法也很特
别！”年近花甲的玛莉亚和路易斯在中
医课上一边练习艾灸合谷穴，一边感
慨。像他们这样对中医感兴趣的学生，
在格大孔院还有很多。

安东尼奥就是其中一位，不过他是
因为切切实实感受到了中医的功效而爱
上了中医。“正是中医治好了我多年的
腰疾，一听说格大孔院有中医课，我就
赶快来了。没想到还可以练习拔罐，真
是太棒了！”

米盖尔选修的是中华厨艺课，不仅
自己学习，还把太太拉来一起学做中国
菜。“圣诞晚宴全家聚会时，我们做了
几道中国菜，把全家人惊艳到了。”米
盖尔说。

学员卡门在格拉纳达大学食堂工
作，一直都对中国菜很感兴趣。“以前
我最喜欢的是三鲜炒面，但现在我发
现有那么多中国菜，感觉进入了一个
新的世界！”卡门希望在下一年春节
时，可以在格大食堂的食谱里加上一
些中国菜，让师生们都尝尝，特别是
让在西班牙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也能尝到
故乡的味道。

西班牙男孩莫里奇是格拉纳达大学
音乐专业的研究生，选修的是二胡。老
师对他的印象是每次上课时都会早早到
教室认真练习。“拨弦、揉弦是最难
的，刚开始不得要领，甚至把指头弄抽
筋。”这个高个子的西班牙男孩笑笑
说，“但我会努力学好二胡、学好中

文，希望有一天我能站在中国的舞台上
表演，用中文向我的听众作介绍。”

将自己所学回馈更多人

格大孔院一些文化课程的老师曾是
在孔院学习中文的学员，他们希望尽己
之力，培养更多热爱中文和中国文化的
学员。

格大孔院曾是音乐工作者鲁本学习
中文的地方，也是激发他灵感、开始演
奏和研究中国古典音乐的地方，现在他
通过音乐把对中国音乐的热爱传递给更
多的人。

受格大孔院之托，鲁本和他的搭档
安碧卡开设了“中国民乐”特色文化
课程，吸引了众多中国民乐爱好者报
名选课。“音乐的魅力可以跨越国界，
在我们还不懂中国乐器的时候，就被
中国民乐所吸引。如今，我们希望有
更 多 人 能 了 解 、 感 受 到中国民乐之
美。”鲁本说。

西班牙籍的中医课老师亚历山德
罗多次前往中国学习武术和中医，回
到西班牙后仍继续钻研，并将中医理
论和方法应用在日常诊疗工作上。“课
上，最让我感动的是看到学生们对中
医感兴趣，真的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这要感谢我的武术和中医老师以及多
年前在格大孔院教我中文的老师，正
是他们帮我建立基础，引我入门，让
我进入这个神奇的领域，我希望将自
己所学回馈更多的人。”

正如格大孔院中方院长卜珊所说：
“特色文化课程为中文基础较弱的学员
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反过
来，学员们对中国文化的热情又激发了
他们学习中文的兴趣，这正体现了文化
课与语言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作者系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孔子
学院公派中文教师）

因武术与中文结缘

1991 年，罗珊娜还是一名中学
生，突然被电视上正在播放的中国功
夫电影吸引了，便萌发了学武术的想
法。但在当时，获取和中国有关的信
息并不容易。罗珊娜到处打听，直到
1995年，已经入读大学的她经朋友介
绍认识了朱荣富。当时，朱荣富在开
设中医诊所的同时，创办了上海武术
俱乐部。他白天在诊所工作，晚上免
费教武术。罗珊娜便开始跟着朱荣富
学习武术，后来又在中医诊所上班。

那时候 ， 网 络 资 源 并 不 发 达 ，
朱荣富从中国买了很多介绍中国武
术的磁带和一些影音光碟。罗姗娜
回忆道：“看视频时，我只能看武术

动作，看不懂里面的中文字幕，于
是决定学习中文！”

1998年暑假，朱荣富的女儿到罗
马尼亚探亲，罗珊娜就跟着她学习中
文。“师父的女儿是我的第一位中文
老师，还教会了我用筷子吃饭。我会
写 的 第 一 个 汉 字 是 ‘ 马 步 ’ 的

‘马’。”罗姗娜说。
暑假很快过去，短暂的中文学习

经历让罗珊娜坚定了学习中文的想
法。在学中文的路上，她有多位老
师，有布加勒斯特大学中文系毕业生
洛河，有从事翻译工作的西蒙娜·米
克洛什以及布加勒斯特大学中文系的
周成兰老师。“有两年，我白天旁听
中文系的课，晚上跟着老师学习中

文。”罗珊娜说。
2013年，布加勒斯特大学孔院成

立。罗珊娜开始在孔子学院学习中
文，一周两次课，每次 1.5 个小时。
回忆起这段学习中文的日子，罗珊娜
说：“孔院的老师都善良友好，我非
常喜欢到孔院上中文课。”

致力于中国武术传播

罗珊娜因爱上中国武术开始学习
中文，但她的武术训练一直未落下。
自从 1998 年跟着师父朱荣富学武术，
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曾前往云南昆明参加杨氏太
极拳训练，两次到四川成都参加武术

比赛，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此外，
我还多次参加在世界各地举办的武术
比赛，捧回很多奖杯。”罗珊娜说。

随着上海武术俱乐部的影响力
提升，罗珊娜和其他学员常受邀为
一些大型活动进行武术表演。他们
从来不问酬劳多少，有时甚至自掏
腰包支付差旅费，前往外地演出，
为的是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武术。除
了抓住一切机会介绍中国武术，武
术俱乐部还通过与罗马尼亚著名导
演合作，提升中国文化在罗马尼亚
的影响力。“今年，81 岁的师父有机
会从幕后的武术指导走到台前，在
这 位 导 演 的 音 乐 剧 中 表 演 一 段 武
术。”罗珊娜说。

对中医渐生兴趣

在中医诊所工作，罗珊娜耳濡目
染，对中医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19年，她前往山西太原参加了为期
两周的中医工作坊，学习针灸。“那
次工作坊是针对罗马尼亚医生的，只
有我和另一位同学会讲中文。我觉得
很骄傲！”罗珊娜说。

罗珊娜说，她的人生轨迹可以用
3 个关键词概括：武术、中文、中
医。这些中国元素定义了现在的她，
也滋养了她。她说，这些正是她人生
的重要能量来源。

作为她的老师、好朋友，我为她
找到愿意付出一生热情的事业而感到
开心，也祝福她走得更远。

本报电 近日，中外语言交
流合作中心联合中文联盟举办了

“2023 年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
建设专题培训班”。

据介绍，该培训班面向纳
入 2022 年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
水平等级标准》 教学资源建设
项目获批立项团队的教材编写
人员，旨在提升项目团队的教
材编写业务水平，激发教学资
源研发创新力，增强知识产权

方面的法律意识，从而整体促
进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建设
高质量发展。

按照不同需求，本年度计划
有针对性地推出3期不同主题的
系列专题培训。首期培训班全程
在线举办，吸引了国内外高校、
职业院校、出版社、影视文化传
媒机构等 198 个团队共 400 名学
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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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珊娜的生活关键词：武术、中文、中医
曹瑞红

作 者 曹 瑞
红既是罗珊娜
的老师，也是
她的朋友。曹瑞
红希望罗珊娜
沿着梦想的方
向一直走下去。

图 为 罗 珊
娜 （左） 和曹
瑞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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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中文基础
薄弱的学习者和爱好
者近距离接触中国文
化，西班牙格拉纳达
大学孔子学院 （以下
简 称 格 大 孔 院） 在
2022-2023 学 年 陆 续
推出多门体验式特色
文化课程，包括中国
书法、中国绘画、中
国茶艺、中国武术、
中华厨艺、中医、中
国民乐等。

西班牙格大孔院中国茶艺课堂。西班牙格大孔院中国茶艺课堂。

学员米盖尔 （左） 和妻子参加由格
大孔院开设的中华厨艺课。 右图：西班牙格大

孔院学员正在上中国民
乐课。

下图：西班牙格大
孔院学员正在上中国书
法课。

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
斯特市区有一家中医诊所，名
为上海中医诊所，由华人朱荣
富于上世纪 90 年代开设。布
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成人
班学生、48 岁的罗珊娜已经
在这个诊所工作了 23年，每
天负责接待患者，必要时，还
为中国医生和患者顺畅沟通
做翻译。

罗珊娜是我的学生，也
是我的好朋友。20 多年前，
她因一部电影迷上了中国武
术，经人介绍认识了师父朱
荣富，从此与武术、中文、
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