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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课】

道 理
殷 旵

汉 语 教 室

责编：刘 菲 邮箱：haiwaibanliu@yahoo.com.cn

《说文解字》：“理，治玉也。”治玉也叫治理。俗话
说：水有纹理山有脉，石有纹理地有脉。石头上的纹
理像水的波纹，又像山峦起伏的黛影。其实，这种波
纹就是一种线条。像波纹一样的线条又叫做纹理，纹
理之间一道道空白部分称为道，合称为道理。

玉石上的道理（纹理）是天然形成的，而不是
人为的，叫做无为。这种天然有一种朴实的美，但
并不完美，也有瑕疵，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愿望，
可以人工琢磨、雕刻，这叫治玉、治理。这种人为
的治理，又叫做有为。

有为又分为两种：有所为与有所不为。顺着原
朴的纹理雕琢，使之尽善尽美，叫做有所为；雕琢
时不盲目追求形美，而重在保留原朴质地的美，不
该雕琢的地方决不轻易下刀，这叫有所不为。如果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叫做刻意。

有所为与有所不为，都要符合自然天成的原
理，这叫顺理成章。章，也是一种纹理。

自然万物都有纹理，如水的波纹，云的纹彩，
动物皮毛上的斑纹，人身上的皱纹、指纹等。有纹
理，就有道理。

比一比、想一想：

纹、理、道、线条，波纹、纹彩、斑纹，皱
纹、指纹；纹理、道理，顺理成章。

点 点

滴 滴

他出生在阿富汗的一个富人家庭，却没享
受到一次富人的特权；他因为战争错过了正
常的上学年龄，却凭借努力 ! 年完成了 "#

年的课程；他觉得自己只不过是来中国学
习，却作为留学生代表见到了自己国家的
总统。他就是北京语言大学学生白勇胜，
一个来自阿富汗的优秀留学生。

白勇胜出生在阿富汗一个知识分子
家庭。父亲是作家，母亲是老师，物质
和精神条件双重优越的家庭环境让他度过
了美好的幼年时光。但突如其来的战争摧
毁了这一切，白勇胜一家为了躲避战争举
家迁往巴基斯坦。恰在这个时候，母亲的一
场重病让当时已经窘迫的家境雪上加霜，白勇
胜还没有入学就“辍学”了。

后来白勇胜终于有机会走进学校，他直接上了二年
级。从入学第一天起，他就比别人更加珍惜学校的时光，

他反复说，“正因为曾经失去过，才知道
来之不易，才能加倍珍惜”。父母良好
的遗传基因加上自己的勤奋努力，他
用 !年时间不断地跳级完成了别人 "$

年的课程，同时掌握了除波斯语外
的 %门外语。

现在的白勇胜在一所幼儿园做
志愿者英语老师，与孩子们相处
的时光让他感到很快乐。童年的
特殊经历让他明白学校教育的重要
性，他希望自己能够让孩子们感受
到被爱的幸福。白勇胜很喜欢画画，
他笔下的作品既有静谧的风景、天真
可爱的女孩也有自己那不幸童年的写
照。$%岁的白勇胜已经在阿富汗首都举

办过两次画展。“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
天赋，我希望阿富汗的年轻人看到我的画能

找准自己的人生目标，积极地面对生活。”白勇胜如
是说。

$&'"年，白勇胜来到北语学习，虽然到现在只有短
短的一年，但他已经爱上了北语，爱上了北京。他喜欢
参加学生会的活动，又有了很多新的中国朋友，他们都
很真诚。他在夏天的晚上经常光顾学校外面的大排档吃
夜宵；出门的时候会带着一个刻着“北京语言大学”的手链
防止走丢；他喜欢拿着相机发现每一个值得关注的角落，
记录每一次不寻常的感动，相机里有春花烂漫时沐浴阳
光的自己，也有秋风萧瑟时校园里的最后一片落叶。

最让他不能忘怀的是 $&"$年 %月 %日，阿富汗总统
哈米德·卡尔扎伊访华，白勇胜作为阿富汗留学生代表在
北京外交学院出席了与总统的见面会。

希望成为一名外交官

白勇胜在北语的专业是国际政治，这个专业要求
留学生和中国本科学生一起用中文上课。显然这对于
他来说是不小的挑战，但白勇胜还是坚持自己的选择。
“我想要成为一名外交官，成为一个能为国家做贡献的
人。国与国之间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只有战争，我希
望能更多地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国家间的经济、政治纠
纷问题。”

现在的白勇胜正在一步步接近自己的梦想，他一
边上学，一边在阿富汗驻中国大使馆工作，并希望以
后能长久地留在这里，为中阿两国以及人民的友好合
作添砖加瓦，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世界和平做
贡献，让更多的孩子拥有正常的温馨的童年。

“北语”来了位阿富汗“帅哥”
张康康

落入凡尘的“王子”

中国的生活充满欢乐

读中文四声有人偷笑 讲课堂纪律多次提醒

在荷兰教中文真得花心思
郑 楠

几天前，一个叫“张欣”的博主发了一

条微博：“从来没有让我的孩子们背诵唐诗

宋词、三字经、弟子规，因为我记得一位智

者的话：昨日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

这一带着冷酸灵的言论几天内就引来两万多

条转发和评论。

从博主的初衷看，也是对一些老师在寒

假作业中强迫灌输式的背诵有意见，希望孩

子有更多的创造力，希望新时代要有新的话

语方式，希望启发孩子的好奇心，而不希望

孩子有背书的痛苦，不希望孩子成为不动脑

筋的机器。但她从否定国学的角度下结论，

引来的就都是质疑之声。看来国人对待唐诗

宋词等国学经典十分重视和珍视，不管这些

经典是不是昨天的太阳，它都对今天的我们

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也看到国人对经

典在孩子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然，很

多家长在孩子很小理解力很差懂事不多的情

况下强迫孩子大量背诵这些经典，也是不可

取的。

诵读国学经典有没有用，网友们自有看

法：“昨天文化的精华，却可以陶冶人的情

操。”“唐诗宋词的美不是

用来晒被子的。”“让孩子

背古文，不是想去给他们灌

输什么‘昨日的辉煌’，而

是想让孩子们在吟诵中去体

会汉语的韵律和美感。”

“外国那些没营养的童话怎么和中国的唐诗

宋词、西游三国相比。”“你可以这么教育

你家小孩，但不能误导大众。”“背诵，就

是一种学习能力，受益一身的能力。”“诗

词不是用来死记硬背掉书袋的，古诗词凝聚

的是汉语最极致最精粹的美。”“昨日的面

包也能填饱今天的肚皮。”“昨天的经验换

来今天的教训，应该让孩子看看历史。”但

也有网友认为：“若是一味地死记硬背，只

会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言传身教为正道。”

从网友的评论中，我看到了国人对于国

学经典极大的热情，看到了国学与国人教育

扯不断的交集，也看到了今人越来越多的理

智和思考。在对待国学的问题上，总是有两

种极端，总是容易矫枉过正，或是完全否

定，或是完全肯定。过去的背了再理解囫囵

吞枣的做法，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已经给

出过答案；而“文革”中破四旧将经典付之

一炬，也是让人痛心疾首的。其实，我们学

习的任何东西都是昨天的，昨天的太阳一样

给人温暖和美好。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来自哪

里祖宗是谁，或许也将很难知道自己想要去

往何方成为何人。只是，对于这些国学

启蒙经典，应该如何面

对，或者应该如何选择，

看着孩子们天真的脸庞，

这的确是考验每一个家

长的课题。

国学经典是“昨天的太阳”吗？
红 深

我知道在中国，每个孩子都盼着过春节。其实在美
国，我们华人孩子也盼着过春节。小时候盼着过春节，
是因为家里会有大的聚会，会有很多小朋友来家里玩，
好多叔叔阿姨都会带来他们拿手的菜和点心，运气好的
话，我和妹妹还能收获好几个红包；现在都念九年级
了，红包不是最重要的了，但我还是喜欢中国春节的热
闹和我们在美国形成的一些春节传统。

先说说我们达拉斯现代汉语学校的春节吧。学校每
年都会组织一些很有趣的活动，老师们会教我们唱一些
中文歌，像“龙的传人”、“歌声与微笑”等；家长们
会带很多春节食品和点心到学校，比如说年糕、饺子、
麻花等。我们一边吃着美味的中国点心，一边还玩着各
种中国游戏，如抖空竹、踢毽子、用筷子夹玻璃球、猜
谜语。我最喜欢的是猜谜语，因为别的东西可以自己在
家里玩，就是猜谜语得跟别的同学一起合作才猜得出。
我们每玩一个游戏，还能得到好多小票，最后用小票能
换到小礼物。我最高兴的一次是用 (&张小票换了一副
耳机。

除了中文学校的活动，我们自己家也有一些春节的
传统。每年的除夕，是美国的早晨。爸爸妈妈很早就把
我和妹妹叫起来，因为要趁着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
会开始之前给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和所有的亲人拜年，
然后吃一顿很特别的早餐，有饺子，有带汤圆的米酒。
如今年的春节正好在周末，我们可以和中国的亲人同时
看春节晚会了，妹妹希望看多多的魔术，我觉得相声最
好看。

虽然今年不是我的本命年，但我还是要把本命年时
姑姑送给我的红腰带拿出来用一用，没准真的会给我带
来好运气呢。 （寄自美国）

我在美国过春节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能做很多
好玩儿的事情，看好多精彩的节目！

哇，春节晚会可真好看，有唱歌、跳舞、魔术、相
声，等等。 我最喜欢看魔术，也喜欢看歌唱表演。当
然，我最喜欢的是能够在家里和家人一起看春节晚会。

我在美国有很多亚洲国家的朋友。到春节的时候，
大家轮流请客，吃一肚子的好吃的，像鱼球、羊肉和年
糕。大家在一起玩游戏，说说笑笑！妈妈说我们过春节
就是吃喝玩乐，哈哈，她说得一点没错。反正，和家
人、朋友在一起过春节，让我觉得很幸福。

在美国过春节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帮妈妈给她
的美国学生做小礼包。妈妈会带我去超市挑一些中国的
小点心，像旺旺雪饼、大白兔奶糖、金币巧克力和米
糕，然后把那些好吃的放进一个红色的小礼包里面，再
在每个礼包里放一个装着中国硬币的红包。妈妈让我帮
着在红包上写一些祝福的话。这些礼包会被妈妈带到她
的学校，妈妈要求她的学生认出红包上的字后才能把小
礼包发给他们，可好玩了！

我希望有一天能有机会回中国过一个真正的春节，
要是能和家人一起去现场看春节联欢晚会，那就更美
了！ （寄自美国）

游戏比红包吸引人
孙潇阳（)(岁）

给美国学生做小礼包
孙潇雪（"*岁）

图为孙潇阳、孙潇雪兄妹二人

鞭炮响了，烟花亮了，中国的传
统节日春节到了！

每年春节前，我和家人都要在一
起做大扫除，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
净，收拾得整整齐齐。大门上贴了大
大的“福”字和春联，桌上摆满各
种各样的糖果和干果，每个人都要
准备一身新衣服。我们还要出去买
年货，在我的家乡重庆，年货中必
有香肠和腊肉。除夕晚上，要吃一
顿团圆饭，全家人团聚在一起，高
高兴兴地欢迎新年。这顿饭很丰盛，
有许多好吃的菜。饭后，我们一家
人坐在客厅，一边看春节晚会的精
彩节目，一边守岁。大年初一后的
几天，我们走亲访友去拜年，长辈
们会给我压岁钱。春节期间，街上
到处人山人海，非常热闹。直到正
月十五元宵节时吃了汤圆，春节才
算正式过完。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所以生
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要庆祝春节。
春节时，大城市的唐人街上还会有舞
狮等表演。虽然现在我不能和远方的
家人一起过春节，但是我会给他们打
电话，送上我的祝福。

（寄自加拿大）

春 节
李含潇（)(岁）

西班牙西华联中文学校
刘安娜书

图为郑楠老师和她的荷兰学生们

从 $+"$年 ,月起，我开始了在荷兰鹿特丹市-./012

3450.6175 学校的中文教学。虽然我从事对外汉语教学
工作已有七八年，但是走进荷兰学校教中文还是第一次。

使用荷兰文动画课件

在和负责教学的副校长面谈之后，我明确了和以往
教学的不同目标：在-./012中学的教学目的不是深入系
统地教授中文，而是利用 8 周的短期课程，让荷兰学生
对中文和中国文化形成大致的了解，并通过这个课程激
发他们对中国的喜爱和对学中文的热情。

基于此，我开始着手课程设计。在两节课 ,&分钟里
面，我安排了 *&分钟、8次的中国地理、历史和文化的
荷兰文动画课件展示。这样学生们在中文课上不知不觉
地就学到了一些中国文化，对中国和中文也有了简单的
认识，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了解到喜爱。

鹿特丹市居住着多种族居民，反映到班里也是这样。
和华裔孩子相比，荷兰的孩子都很早熟，敢于提出反对
意见。要让正处于青春期的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认真地
学习中文，光充分准备课件是远远不够的。在和同行的
交流后，我明确了课堂所面对的主要挑战：那就是如何
维持课堂秩序并赢得学生的尊重。

课堂搞成抢答竞赛

经过充分备课之后，课堂实践开始了。第一节课至
关重要。在第一节课上，首先是和学生们流畅地交流并

做自我介绍。自我介绍之后，让学生们学说我的名字
“郑老师”，并给每个学生 " 分钟时间进行自我介绍。针
对荷兰学生比较散漫的特点，我强调了课堂纪律的重要。
上课时，首先点名，学生们要用学会的中文问“老师
好”；下课时，要一起用中文说“老师再见”。这样的反
复训练也有助于让荷兰学生养成遵守课堂秩序，尊重老
师的习惯。

记得第一节课时我带读中文四声的时候，总有同学
在偷笑，我设身处地一想，对于荷兰孩子来说，汉语的
四声在荷兰语和英语里都是没有的，在荷兰人听起来很
奇怪。于是第二次上课时，在我带读四声之前，就先给
学生们进行了解释。这么一说很灵，之后真的没人再笑
了，都很认真地跟我读。

设身处地地考虑问题，认同学生想法，理解和尊重
学生，也会赢得学生的尊重。

-./012是一所重点中学，来这里的都是学习好、接
受能力强的孩子，但他们精力集中的时间有限，需要有
足够的挑战。针对这些特点，我把主题动画课件做成了
抢答竞赛的形式，这样学生们不是被动地听，而是互动
式地参与，每个同学都积极地举手抢答，气氛非常热烈，
每次 *&分钟的文化常识课都是在学生们的笑声和感叹声
中度过的！

另外，学唱中文歌也是我们的课程安排之一，既能
活跃课堂气氛，又能帮助学生尽快掌握汉语这门陌生的
语言。一次喝咖啡的时候，-./012 的一位老师高兴地告
诉我，他们班的学生们课间在唱中文歌呢！我听了感到
很欣慰。

让荷兰孩子了解中国

作为一名中文老师，我喜爱这份工作是因为它时常
让我感受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在这短短的 8 次课中，
比学中文更重要的是让这些荷兰孩子正确了解中国，培
养对中国的感情。

一次，班里一名同学告诉我，他不想学中文，他想
学日文。我在讲解汉字时，就拿汉字和日文的假名做对
比，让学生找出哪个是汉字，哪个是日语的假名。学生
发现，原来日语里有很多汉字，由此也知道了日本和中
国之间的文化渊源。针对不少荷兰学生以为“西藏、新
疆等少数民族不属于中国”的误区，我找来中国各少数
民族少女的照片，和日本、泰国等国的少女照片放在一
起，让学生们找出照片中不是中国人的部分。通过这些
小游戏，学生们了解了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认识到中国
是由各种色彩、各种文化融合而成的多民族大家庭。

春节前夕，正巧我们在讲解汉字的对称结构，我让
每个同学制作了有“春”字剪纸的贺年卡，送给自己的
父母。卡片正面写上“新年快乐”，在背面，我帮学生打
印了关于春节含义的荷兰文解释。这样一来，我们班的
每个学生都变成了中华文化的小使者，把中国的春节文
化传达给他们的父母家人，传达给更多的荷兰人和荷兰
家庭了。

我欣喜地看到，华文教育之花已在荷兰扎根并茁壮
成长，其中就有我在-./012中学撒下的种子，为此我感
到非常自豪。 （寄自荷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