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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身处异国他
乡，我们也能发现身边
的‘汉字风景’，或是
一家餐馆的招牌，或是
一位外国友人书桌上的
中文书籍，又或是一段
中文歌曲的旋律……”
日前，在教育部中外语
言交流合作中心推出的

“寻找五大洲的汉字风
景”线上活动中，身
在海外的中文教育工
作者、中文学习者通
过留言介绍了他们探
索到的“汉字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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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的罗安达，潮湿又闷热。在
安哥拉内图大学，一座二层白色小
楼格外醒目。这便是内图大学孔子
学院所在地。上了楼梯，走廊里传
来学生们洪亮的中文跟读声。

这是一堂针对中文初学者的基
础课程。“桌子上有什么？桌子上有
水杯。”内图大学孔子学院教师孙云
边读边反复做着演示，帮助安哥拉
学生理解中文对话内容。

“他们才学了3个月，已经可以根
据课本内容与同桌进行对话练习
了。”孙云说。她带了3个班级，共100
多名学生，既包括内图大学在校生，
也有其他院校学生和高中生，“他们
学习热情很高，课下也会自己练习。
一方面是兴趣使然，另一方面，他们

认为学好中文可以进入在安哥拉的
中资企业工作。”

学好中文能找到好工作，安哥
拉青年劳尔·卡瓦略对这句话深以为
然。他更希望记者称呼他的中文名
字——李安。

2017 年，还在内图大学土木工
程专业就读的李安，看到孔子学院
线上发布的开课通知，立即决定报
名。“在安哥拉，找到好工作不容
易，所以我想学会中文，或许对未
来有所帮助。”

经过不懈努力，2018 年，李安获
得奖学金，前往内图大学孔子学院合
作院校哈尔滨师范大学学习中文。

李安回忆：“下了课我就走出校
门，和下棋的大爷、餐馆的老板聊天，

虽然我说得很慢，但他们都很有耐
心，教我地道的中文表达方式。”

一年时间，这名安哥拉青年在
中国坐过高铁、逛过夜市，还爱上
了网上购物。在中国朋友的推荐
下，李安遍尝中国美食，养成了一
个“中国胃”。

2022 年，李安通过选拔，成为
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安哥拉公司的
项目助理兼翻译，既能发挥土木工
程专业特长，又能在工作中精进中
文。现在，李安正在教 18岁的妹妹
学习中文，希望她能和自己一样找

到好工作。
李安的成长历程是安哥拉数千

名中文学习者的缩影。据介绍，自
2015 年成立以来，内图大学孔子学
院累计招收学员超 2000 人。内大孔
院中方院长赵玉峰表示，在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安两国合作
日益密切，双方都非常重视语言文
化交流。“目前，我们与安哥拉多个
政府部门和高校等开展了语言文化
合作项目，目的是给两国交往合作
搭建更好平台。”赵玉峰说。

（据新华社电）

有个故事，说在某大学的博士论
文答辩会上，考官向考生提出一个怪
问题：“《孔雀东南飞》这首诗里，为
什么不说‘孔雀西北飞’呢？”

考生知道，这句话是起兴，说孔
雀东南飞或孔雀西北飞，都是可以
的，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但如果这样
说，显得太乏味了。考生灵机一动，
作了个似乎不搭界的回答：“因为‘西
北有高楼’。”

回答得妙。“西北有高楼”后面接
的是“上与浮云齐”，这两句出自汉代
的一首诗。孔雀为啥只能朝着东南
飞？西北有高楼嘛，高耸入云，挡住
了嘛。你问得出乎情理，我答得出
乎意料，正好相配。

巧了，这个故事里提到的两首
诗，都是来自同一本书——《玉台新
咏》。《孔雀东南飞》 原名 《古诗为焦
仲卿妻作》，这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
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与 《木兰诗》
并称为“汉乐府双璧”，被誉为“古今
第一长诗”。

有多长？该诗长达300多句，1700
余字，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创作，通过
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为读者
奉献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悲歌，在中国
文学史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辉。而“孔
雀东南飞”这一意象后来也走出爱情
范畴，被其他领域借用。比如，近年
来，人才向东南沿海地区聚集的现
象，就被称为“孔雀东南飞”。

我们能读到这样一首在当今社会
生活中还能占据一定话语地位的诗，
要感谢《玉台新咏》，要感谢编者徐陵

（507 年—583 年），如果不是他将该诗
收录进书，可能就佚失了。

徐陵是南朝人。《陈书·徐陵传》
说 他 “ 八 岁 能 属 文 ， 十 二 通 《庄》

《老》义。及长，博涉史籍，纵横有口
辩。”可见是个才子。徐陵早年在梁太子萧纲的东宫，写诗以绮丽浮艳见
长，很受宠。而他这么写也是“顺应时代的要求”。

梁时，宫体诗占据了诗坛主流。萧衍、萧纲这些最高统治者提倡，百
官公卿、社会各界跟风而作。宫体诗没什么思想内容，大多围绕美人做文
章，以华美雕琢的形式咏唱淫靡的生活。《隋书·文学传序》 斥之为“亡国
之音”，不是没有道理的。

《玉台新咏》就是徐陵在这个时期编选出来的，自然无法摆脱时代的限
制，所收多为宫体诗。徐陵在序中直言：“撰录艳歌，凡为十卷。”萧纲是
徐陵的“衣食父母”，因此，全书选录诗歌 660首，萧纲一人的诗就达 109
首之多，比如《倡妇怨情》《戏赠丽人》《美人晨妆》《咏美人观画》等，看
名字就知道内容了。

如果 《玉台新咏》 收的都是这种诗，那也没有必要在此推荐了。它毕
竟还是收录了不少优秀的诗篇，而且选了不少歌颂妇女的诗篇，这在当时
是没有前例的。

比如 《皑如山上雪》 写一个女子对负心汉表示决绝，指责那个男子只
看重金钱而轻视爱情；《上山采蘼芜》叙述弃妇与前夫偶遇时的对话，反映
出她的勤劳和重情；《日出东南隅行》里，采桑女子罗敷怒怼无耻太守，表
现出机智、勇敢、不畏权贵的品格……

在 《玉台新咏》 的诸多诗篇中，我们能看到千载而上的女性爱情观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魂神驰万
里，甘心要同穴”……无不专一、专情，流露出鲜明的女性自立、自由、
自信的意识，这放在今天也是不落伍的。

作为 《诗经》《楚辞》 之后中国古代第三部诗歌总集，《玉台新咏》 问
世后，并未受到足够多的重视。《梁书》《南史》 均未提及此书，流传的版
本也很混乱。同时代的 《文选》 又有李善注，又有五臣注，而 《玉台新
咏》 直到清代，才有了一个吴兆宜的注本，还长期享有唯一注本之誉。不
光如此，对于该书，人们的认识和评价有不小分歧。

古人看《玉台新咏》，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称其俗。
唐代学者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序》说“《玉台》陷于淫靡”，南宋诗

人刘克庄的 《后村诗话》 认为该书“赏好不出月露，气骨不脱脂粉，雅人
庄士见之废卷”，清代文学家王士祯的《带经堂诗话》表示书中“所录皆靡
靡之音”……徐陵也因此背上了“风雅罪人”的骂名。

第二种是赞其情。
宋人陈玉父将 《玉台新咏》 与 《诗经》 对举，认为二者“发乎情则

同”，区别在于“止乎礼义”上。明代学者袁宏道则盛赞徐陵“钟情”，认
为该书“清新俊逸，妩媚艳冶，锦绮交错，色色逼真，使胜游携此，当不
愧山灵矣”，旅游时带着这本书，足以笑傲江湖。

第三种是扬其正。
不少人发现《玉台新咏》中有合于温柔敦厚之旨的成分，于是将徐陵编诗

的行为拔高到“孔子删诗不废郑卫”的高度。如清代大才子袁枚认为，“《玉台
新咏》实国风之正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评价道：“虽皆取绮罗脂粉之
词，而去古未远，犹有讲于温柔敦厚之遗，未可概以淫艳斥之。”

今天，我们再看 《玉台新咏》，思路自然开阔多了，评价自然开通多
了。比如有学者从美学的角度研究 《玉台新咏》，从“情”的领域跳脱出
来，进入“爱”的境界，指出：“ （该书） 把爱视为生命的全部价值，这是
多情而又生活封闭的中国古代女性情感世界的重要特征。”从这个角度说，

《玉台新咏》真可谓“爱的主题的集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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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日前，北京语言大学正
式发布“国际中文智慧教学系统3.0
版”，推出大规模投入实际应用的国
际中文教育知识图谱。

据介绍，北京语言大学本次发
布的“国际中文智慧教学系统 3.0
版”，构建了融合语言教学静态内容
与学情、教情等动态信息的国际中
文知识图谱，通过大语言模型、语
音智能、数字人等技术赋能，打造
了以“理解当代中国·高级中文读
写”为代表的系列智慧课程，通过
智慧教育理念与方法，实现教师因
材施教和学生个性化学习，让留学
生能够以中文学习为桥梁，深入了
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读懂
中国快速发展的“秘籍”。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主任郁云峰表示，推进国际中文教
育数字化转型变革和线下线上高度
融合，实现时时可学、处处能学、
终身学习，是未来国际中文教育实

现更广覆盖、更可持续、更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选择，此次推出的国际
中文智慧教学系统，将给国际中文
教育教学带来崭新的体验，为推进
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增添新的
能量。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国际中文
智慧教育工程领导小组组长段鹏表
示，学校实施“国际中文智慧教育
工程”，将先进技术深度赋能教育教
学，以智慧化手段助推国际中文教
育教学模式变革创新。

据悉，北京语言大学于2020年
启动实施“国际中文智慧教育工
程”，旨在全新构建服务于全世界中
文学习者和教师的国际中文智慧教
育体系。工程第一期成果“国际中
文智慧教学系统 （平台） 1.0版”已
于2022年6月对外发布，“国际中文
智慧教学系统 2.0 版”于 2023 年对
外发布。

（甄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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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智慧教学系统3.0版”发布

随处可见的“汉字风景”

漫 步 在 匈 牙 利 布 达 佩 斯 的 街
头，在罗兰大学孔子学院担任中文
教师的刘明常被随处可见的“汉字
风景”吸引。“除了唐人街和中餐
馆，汉字也会出现在古城堡旁的导
览板、商场的潮流服饰等上面。其
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汉字场景是在
市中心商店招牌上面的‘金、木、水、
火、土’几个字，体现了中国传统哲
学观。”刘明说。

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一所学
校工作的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吴蕊
芳记得自己初到之时，只要看到汉
字，就会举起手机拍个不停。在商
场看到“安全出口”几个字，在商
品上看到汉字说明，或者看到带有
汉字的标志都会让她激动不已。

不久前，吴蕊芳和朋友乘假期
赴巴厘岛旅行，从机场开始就看到
许多汉字指示牌，还在途中遇到用中
文交流的商家，这都让她和朋友感到
亲切。“最让我感到惊讶和温暖的是，
在医院就医时，医生在药盒上用汉字
标明药的用法。”吴蕊芳说。

在尼泊尔担任国际中文教育志
愿者的王盼也在当地找到了“汉字
风景”——在首都加德满都的饭
店、超市中发现中文标识，在路边
偶遇的一家甜品店中发现中文介
绍，在路上看到的一座大桥上用中
文写着“中国—尼泊尔世代友好”。

“看到这些汉字，我觉得特别亲近，

也感受到了汉字的魅力。让我印象
最深的是桥上的‘中国—尼泊尔世
代友好’几个字，不仅展现了汉字
之美，还让我感受到了两国之间的
友谊。”王盼说。

正如一位留言者所说，在海外
发现的这些汉字，不仅是文化交流
的桥梁，还是跨越国界的情感纽带。

“汉字将我们连接起来”

在国际中文教学中，汉字教学
是重要组成部分，既搭建了学生了
解中国文化的桥梁，也将在海外教
授中文的老师和学习中文的学生连
接起来。

汉字教学在刘明的中文教学中
所占比例较大。目前，她的教学对
象包括中文初学者以及中文水平已
达中高级的学生。她曾做过一个关
于学生为什么学中文的小范围调
研。“不少学生的学习初衷就是被汉
字的美和神奇所打动。他们认为汉
字有内涵也有意蕴，会写汉字是很
酷的事。”每当刘明在中文课上看到
学生一横一竖写汉字时，都觉得感
动，“我不仅感受到自己作为中文教
师的价值，还感受到汉字将我们连
接起来的奇妙。”

在一次课上，刘明提到多瑙河
边上一家中文店名比较难写的中餐
厅，没想到有学生当场写出来了。

“当时很出乎意料，可见学生是真喜
欢汉字。当我给学生解读汉字背后
的意义，让他们更好地理解汉字，

巧妙地分辨记住汉字时，学生们都
感叹汉字太奇妙了。”刘明说，“我
也会引导学生重视汉字认读和书
写，虽然书写对一些学生有难度，
但他们都非常着迷。”

王盼也很注重汉字教学。在为
学生上第一节中文课时，她便准备
了一张写满汉字的中国建筑图片，
旨在告诉学生学习汉字的重要性。

对 学 生 反 映 的 汉 字 书 写 难 问
题，王盼选择从汉字的起源讲起。

“我会先带着学生看一段汉字起源发
展的视频，为的是激发他们学习汉
字的兴趣。之后，会教学生写生活
中常用到的汉字，比如‘谢谢’。这两
个字的笔画多，书写难度大，当他们
能写下来时，会有成就感，接下来再
学简单的汉字便容易很多。”王盼说。

王盼教学对象的中文水平多为
零基础，学习汉字面临不少挑战，
但他们并不畏难，都希望探究汉字
蕴藏的丰富文化信息及其背后的故
事。“有一个同学让我印象很深。在
检查作业时，我发现他用中文写的

‘希望你能喜欢这份工作’这句话
时，感到特别温暖。”王盼说。

打开了解中国之门

汉 字 反 映 了 中 国 人 的 思 维 认
知，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也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内容。
作为人文交流的钥匙，汉字开启了
外国友人认识、了解中国的大门。

2019 年，在巴黎举行的汉字节
以汉字为媒介，结合书画展、讲
座、文化体验和互动等多种形式，

全方位向法国民众展示中国汉字文
化，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可谓汉
字在海外传播的一个成功案例。

在刘明的中文课上，她会带上
纸墨让学生感受墨香和书法带给他
们的乐趣，也会带上篆刻刀和胡萝
卜，让学生体验自己创作汉字作品
的欣喜。“我曾篆刻学生的中文名
字送给他们。没想到多年过去，有
学生突然兴奋地告诉我，在邀请亲
朋好友来参加其人生重要节点的邀
请函上印上了这个中文名。”那一
刻，刘明觉得汉字跨越了语言、国
界等，打开了文化交流之门。

刘明和其他老师也常被邀请参
加布达佩斯的相关庆典、大型会议
等活动。“在我们呈现的展示台中，
汉字相关的展示内容最受欢迎，不
少民众希望得到一张自己名字音译
的中文名卡片。当我们看着书写的
汉字被他们捧在手中，很是骄傲和
自豪。”刘明说。

王盼观察到，在尼泊尔，不少
学生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尽早学汉
字。“一方面，他们希望孩子借由汉
字了解中国。另一方面，学会汉
字、学好中文有助于孩子就业。”

汉字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相关专家表
示，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汉字作
为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文字符号
系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广泛
的影响力。几千年来，汉字文化以
其独特的魅力，不仅展现出中华民
族的伟大智慧和创造，还对世界文
明做出了贡献。

在海外在海外遇见遇见汉字汉字
本本报报记者记者 赵晓霞赵晓霞

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央市场，产品的中文名很醒目。

尼泊尔的一座大桥上用中文写着“中国—尼泊尔世代友好”。

匈牙利布达佩斯一家餐厅的中文店名引起了不少路人的关注。在当地担任国际中文教师的刘明所教的学生中，不
少能写出这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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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能写出这个字。

中文助力安哥拉年轻人

奔向更广阔天地
闫 然 吕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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