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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24“我与中国的美
丽邂逅”来华留学生系列活动发
布仪式在京举行。在会上，来华
留学生代表分享了他们在中国学
习、生活的点滴以及对中国、中
国文化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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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姑娘、水晶鞋的故
事，很多人小时候听过。
但中国版灰姑娘的故事，
知道的恐怕就不多了。

先秦时期，有个叫叶
限的女孩，聪明伶俐，但
颇受后母虐待，经常被赶
去 深 山 砍 柴 、 到 深 渊 打
水。在一次过节的时候，
后母带着自己亲生的女儿
去游玩，让叶限看家。等
后母他们走远了，叶限穿
上金鞋，偷着去了。

在节庆现场，后母和
女儿认出了叶限。叶限赶
紧跑回家，匆忙间，丢了一
只鞋，被人捡走。后来，捡鞋
的人去卖这只鞋，被国王买
下。国王命左右试穿，都不
合脚。于是，国王让全国的
妇女都来试穿，竟然没有一
个人合脚。

国王派人去每家每户
搜寻，如有女子能穿上此
鞋，就带来禀告。到了叶
限家，叶限穿上了，并告
知国王前后经过。国王就
把叶限带回去，封为上妃。

这个故事出自唐代才
子 段 成 式 （803 年 —863
年） 的 《酉 阳 杂 俎》 一
书。学者倾向认为，这是
西方灰姑娘故事传入中国
后，经过了一番本土化改编而成的。因为故事一开始，段
成式就说了，这是“南人相传”；故事结束后再次重申，这
是“旧家人李士元所说。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记得南中
怪事”。

但也有学者，比如英国民俗学者玛丽安·罗福尔·考克
斯认为，格林童话《灰姑娘》的原型来自《酉阳杂俎》。

灰姑娘的国籍先置之不论，单说段成式，很喜欢奇
谈怪事。这是一个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33 岁
之前，出身望族的段成式不断改变生活环境，先后到过成
都、长安、扬州、荆州等地；后曾在秘书省、集贤殿供职，得
以翻阅大量藏书；一生交游广泛，学人、诗人、僧人，结交
了不少朋友……如此丰富的人生阅历，对他写书产生重要
影响。

《酉阳杂俎》书名不太好理解。简单说，湘西地区有大
酉山、小酉山，传说周穆王藏了很多奇异的书在其中。对
此，梁元帝在赋中提到过“访酉阳之逸典”，意思是去二酉
山寻访秘籍奇书。“俎”是古代祭祀或宴会时盛放肉类的礼
器，这里指奇珍异味。“杂俎”就是说天地间千奇百怪的味
道，杂然陈列于此。合起来就是说，本书记载天下奇人异
事，无所不包。

确实如此，全书分为前集 20 卷、续集 10 卷，共计 46
篇，内容极其驳杂，上到史志、礼仪、律法、外交，下到婚俗、
丧葬、禁忌、传说，旁涉杂技、仙佛、人鬼、方术，论及书法、文
学、饮食、医药……方内方外，细大不捐。

其中不少类目的命名颇为怪异，如记道术的称“壶
史”，录佛经的叫“贝编”，志鬼神的名“诺皋记”，写葬俗
的是“尸穸”等。宋代藏书家陈振孙说“其标目亦奇诡”，
明代学者胡应麟说“宋人以下亡弗骇其异，而未有得其说
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则称这些名目“在可解不可解
之间，盖莫得而深考矣”。

比如“诺皋记”，前人一向认为“意义难解”。学者李
剑国认为：“成式此篇主记鬼神之事，故序中颇言巫祝。巫
祝禁咒，必先以‘诺皋’之语呼召神鬼，此命篇之由也。”

因此可知，《酉阳杂俎》这些标目，虽不免生涩，但各
有讲究。而这些别具一格的命名本身，就说明了段成式对
分类的用心，力求契合内容。

什么内容？专挑光怪陆离的事、好玩奇特的人讲。
比如，前集卷八 《黥》 专记刺青、文身的故事，其中

一则讲成都人赵高好打架，满背刺着毗沙门天王的画像。
他被抓后，狱吏要打板子，看见天王画像后不敢下手了，
报告给领导李夷简。李夷简大怒，找来新制成的筋竹棒，
命令手下：“把这天王打干净了事！”一顿好打。这个赵
高，养了10天伤后，居然光着上半身挨家挨户叫嚷，乞讨
修补天王像的功德钱。让人啼笑皆非。

还有，续集卷一 《支诺皋》 上记载，国子监学生周
乙上晚自习时撞见一小鬼，身长两尺多，满头细碎光
点，像星星一闪一闪的，一会儿玩灯，一会儿玩砚台，
很调皮。周乙骂它，它也不听。周乙瞅准时机，一把抓
住。小鬼跪地求饶，一副可怜样。天快亮了，周乙听到
东西折断的声音，低头一看，手里抓着的原来是一柄破
木勺，上面黏了不少米粒。这个鬼故事不仅不恐怖，还
挺有趣。

从此可以看出，段成式集纳这些故事，并首创“志怪
小说”的概念用以概括，为的是达到“味之者无极，闻之
者动心”的境界，使“愁者一展眉头”，不主教化，只求娱
心，与“治身理家”的传统小说观大相径庭。难怪明人李
云鹄称此书让“读者忽而颐解，忽而发冲，忽而目眩神
骇，愕眙而不能禁”。

到了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评价 《酉阳杂俎》：
“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
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徵引。自唐
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秉持正统理学思想的
四库馆臣，先批评了一顿，接着又肯定了它的价值，并评
为“小说翘楚”，可谓先抑后扬。

此外，《酉阳杂俎》还包含了大量科技内容，涉及天文
学、医学、物理学、机械技术、生物学等领域，值得今天
留意。比如，根据卷七记载，天竺术士提到一种“能消草
木金铁，人手入则消烂”的“畔茶怯水”。英国汉学家李约
瑟在 《中国科学技术史》 一书中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
关于无机酸的记载，比欧洲早600年。

在春天早晨金色阳光的拥抱下，
生命萌芽的故事徐徐展开。

阳光在热切的树叶上翩翩起舞，
在大地的画布上投射出闪亮的色彩。
每一步都是一首唤醒世界的曲子，一
首芬芳花朵和青翠梦想的交响曲。

在大自然的翠绿怀抱中，樱花像精
致的五彩纸屑一样装饰在树枝上，庆祝
着这个季节的到来。它们的花瓣在微风
中轻轻飘动，为小路增添了优雅。

在这宁静中，时间变得缓慢，仿
佛大自然在召唤我们去品味那转瞬即
逝的美好瞬间。在这里，蔚蓝的天空
下，春天展开了希望的织锦，编织着
充满欢笑和光明的梦想。在温暖的阳
光中，我们走在神奇的小道上，每一
片花瓣在微风中飘扬，都像是对夏天
即将到来的承诺。

（寄自美国）

种下缘分的种子

“‘向上攀登，向下扎根’是我留
学中国所交出的答卷，也是我通往‘灿
若星辰’的道路！”来自浙江大学的马
来西亚留学生傅芷莹分享道。

傅芷莹坦言，自己是一个渴望被认
可的人，在得知作品获奖时，内心充满
喜悦。在 《抬眼望星辰，踏实足下土》
中，她讲述了自己所看到的的大山深处
的苗寨脱贫致富的故事。

“我能到中国留学，除了家人的全
力支持，自己也通过努力减轻家庭负
担。从苗寨人的身上，我看到坚韧不拔
的那种品格。”作为金融专业的学生，
她在学习过程中不仅汲取新知识，还加
深对社会的理解。

来自西北工业大学的亚美尼亚留学
生埃里克分享了自己的作品 《诗词里的
中国》 的创作灵感。他说：“我热爱中
国的古诗词，它们对我有着无法抗拒的
魅力。我尝试将古诗与中国的蓬勃发展
相联系，以更好展现中国古诗内涵丰富
的魅力。”

埃里克认为，学习中国古诗词是很
美妙的体验，虽然在创作过程中有些

“烧脑”，但首次尝试便获得了好成绩，
令他十分高兴。“作为学生代表上台朗
诵，我既紧张又激动，好在顺利完成了
演讲。”

“学习中文会面临很多挑战。”回忆
起小时候学习中文的经历，埃里克对当
时的中文老师充满感激之情。“小时
候，父母常来中国，受到他们的影响，

我逐渐对中文产生兴趣。为了提升我的
中文水平，父母请了一位严格的中文老
师。老师布置大量作业，经过日复一日
的刻苦练习，我终于熟练地掌握了汉语
口语和汉字书写。”他笑着说，“毕竟一
分耕耘、一分收获。”

“中国就是我的家”

东北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夏旋
来自俄罗斯，已在中国度过了近 10 年
的求学时光。她深情地回忆起这段求
学历程，心中满是感慨——“来华 10
年，我从一个对中国充满好奇的外国
人，逐渐成长为了解中国文化的‘中
国通’。白山松水的坚韧品格滋养了
我，而东北师范大学则赋予我博学慎
思的追求，在求知的道路上，成了我
的第二个家。在更广阔的探索中，中
国就是我的家。”

去年六月，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举
办了一次特别的活动，为来自世界各地
的留学生提供深入了解贵州省乡村文化
及科技发展情况的机会。夏旋感慨道：
“‘贵州行’不仅让我体验了中国的科
技发展，更让我深入感受到贵州的独特
文化魅力。这次活动拓宽了我们的视
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丰富多彩、充满
活力的中国。”在贵州之行的旅程中，
夏旋不仅结识了众多中外朋友，还了解
了贵州的发展成果，深切体会到中国对
未来发展的信心，也希望将自己所看到
的和更多人分享。

她坦言，10 年前的自己无法想象
自己今天的样子，成长需要时间的见

证，更需要实践的感悟。“中国是我的
福地，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见证中国
的繁荣发展，也期待我在中国的第二个
十年。”

来自越南的杨芳草目前就读于中国
地质大学 （武汉），学习国际贸易专
业，对中国的热爱溢于言表。在到中国
留学之前，她已来过中国20多次。她回
忆道：“妈妈从事中越两国的国际贸易
工作，在我小时候时常带我来中国旅
游，这使我从小便受中华文化的熏陶。
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要到中国来，
探索中国的文化底蕴。”

2022 年暑假，杨芳草在越南一个
风电项目实习。该项目旨在推动越南
清洁能源的开发，满足当地日益增长
的电力需求。她分享道：“当我亲身参
与到这个项目中，见证了中越两国工
程师和技术人员的紧密合作，共同克
服了从设计到施工的各种挑战，我被
他们的热情深深感染。这次经历不仅
加深了我对中国的热爱，也让我对未
来充满了期待。”

做文化交流使者

留学中国，了解中国，是来华留学
生的共识。他们中，有人通过脚步来丈
量中国，有人通过参加学校的活动来加
深对中国的了解，有人通过参加实践活
动来感受中国的发展。

留学几年，杨芳草的足迹遍及中国
的很多地方。“在浙江杭州，我欣赏西
湖美景、了解中国文化底蕴；在云南丽
江和香格里拉，我沉浸在神秘的古城风
情中，也被壮丽的风光吸引；在甘肃敦
煌，莫高窟艺术让我着迷不已；在河
南，丰富的历史遗迹和豫剧表演让我对
中国历史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在上
海，多元文化在此碰撞融合，让我感受
到了中国的开放与包容；在北京，我惊
叹于古老与现代交融的奇妙，长城的雄
伟壮丽让我流连忘返。这些旅行不仅拓
宽了我的视野，更让我深深爱上了中国
文化。”杨芳草说。

“我也非常爱我的老师和同学。”杨
芳草说，“留学期间，他们对我的成长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老师们精心
组织的交流活动，不仅让她提高了跨文

化交流能力，还让她结交到了志同道合
的朋友。课下，老师和同学们也给了她
温暖的关怀与帮助。“在中国，我收获
的不仅是知识和经历，更是家一般的温
暖与关怀。”杨芳草说。

提及学校生活，傅芷莹同样满怀感
激。她分享说：“在校期间，我有幸加
入了辩论队，成为队中唯一的外国面
孔。队友们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照，耐
心向我解释那些地道的方言，帮助我更
好地融入这个大家庭。”

傅芷莹还通过豆瓣、微博等社交媒
体平台，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时事热点和
人们的日常生活。她深知，要了解一个
国家，就必须深入了解其文化和民众。
通过不懈努力，傅芷莹的中文水平提升
很快，已能流利而准确地用中文表达自
己的想法，与中国朋友进行深入的交流
和讨论。

傅芷莹对语言学习有着独到的见
解。她认为，语言的学习应服务于实用
性。“我爱中国的文字，它们承载着丰
富的文化信息。我爱唐诗宋词，也爱现
代诗歌，它们曾在我遇到困难时给予我
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夏旋通过参加实践活动，实地探访
中国的大好河山，不仅汲取了丰富的知
识，更看到了真实而鲜活的中国。“在
未来的日子里，我希望能当好文化交流
使者，将我所热爱的中国展示给更多
人。”

（本文配图均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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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24 年“汉
语桥”上海合作组织国
家青年学生春令营开营
仪式在新疆师范大学举
行。来自俄罗斯、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等 8 个上合组织国家的
近 500 名青年学生参加
了此次春令营。青年学
生将在中国开展为期 15
天的交流访问活动，深
入学习中文、体验中国
文化。

图为参加春令营的
来华青年学生在新疆师
范大学学生 （左） 的指
导下学习茶艺。

新华社记者 王 菲摄

“汉语桥”春令营在新疆开营春 天
蔷 熙（13岁）

了解中国 热爱中国
甄 文

右图为来华留学生组成的留学中国
“云”合唱团在“我与中国的美丽邂逅”系
列活动发布仪式上演唱。

夏旋讲述自己眼中的中国。

优 秀 征
文获得者在
现场朗诵获
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