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一个新的季节———秋天。
树叶从绿色变成金黄色和棕色，
加拿大野鹅飞向南方过冬。
一阵冷冷的秋风吹过，
一群群帝王蝶和秋叶飘满天空。
秋天，多美的季节啊！
你好，红叶；再见，绿叶。
你好，苹果；再见，草莓。
你好，万圣节；再见，中秋节。
你好，秋天；再见，夏天。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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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课】

形象、想象、抽象
殷 旵

汉 语 教 室

责编：刘 菲 邮箱：haiwaibanliu@yahoo.com.cn

怎样才能将“木”、“目”、“心”!个字“解
放”出来呢？

木，代表客观存在的万物；目，代表主观观察
的人。木、目为“相”，组成了一个左右结构的合
体字。相，又有两种读音：一读作 "#!$%，表示
“木”与“目”，即物与人，客观与主观，构成一种
相互、互相的关系；二读作 "&"$%，照相的相，好
比人用眼目给树木照相。相，即相貌、面相，又可
称为现象（表面显现出来的相）、形象 （事物外部
形状、形貌）、印象（观察后留在大脑里的相貌）。
你看，“木”与“目”真的被“解放”出来了，木
目为“相”。而且又有创造性的发挥，丰富了语言
词汇，增加了语言表达能力。

心能配合大脑思考，是大脑思维软件。“相”
字装上“心”字“软件”，相在心中，心中有相便
能“想”。这样一来，人们又能对事物的现象、形
象进行一番归纳———把许许多多的“相”归纳为一
个整体的“相”；又来一番演绎———把整体的“相”
演绎为许许多多特色各异的“相”。经过这样两番
梳理，原来的现象、形象便被有条有理地抽象了。
这种梳理、抽象的过程，叫做“想”，又叫思维；
被抽象出来的“相”叫做“思想”。

思考题：

想一想，还有哪些字可以装上“心”字“软
件”？装上“心”字“软件”后又是怎样的情形？

点 点

滴 滴

各地海选“发音人”
方言也建“博物馆”

张 玉

前几天看了冯小刚导演的大片《一九四二》，影

片中大量运用河南方言讲河南的故事，让人感到一

种亲切和真实，多体会了一些社会生活的内涵。出

了影院，朋友们的对话中都带上了河南腔儿。想起

几个月前看电影 《白鹿原》 里土得掉渣的陕西话，

也让人感到很得劲。

这些年，在电影电视等文学作品中用方言成为

一道风景，如讲四川话的《让子弹飞》，讲保定话的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讲天津话的《别拿自己不当

干部》，用重庆等方言的《疯狂的石头》、用东北方

言的《东北一家人》等。我更想到几十年前著名四

川方言电影《抓壮丁》。影视剧里的方言让文学更接

地气、营造出喜剧效果、与观众产生亲和力，就像

拉着观众全身心地进入了那个故事之中。在影院中

既可听到有意思的音，也可通过与字幕的对比，感

受话语中的表现方式。我想，看看这些方言电影，

肯定能提高学汉语的兴趣。

方言既是语言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作

为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一方人群在长期独特的历史

过程中积累的大量文化信息，有着

丰厚的文化底蕴。随着资讯和交通

的发达、人口流动和社会交流的增

加，方言在变化，也在被同化。通

过现代的音像传媒技术，留住一定

时间一定地域的语言

活化石，很有意义。一

些专家认为，汉语的

各种方言是地域文化

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

式，也是普通话健康

发展的资源和保障。

我们看到，很多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老外，

热衷于从对方言的了解中琢磨中国语言文化的细微

差异和丰富多彩。他们通过学习传统地方色彩的戏

曲，如京味儿或津味儿的相声、东北二人转、山东

快书等，成为汉语通和中国文化通。对方言的兴趣，

促进了他们进一步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了解中国

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使他们的中文不仅仅是一种

交流的工具，还是汲取文化营养的法宝。

还有很多学中文的华裔少年，可以从对方言的

体悟中浸润一些故乡的情感。我在美国的外甥女曾

经回老家成都跟着姥姥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姥姥

是重庆人，所以，我回成都听到外甥女讲一口重庆

话，非常吃惊。我想这一段方言经历已经注入她的

血脉之中，这对她后来在美国中文学校的学习有潜

移默化的作用。

著名作家王蒙说过：“一种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

工具，而且是一种文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群，是一

种生活的韵味，是一种奇妙的风光，是自然风光也是

人文景观。”看电影不仅可以欣赏文学作品，也可以

了解语言文化。文学作品的确同方言有着难

以分割的血肉联系，我们应该

培养自己对方言的兴趣，通过

文学更形象地了解方言，通过

方言更深刻理解文学。

方言可为学汉语增趣儿
红 深

有着海外教学经验的刘世敏教授非常注重学生的学
习体验。'( 年前，她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工作两年
后回国，成为对外经贸大学的一名老师，现为国际商学
院人力资源与组织行为系副主任。除了教授本科生、研
究生、)*+课程外，她还同时为国际)*,、通识本科
（-./）等项目的留学生授课。

有趣的体验式学习

在为国际)*+开设的管理与组织行为课程中，来
自世界各地的学员，组成跨文化团队，针对企业中的管
理问题进行实地案例调研。团队成员共同研究选题并进
行深入调研，运用所学知识对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
方案。这不仅使留学生将所学理论与现实问题紧密结
合，而且提升了他们的合作和解决冲突的能力。每学期
末，刘世敏都会鼓励学生在课上进行案例展示。一次，
一个调研美国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团队在进行案例汇报的
过程中，把该公司 012邀请到现场交流沟通，给老师
和全班同学带来了一个惊喜。

点燃反思之灯

刘世敏经常让
学生写反思报告。
她要求学生每节课
后就课堂教学内容
和教学活动写一篇
听课反思，结合自
己的实际经历，与
老师和同学分享自
己的见解。这样，
一方面可以让老师
及时了解学生对知
识的掌握程度并好
做相应的教学调

整，另一方面可以锻炼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刚开始，
刘世敏以为这种课后反思会给学生带来负担，要求学生
一学期只写3次报告，后来她惊喜地发现学生十分喜欢这
份作业。她说：“大家每节课后都会自觉写反思，发到我的
邮箱，所以每周我都要回复几十封邮件，给学生反馈。”

做学生的倾听者

“一个老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心理辅导师。因此，
老师要善于做倾听者，用心去了解他们的困惑。”

面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留学生，刘世敏还得做好
学生的心理工作，留学生是她办公室的常客。一次，一
个女生找到刘世敏，说不愿意和别人一起做团队课题，
想自己独自完成。在交谈的过程中，刘世敏发现这个学
生性格比较自我、缺乏团队意识。“团队学习是这门课
程的一个重要部分，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刘世敏告诉
那个女生。后来，这个女生终于同意回到她所在的团
队，但由于文化差异和自身的性格问题，屡屡与团队中
的其他同学产生冲突。这个团队的同学找到刘世敏，希
望能将这名女生调离他们的团队。在耐心地倾听他们的
想法后，刘世敏建议他们诚恳地沟通，并告诉他们：
“逃避冲突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多元文化的团队提
供了难得的机会，你们要在冲突中学习和成长，创造性
地解决问题”。令她欣慰的是，学期末这个团队出色地
完成了课题研究，团队建设也卓有成效。

中外一家人

课下，刘世敏和她的“洋”学生们一直保持着朋友
般的关系。“最让我感动的是一对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兄
弟，”刘世敏回忆道，“亚洲的学生一般比较内向，不太
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可是他们居然千里迢迢从家里给
我带了份大礼。”原来，这对兄弟家开了家蛋糕店，他们的
母亲为了感谢老师，亲自做了一个巧克力大蛋糕，让兄弟
俩假期结束后返校时带到北京。

刘世敏给留学生授课已有 4年多了，许多教过的学
生选择留在中国继续发展。不论这些学生从事哪一行，
在哪个城市工作，他们总是忘不了她，时不时还会回到
对外经贸大学来看看这位亲切的女教授。

做“洋”学生的倾听者
陈 萧

我住在美国的里士满，冬天不
容易见到雪，即使气温降到华氏二
三十度，也极不容易有雪。但我最
喜欢雪，因为我喜欢下雪时的热闹
以及下雪后的宁静，况且下雪天我
们不用去上学，所以我总盼望着下
雪。

去年圣诞节前一天，我和弟弟正
在家里吃雪糕，屋外的天空布满乌
云，冷风卷起地面的落叶，突然，我
听见“嗒嗒嗒”的声音，啊，是小冰
雹！又过一会儿，天空竟然飘起一片
片的雪花，“下雪了，下雪了”，我
和弟弟兴奋地叫着。我们立即跑上二
楼，穿上防雪服，戴上帽子和手套，
迫不及待地跑到院子里。映入眼帘的
是轻悠悠地飘落的漫天雪花，很快就
给地面铺上了厚厚的“白被子”，到
处都是雪，树上、地上、房顶上，齐
整整地全白了，多么漂亮而又难得一
见的风景啊！

弟弟、我及小区的小朋友们不约
而同地聚到了一起，我们各自带着
雪橇，来到小区的一个大斜坡上，
然后坐上雪橇，一个接一个地往下
滑。往坡上走时，我们嘻笑着，打
闹着，不时往对方身上扔几把雪；
往下滑时，我们因为刺激而大声尖
叫着。就这样一趟又一趟地滑着，
我们玩儿了一整天，直到天黑才心
满意足地回家。

第二天早上醒来，太阳已经挂
在天上了，昨天的雪也开始融化了。
这场雪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它带
给我的欢乐却长时间地留在我的记
忆中。

（寄自美国）

里士满的雪
钱怡龄（'5岁）

日前，在第 5' 届法国留尼汪海外省科学教育

展上，留尼汪孔子学院不仅设立展台，全面介绍孔

子学院的课程及各项活动，还应留尼汪科学联合会

的邀请，开设了一个专门介绍中国科学文化的专题

展厅，并别具匠心地将该展的主题定为中国珠算。

为期 6天的教育展和科学展，共接待参观者近

7万人次，在当地引发了“中国算盘热”。

上图：孔子学院学生正在详细地为参观者讲解

珠算知识。

右图：参观者兴致勃勃地当场学习基本的珠算

知识，并演练之。

法国留尼汪科教展
中国算盘成主角

今年暑假，我们从南到北游览了云
南省。

首先，我们乘火车从成都到达昆
明。在昆明参观了世界上最大的喀斯特
地貌———石林。大大的石头一块挨着一
块，有的像刀削的，有的像斧砍的，真
正是鬼斧神工，奇妙无穷。如果你的想
象力够丰富，就可以看出大象、乌龟、
老鹰等有趣的动物形象。

这种地貌是怎么产生的呢？原来，
在几亿年前，今天的昆明是一片大海。
水中的岩石被海浪冲成各种各样的形

状。当海平面下降的时候，这些石头露
出了海面。大海完全消失后，它们经过
漫长年代的风吹雨打，才成了现在的样
子。

然后我们从昆明出发，去了大
理、丽江和香格里拉。在丽江，正好
赶上火把节。当天晚上，每家人都要
在家门前点燃火把。我们住的饭店前
也放了一把巨大的火把，许多人随着
轻快的音乐围着火把翩翩起舞，一直
跳到火把熄灭。

（寄自奥地利）

游七彩云南
崔静祺（'6岁）

“干什么？”的各地说法。 刘依林绘

近日，“寻找正宗老北京，保护地道北京话”活动
正式启动，经过自我介绍、语音测试和即兴演讲 7 部分
考试，从 87名北京人中选拔出 6人代表北京市，作为方言
“发音人”。据悉，5('3年，北京市还将建方言博物馆。方言
要建“博物馆”，这一消息又一次引发网友的热议。

方言是地域的特色

方言是我国多元地域文化的承载者，是中国民间生
活最朴素的表现形式，也是含义丰富的语言形态。对待
方言，不同地域的人有着不同的深刻感受。

他叫白玉成，辽宁沈阳人，已经年过七旬。白大爷
在面对采访时说：“我经常半夜爬起来记录突然闪现在
脑海中的方言。现在很多东北话都失传了，不应该啊！
如果大家都收集东北话，有机会出一套东北话的书该多
好啊！”言语之间充满着对家乡方言的热爱。

网友“宣武焦洋”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方言是一

地之特色，是历史的记忆，是研究一个地方
文化的基础。不理解方言的发音、意义，会
造成个别进入普通话的方言词的错误理解。
方言是地方的文化缩影，也是文化多样性的
表现，应当保护。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
主任周磊表示，目前我国地区人口分布不均
匀，方言分布十分广泛。在人口稠密的东部
地区，相对来说方言比较复杂。面对讲方言
的人越来越少、方言的社会功能日渐退化这
一问题，周磊认为，在提倡普通话的同时，
要给方言留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比如可以鼓
励在家庭中、老乡间说方言。

方言是故土的情结

每种语言的自身文化价值都是其他语言
难以替代的，而一种语言的文化价值中就包括方言。方
言代表着“乡音”，即故土情结与民族认同感。

毕业于韩国中央大学、现在韩国工作的许小沫说：
“当听到要建‘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要对各个地
方的方言进行保护时，我很兴奋。刚到韩国的那个春节，
晚上独自一人走在马路上，寒风刺骨。突然，听到一个
小姑娘用地道的东北话说了一句‘哎呀，妈呀！这可咋
整呀！’我顿时泪流满面。”乡音所维系的，也许更多的
是那份与土地相连的血脉。

江苏籍旅美华人刘方灿说，不仅是正宗北京话要拯
救，只要有特色的方言都应该作为一种文化保留下来。
在国外，每当我听到吴侬软语的苏州弹唱时，眼前都会
浮现出母亲一边为我缝衣服，一边哼着小曲的情景。

对于方言所代表的故土情结，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
化学院丁崇明教授认为：每种方言都是相对独立的系统，
都是记录某种地域文明的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懂得
一种方言，就打开了一扇心灵与文明之窗，所以应该给
方言足够的生存空间，以便独具特色的地域文明能更好
地传承下去。

方言是文化的载体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绘制的《全球濒危语言分布图》
上，濒危语言排名前 7位的分别为：印度（'84种）、美
国 （'85 种） 和印度尼西亚 （'69 种）。而我国濒危语言
最集中的地区有 ! 个：东北地区、陕晋黄河中游地区、
西南边境地区。

从七旬东北老人自费搜集、整理 ':(( 多种东北方
言，到南京市建起的“方言俚语”文化墙；从上海 ;5位
学者联合署名发布的 《关于科学保护上海话的倡议书》，
到 《汉语方言大词典》 的出版发行；从国家语言文字工
作委员会的“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到北京、
上海、浙江等地的方言“博物馆”建设……这些行动无
不表明当代人方言保护意识的觉醒。伴随着人们物质生
活水平的提高，这种保护意识将日趋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