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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当过弼马温，这是
大家熟知的。但这个管理马匹
的官职，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原 来 ， 弼 马 温 是 “ 避 马
瘟”的谐音，指的是让马不得
瘟疫。至于让孙猴子来当这个
弼马温，也是有讲究的。

什么讲究？北魏的 《齐民
要术》里说了：“常系猕猴于马
坊，令马不畏，辟恶，消百病
也。”也就说，在马厩里放只猴
子，能使马不得病。这种做法
能否奏效，有无依据，不得而
知，但却是古人认可的道理。

当然，如果 《齐民要术》
里 充 斥 的 都 是 这 种 虽 有 解 释
力、却难以验证的说法，那它
绝不会传承千年、影响不辍。

北魏的贾思勰在 533 年—
544 年之间撰写的这部 《齐民
要术》，是我国乃至世界现存最
早、最完整的农学专著。全书
共 10 卷 92 篇，11 万多字，记
载了 6 世纪及之前黄河中下游
关 于 谷 物 、 蔬 菜 、 林 木 的 耕
作、选育、栽培的方法，以及
畜牧、渔业、酿造、烹调等方
面的技术经验。农林牧副渔，
概括无遗，不愧是一部“农家
知识大全”。

贾思勰是今天中国的蔬菜
之乡——山东寿光人，生平资
料 不 多 ， 做 官 做 到 了 高 阳 太
守。其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
醉心农业，一个是饱读诗书。
那么，这两个特点是怎么看出
来的呢？都是从 《齐民要术》
里看出来的。

贾太守生活的年代，是北
魏即将分裂为东西魏的时期，
战乱频仍、政局混乱，生产凋敝、民生多艰。当此际，贾
思勰没有去做浑水摸鱼的事，而是全面记述农业生产技术
的各个方面和环节，为的是助民致富。这一点从书名也能
看出来：齐民的意思是平民，要术的意思是“有助于提升
生活水平的重要技术”。

贾思勰看书多，是很多人翻看 《齐民要术》 的第一
感觉。贾思勰不可能具有今天写论文的学术素养，但他
引用的每一句话，都标明出处，决不掠美，方便读者找
出根据来对证。态度极为认真、负责、严谨。据统计，
全书引用各种书籍 162 种，平均每种十卷的话，也快
2000 卷了。因此，前人称贾思勰“腹中似有数千卷书
者”，并非过誉。

贾思勰所引用的这些书，很多已经散佚，幸赖 《齐民
要术》 得以保存“吉光片羽”，如两汉时期的 《氾胜之书》

《四民月令》。
虽然引用了这么多材料，但 《齐民要术》 的结构并不

混乱，皆因为贾思勰精心编排、剪裁得当，使得层次分
明、体系严整。全书结构大致相同，每一篇都由篇题、正
文、引用文献三部分组成。

篇题，解释本篇作为主题的动植物，介绍它们在其他
书中被称作什么以及性状特征等，还记录了相关的故事。

正文部分是精华。贾思勰根据自己访问所得以及亲身
经验，详细记述了农林牧副渔各类产品的特点、生产过程
以及涉及的技术知识。这些叙述，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手
资料。

引用文献，就是从其他书籍文献中摘录相关资料，对
正文加以补充。

如此精心的排兵布阵，《齐民要术》 到底讲述了什么
“致富经”呢？一句话，精确、细致地总结了中国农业精耕
细作的优良传统。把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的，莫过于全
书篇幅最长的《种谷篇》了。

这一篇详细介绍了黄河中下游平原谷物栽培的技术知
识。贾思勰提出，要“锄不厌数，周而复始，勿以无草而
暂停”（锄地，不单是为了锄草，而是使地均匀，结的子实
多），“苗高一尺，锋之”（锋是一种古农具，用来松土），

“熟速刈，干速积。刈早，则镰伤；刈晚，则穗折；遇风，
则收减；湿积，则藁烂；积晚，则损耗；连雨，则生耳”

（庄稼熟了之后赶快收割，干了之后赶快堆起。收割太早稿
秸未干，损耗镰刀；收割太晚，穗子可能折断；遇到风落
粒严重，收获量会减少；湿着堆积，稿秸会霉坏；堆积过
晚，有种种损耗；要是遇着连绵雨，还会生芽）。

就这样，从除草到收藏各个环节，贾思勰掰开揉碎了
讲，就像今天活跃在田间地头的农业科技特派员一样。

贾思勰明白，农时紧密，一个环节都不能错过。他叮
嘱道：如果农民缺少耕牛，赶不上雨季耕种，就用人力来
拉犁。人多的，一天能耕30亩；少的，13亩。

为了保证耕地的肥力和效率，贾思勰还在这一篇记载
了氾胜之的“区种法”和赵过的“代田法”。前者是指在小
面积土地上集中施肥、用水，来获得高产的密植耕作技
术。后者是一种“轮替休耕制度”，可以节省劳力，获得更
好的收成。而在同时期的欧洲，农业还是单纯靠休耕来恢
复地力，不讲轮作。至于轮作制，直到18世纪30年代才开
始在英国实行。

总而言之，贾思勰希望农民按照他总结的做法去干，
“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
无获”。

至于《齐民要术》在中国农书中的地位，《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引用前人评语称：“贾思勰著此书，专主民事，又
旁摭异闻，多可观，在农家最峣 （音同摇） 然出其类。”峣
然就是突出、特出的意思。可谓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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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当地旅游业

“你好！”“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谢谢！”……在柬埔寨，中文受到金
边国际机场地勤人员、纪念品店服务
人员、当地“嘟嘟车”（出租车） 司
机等人群的青睐，会中文成为了当地
从事旅游业人员的重要加分技能。

柬埔寨王家研究院孔子学院是由
江西省九江学院、柬埔寨王家研究院
等合作建立，据九江学院院长陈小林
介绍，2015年，该院开办了酒店和旅游
管理的培训班，特地从九江学院请酒
店管理和旅游管理专业的老师前去授
课。这成为了该院“中文+旅游”特色课
程的起点。

陈小林说：“开办酒店和旅游管
理培训班后，该院又围绕交通、就
餐、导游等旅游场景，开设了‘中
文+嘟嘟车’‘中文+餐饮’‘中文+导
游’等主题培训班，在服务柬埔寨旅

游业方面取得不少成效。”
其中，酒店汉语专业是该院的一

个特色项目。陈小林说：“该院根据
易学、实用的原则自编了中文教材，
结合酒店管理的特点将教材内容分为
通用语和特殊场景用语两部分，前者
适合学习时间短的学员，后者适合学
习时间长、想进一步提升中文水平的
学员。在教学设计上，该院将语言学
习和酒店管理的流程结合起来，符合
酒店管理的特定需求。教学目标明
确，学生学习积极性相当高。”

目前，已经有不少酒店汉语专业
的学员走向了工作岗位，其中不乏进
入当地大型酒店、知名企业的人才，
为中国宾客提供服务。

谈及“中文+职业技能”的项目
规划，陈小林说：“该院打算进一步
在‘中文+’形式上做更多尝试，比
如对柬埔寨相关市场做调研、分析，
根据其产业发展需求，设计新的‘中
文+’课程体系。”

铁路人才需求多

随着中泰铁路等中泰两国合作
项目的逐步推进，泰国需要大量既
懂铁路技术又懂中文的人才，“中泰
高铁汉语培训”是泰国孔敬大学孔
子学院为泰国高铁工程培养“中文+
铁路技术”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培训
项目。

“对学习高铁技术的学员而言，
先要打通语言关。”泰国孔敬大学孔
子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中文学习
的难度不低，为了提升学员的学习
效率，该院根据铁路技术实践性强
的特点，用生词卡片的方式教授与
高铁相关的专业汉语，调动学员的
学习积极性。”

在马来西亚“中文+铁路”的职
业培训项目也为当地青年提供了更多
就业机会。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被视
为连通马来西亚东西海岸的“陆上桥
梁”，该项目由中国和马来西亚合作
建设，并通过中马铁路人才培训合作
计划为当地培养“中文+铁路”专业
人才。马来西亚彭亨大学在当地是以
工程和技术领域见长的知名学府，彭
亨大学孔子学院被定为“铁路汉语”
的培训机构。

马来西亚彭亨大学的副校长阿
玛·兹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2018 年至今，‘铁路汉语’开班 14
期，共招收了近 400 名学员。值得一
提的是，孔子学院根据行业特点自
编了 《铁路汉语：技术篇》《铁路汉
语：试验篇》 等教材以及开展铁路
建造材料、实验室设备和仪器等内
容的教学。在铁路不同岗位的学员
使 用 不 同 的 教 材 ， 学 习 不 同 的 内
容，有针对性地增强运用职业汉语
的能力。”

校际交流前景广

为了达到更好的人才培养效果，
彭亨大学与北京交通大学签署了“铁
路工程双学位合作办学协议”，携手
为马来西亚培养铁路工程人才。今年
2月，已学1个学期中文、项目招收的
首批45名学生来到北京交通大学，学
习车辆工程、土木工程和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等专业。

“学习中文后，我们慢慢了解到
中国文化和语言的独特魅力，对新学
期很好奇。”学生代表穆哈玛·吉克礼
按捺不住兴奋。他表示，在北京学习
期间会尽最大努力，积极投入到学业
及各项活动当中，结交更多朋友，获
取更多知识。

阿 玛·兹 阿 看 好 两 校 合 作 的 前
景，他说：“期望这些铁路工程双学
位项目的学生顺利毕业，为马来西亚
东海岸铁路服务，助力马来西亚社会
经济发展。”

泰国孔敬大学校长助理阿查拉婉
介绍，西南交通大学与泰国孔敬大学
日前签署了共建天佑铁道学院的协
议。两校将通过互派人员交流访问和
开展铁路运输培训等形式，培养高铁
工程毕业生，满足泰国高铁行业发展
的需求。

“天佑铁道学院项目为我们提供
了成为高铁工程师的机会。”孔敬大
学工程学院机械专业学生披提瓦是参
与该项目的学生之一，他对高铁技术
很感兴趣，提交了项目申请，不久后
将前往西南交通大学开展高铁相关知
识的学习培训。

阿查拉婉说：“天佑铁道学院将
培养有知识、有能力的高铁工程毕业
生，帮助学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
升就业竞争力。”

会中文好就业
——东南亚国家孔院学子的心声

本报记者 周姝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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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国国际中文
教育基金会主办的东南亚孔
子学院联席会议在北京举
行。来自东南亚10个国家的
孔子学院 （课堂） 及合作院
校代表近 300 人与会，共享
孔子学院 （课堂） 办学经
验，探讨区域内协同创新。

与 会 专 家 表 示 ， 近 年
来，孔子学院实施了“中文+
职业教育”模式，搭建了校
际交流的平台，拓宽了中文
的应用领域。

日前，第三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在
海外各赛区陆续举办。赛场上，小选手们围绕“快
乐中文”主题展示中华才艺，讲述自己学习中文的
故事。

多地首次举办中文秀

“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是在“汉语桥”
品牌成立20周年之际推出的一项全新活动，旨在为
世界各国学习中文的小学生提供一个展示中文能力
的舞台，激发他们学习中文的兴趣和动力，为持续
学习中文打下良好基础。

今年，一些国家首次举办“汉语桥”世界小学
生中文秀，受到当地孩子们的欢迎。

在白俄罗斯，首次举办的“汉语桥”世界小学生
中文秀吸引了40余名小学生参加。活动包括主题演
讲、才艺展示、即兴演讲、知识考查等，经过角逐，最
终评选出各奖项。颁奖典礼上，三等奖获得者萨穆
塞维奇·达丽娅为现场观众展示了沙画艺术——画
了一栋中式建筑并用中文写下“中白友谊万岁”，赢

得了阵阵掌声。
在同样是首次举办“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

秀的肯尼亚，来自10余所当地学校的小学生参加了
本次活动。虽然他们学习中文的时间不长，但热情
高涨，中文水平提升很快。

首次举办“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的还有
卢旺达，130 多名小选手参加了本次活动。他们用
中文讲述寓言故事 《龟兔赛跑》，表演中文情景剧

《小马过河》 并合唱中文歌曲，赢得了现场观众的
赞赏。

秀出中华才艺

在本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现场，小
选手们通过展示中华才艺表达对中华文化的热爱。

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的中文秀现场，小选手
们表现亮眼。在才艺展示环节，他们带来的《青青子
衿》舞蹈韵味十足，用古筝演奏的《青花瓷》悦耳动
听，表演的武术刚柔并济，让人眼前一亮。

在马来西亚，45名小选手通过中国语言文化知
识问答、中文演讲以及才艺表演等，展示了自己的
中文学习成果。在他们眼中，内涵丰富的成语故
事，旋律优美的中文歌曲，都是很好的中文学习
资源。

在墨西哥，小选手们的表现同样精彩。马德奥

与兄弟姐妹齐上阵，为大家弹唱中文歌曲。安娜的
中文演讲自信流畅，获得观众好评。爱丽莎则为大
家展示了中国书法、古诗、绕口令以及高难度的
舞蹈。

对中国有更多了解

参加本届中文秀的小选手们表示，学习中文让
他们对中国有了更多了解，希望将来有机会到中国
看看。

来自葡萄牙的一名小选手表示，学习中文让他
领略和了解了中国语言文化的独特魅力，“‘汉语桥’
是梦想和希望之桥，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学习中文”。

来自南非的小选手凯伦说：“我非常喜欢学习
中文，参加‘汉语桥’不仅可以展示我的中文水
平，还能与其他学校的小朋友交流学习。我希望能
继续学习中文，多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

来自卢旺达的选手们为能参加“汉语桥”中文
秀而自豪。他们表示，很高兴能站在舞台上为观众
展示中文学习成果，这段经历非常宝贵，将为未来
学习中文增添信心。

来自英国的小选手们在中文秀活动结束后，不
舍得离开现场。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努力学习中
文，到中国看看”，这也是参加本届汉语桥世界小
学生“中文秀”选手们的共同心声。

“努力学习中文

到中国看看”
于 荷

卢旺达参加“中文秀”的选手们在现场表演。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供图

马来西亚彭亨大学孔子学院“中文+铁路”汉语培训学员合影。马来西亚彭亨大学孔子学院“中文+铁路”汉语培训学员合影。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柬埔寨皇家研究院孔子学院的学生参加中国文化活动。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