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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
《文选》，是一部囊括诗赋、骈
文、散文等文体的很有影响的文
学总集，又叫《昭明文选》。

萧统读书时一目数行，过目
不忘。每逢游宴盛会，作诗可赋
至十数韵。有时梁武帝让他作
诗，他总是稍加思考便能作出，
而且不用修改。当时东宫差不多
有三万多卷书，知名才子都云集
在萧统门下，文学创作一片繁
荣。《文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编选出来的。

这部诗文总集用 30 卷的篇
幅，包罗了先秦至梁代初期的
130 多位作家的 700 多篇作品。
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为
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的文学史保
存了重要的资料。

唐代崇尚文学，以诗赋取
士，《文选》成为士子举子必读
的文学范本，《文选》学成为一
种 专 门 之 学 。当 时 有“《文 选》
烂，秀才半”的说法，意思是把

《文选》读到烂熟，相当于半个
秀才了。

读《文选》，不可不参照古人
的注解，唐代有两个注本，值得
关注。一个是李善的《文选注》，
一个是《文选》的“五臣”注。五臣
是指吕延济、刘良、张铣、吕
向、李周翰五人。

李善知识渊博，被誉为“书
簏”，就是书箱的意思。他注释

《文选》，用力甚勤，征引书籍将
近 1700 种。其中大量古书已经
亡佚，借李善的引用得以保存一
部分下来。

古代文学作品喜欢运用典
故，汉代以来尤其如此。如果读
者不知某句某词出自何处，就难
以理解作品的意思。李善的《文
选注》就在注明典故、引证史事
上颇下功夫。

比如《文选》里选了曹植的
《洛神赋》，其中有言：“感交甫
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后
半句好理解，是说感觉既惆怅又
怀疑。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
前半句里“交甫”的意思就很关
键了。这里是用典故。

李善注说：“ 《神仙传》 里
说，有个叫郑交甫的人，在汉
江游玩时，遇到了两位美貌的
仙女，于是就跑去搭讪。仙女
给了他一块随身玉佩。可郑交
甫刚走了几步，一摸怀里的玉
佩，竟然不见了，回头去找两
位仙女，也找不到踪影。”原来
郑交甫被仙女戏耍了。曹植在
这里引用郑交甫的典故，正是
用来说明，洛神送给自己玉佩
时 ， 自 己 之 所 以 感 到 犹 豫 狐
疑，是因为怕和郑交甫一样被
戏耍。

诗文用典，是利用最少的文
字投入，以实现表达效果最大
化。用典用得好，能在很短的篇
幅里构筑出深远的想象空间。刘
勰《文心雕龙》里有《事类》篇
来专门论述这一问题。他说：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
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因
此，对于注释诗词歌赋来说，解
释事典是主要矛盾，只要注明了

典故和史实，一般情况下文字就
比较容易理解了。

对这两个注本的优劣，很
多学者做过比较，比较公认的
是，李善征引多解释少，五臣
则解释多征引少。李善所以如
此，是有意为之，一来典故标
注明白了，读者自然能意会，
再一个，对容易懂的字词就不
用注解了。五臣不然，逢文便
注 ， 生 怕 读 者 不 懂 ， 虽 然 通
俗，但太浅薄了些。比如扬雄

《长杨赋》 里的这一句“于是
圣武勃怒，爰整其旅”，五臣
注解说：“圣武，武帝也。勃
然 而 怒 ， 于 此 整 其 军 旅 也 。
爰 ， 于 也 。” 原 文 意 思 很 清
楚，把“爰”字解释一下就行
了，可五臣不厌其烦，相当于
复述了一遍。

另外，李善精通文字学，博
览群书。五臣学术水平远不如李
善，注解时有错误。苏轼就说：

“李善注 《文选》，本末详备，
极可喜。所谓五臣者，真俚儒
之荒陋者也，而世以为胜善，
亦谬矣。”南宋学者洪迈也说五
臣是“狂妄注书，所谓小儿强
解事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说：
“虽然五臣注有很多不足，但其
疏通文意，也有可采之处。唐代
人的著述，传世很少，不必废
之。”既指出五臣注的弱点，又
恰当地肯定了其亦有可取之处，
堪称公允之论。

我们今天看这两个注本，李
善注典雅高端，五臣注通俗浅
近，各有所长。前者注重科学
性，后者注重通俗性，两者各有
所偏，若能合二为一，岂不善
哉？确实合起来了，南宋以来形
成的 《六臣注文选》，就是以李
善注为主，五臣注为辅。《文
选》至此双剑合璧，文学价值得
到了最大化凸显。

国际中文教学在土耳其起步甚
早，早在 1935 年即在首都的安卡
拉大学设立汉学系，土耳其中文教
学的本土化传播大多源流于此。
1971 年中土建交及至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伴随中国综合国力的提
升，土耳其国民对中文学习及对中
国文化、政治、经济了解的意愿
增加，现代意义的土耳其国际中文
教学本土化进程才真正开始。

土耳其国际中文教学本土化进
程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高等院
校，二是通过中小学校。据统计，
土耳其全国有近 20 所大学，或设
立有汉学系，如：安卡拉大学、奥
坎大学、伊斯坦布尔大学、埃尔吉
耶斯大学；或开设了汉语课程，如
中东技术大学、哈捷特帕大学、海
峡大学、耶迪特佩大学等。这些大

学多位于大城市安卡拉、伊斯坦布
尔、伊兹密尔，还有部分大学位于
中部城市开塞利、南部城市梅尔辛
和北部黑海沿岸的重要城市萨姆
松。自 2008 年以来，土耳其相继
建立4所孔子学院，分别在中东技
术大学、海峡大学、奥坎大学和耶
迪特佩大学；国内合作高校分别为
厦门大学、上海大学、北京语言大
学和南开大学。

土耳其国际中文教育本土化
发展历程的另一条路径是在基础
教育。依据土耳其义务教育法，
教育部对青少年阶段小学和初中
的外语课程有严格规定。在首都
安卡拉有几所小学、初中一贯制
的 学 校 开 设 了 中 文 选 修 课 ： 佳
蕾、奥努尔等学校大多是在中东
技术大学孔子学院的支持与帮助

下开设有中文选修课，且多为私
立学校。土耳其实施 12 年制义务
教育，四年制的高中仍属于义务
教育阶段。

相较于土耳其众多教育机构，
中文教学本土化进程可以说仍处于
起步阶段。推动土耳其国际中文教
育本土化发展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
着手：

首先，稳步解决“教师、教材
和教法”等三教的本土化问题仍是
关键。一方面可以通过支持本土
教育机构，培养解决“三教”问题
的土壤来化解。如：通过搭建国内
高校与土耳其设有汉学系的高校
之间的桥梁，开展本土国际中文
教师互派培训，开展双方高校中
文专业毕业生海外实习等活动，
不但为解决本土化师资问题另辟

蹊径，还帮助土耳其高校培养高
质量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可
以开展土耳其“三教”问题的专
项研究。通过适度开放所在国本
土中文教师申报的准入机制，激
发本土中文教师研究的热情，总
结、深化并夯实国际中文教育本
土化的成果。

其次，借助当地华侨华人的
影响力是重要补充。土耳其本土
化中文教师多是华侨华人，深谙
两国语言和文化，在土耳其开展
中文教学与中国文化推广的实践
表明，借助他们的影响力可以在
国际中文教育本土化过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

（作者系湖北经济学院外国语
学院院长，曾任土耳其中东技术大
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本报电 日前，葡萄牙淑敏语
言文化中心、葡萄牙中华妇女联
合总会等机构联合主办的第二届

“桃李杯——颂家和国盛，盼翼
彼新苗”朗诵比赛在葡萄牙里斯
本举行。

参加本次比赛的学生中，不
仅有在校就读学生，也有学有所
成的毕业生。在比赛现场，学生
们用中文描绘出了他们心中的“中

国梦”——《图画里的中国梦》；
用标准的中文发音，带着大家走
进 《跟着我念字正腔圆》；用充满
情感的声音，为大家展示《古诗新
韵》……活动的成功举办增进了学
生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与认知。

（韩 文）
图为在“桃李杯——颂家和国

盛，盼翼彼新苗”朗诵比赛现场，
学生在表演群口相声。

中文为生活增添色彩

纳夏尔小学的一年级学生特瑞斯
被中国剪纸所吸引，目不转睛地看着
老师的动作，生怕错过。经过指导，
她剪出一个“福”字，兴奋地展示给大
家看。活动结束后，她用刚学会的中
文打招呼，从书包里拿出一块巧克力
递给中文老师说：“您喜欢巧克力
吗？我有很多巧克力，都给您吃，您
可以教我中文吗？”

中学生夏阳冰也喜欢中文、想学
中文，他想剪一个“春”字，一边画着
线条，一边和中文老师说着他理解的

“春”字的含义，“我喜欢春天，也喜欢
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在这个特殊的日
子里，可以吃饺子”。

参加活动的不少小观众和特瑞
斯、夏阳冰一样，都认为中文为自己
的生活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

王崇海今年 8 岁，爸爸来自中
国，妈妈来自俄罗斯。在中国文化体
验活动现场，完成太极拳表演后，他
兴奋地跟其他人打招呼，不停地说：

“我会说中文，还会中国功夫！”王崇海
的爸爸说，孩子虽然在马耳他出生和
长大，但对中文和中国文化表现出浓
厚的兴趣，从4岁开始，每周六都会到
当地颇有名气的武馆学习中国武术，
每周日到当地华文学校学习中文。

同样爱武术且从小学武术的马蒂
亚有个响亮的中文名字——唐龙，去
年9月开始在中文学校学习中文。前
不久的北京之行更是让他爱上了中国
和中文，“希望以后努力学习中文，去
中国上大学”。

领略中国文化之美

参加体验活动的不少观众表示，
短暂的体验活动激发了他们了解中国
文化的兴趣，希望将来能有机会更加
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

在银行工作的西蒙先生曾在香港
任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
情，面对美轮美奂的“汉服秀”和舞龙
舞狮表演，不停地称赞“很厉害”。

舞龙舞狮表演一出场，就吸引住
了嘉宾的目光，随着锣鼓音乐响起，

“狮子们”欢腾跳跃地与大家互动。达
尔谢洛先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舞狮，
不停地用手摸狮子的头和眼睛，说：

“太酷了，我要让我的孩子学习舞
狮，了解中国文化。”

今年 78 岁的罗曼女士和丈夫专
程从戈佐岛赶来体验中国文化。神秘
的汉字、灵动的书法让他们觉得十分

有趣。中文老师现场写下“寿比南山”
的美好祝福，并解释了含义。“中国人
真浪漫。”罗曼说，虽然自己从未去过

中国，但知道珠穆朗玛峰，“我想寿比
珠穆朗玛峰”。

爱上中国文化多年的路易莎已
学习中文 6 年，曾作为交换生到北
京语言大学学习和交流，对中国文
化情有独钟。“你是遥遥的路，山野
大雾里的灯……”在活动现场，路易
莎 饱 含 深 情 的 歌 声 赢 得 了 阵 阵 掌
声。“我非常喜欢 《如愿》 这首歌，
练习了差不多 1 个月。中文歌词击
中了我的内心，希望所有人都能得
偿所愿。”路易莎说。

来自德国和卢森堡的访学团参加
了中国茶艺活动。来自德国的安雅会
下围棋和弹古筝，也非常喜欢茶艺活
动中精致的中式糕点，“中国人很浪
漫，不只有柴米油盐，还有琴棋书画
和诗酒花茶”。

搭建文化交流之桥

阿佐帕迪是圣玛格丽特中学的一
名科学教师，也是孔子学院中文社会
班的第一批学员。从中文班毕业之
后，他在自己工作的学校创办了“中
国角”，将喜欢的中国故事和中国文化
分享给学生。他表示，将积极参与中
马人文交流，希望能做文明互鉴和民
心相通的促进者。

从“你好”“谢谢”到“认识你很高
兴”——在活动现场，马耳他大学中文
专业二年级学生赫斯蒂亚娜用标准的
中文发音教其他专业的学生说中文。
她在“跟我学中文”的活动中主动请
缨，很快进入中文老师的角色，秒变
中文教学能手。“毕业后，我想当一名
中文教师，教更多的马耳他人学习中
文和中国文化，为促进中马文化交流
贡献力量。”赫斯蒂亚娜说。

现场的中医体验活动吸引了不少
观众参与。来自卢森堡中国语言文化
中心的阿德里安同学拔罐之后，兴奋
地拿起手机请医生帮他拍照留念，“中
医太神奇了，可以从圆圆的印记颜色
判断身体健康情况，让我大长见识。”

中国文化体验活动圆满结束，但
观众们都期待下次活动的早日到来。
如今，越来越多的当地民众出现在孔
院组织的中国文化活动中，而本土学
校和当地传统节日的活动上也越来越
多地出现了中国元素。正所谓，文明
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博士生、马耳他大学孔子学
院公派教师）

（本文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土耳其国际中文教育本土化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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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家和国盛 盼翼彼新苗”朗诵比赛举行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周年。马耳他大学孔子学院面向
中小学及大学学生、华侨华人、当地
社区居民等不同受众群体举办了一系
列中国文化体验活动，包括中国书
法、中国茶艺、中医体验、汉服秀、
舞龙舞狮、剪纸、“跟我学中文”等，
受到了师生和当地民众的欢迎。

在马耳他大学孔子学院举
办的中国文化体验活动现场，
中文老师在展示中国茶艺。

孔院老师带着观众在剪纸。

学中文6年的路易莎现场唱《如愿》。

观众在现场体验中国书法。

（葡萄牙淑敏语言文化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