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 亲 的 依 靠
谢玉芬（

!"

岁）

第十三届华人少年作文比赛一等奖

我刚到中国时还不太会说
汉语。因为实在看不懂中文
菜单，所以我很怕在中国的
饭馆里点菜。我和朋友决定
去吃肯德基。虽然在肯德
基点餐比较简单，但是我
还是非常紧张，怕服务生
听不懂我说的汉语。谢天谢
地，经过一阵“这个、那个、
一个、两个”的比划，终于
顺利地点完了餐。付钱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吃麻辣香锅的
时候，有一种绿色蔬菜，味道很奇怪，我完全接受不
了，一打听，才知道是中国菜里常常有的，叫香菜。于
是我连忙对服务生说：“我们不要香菜。”听我这么一
说，那位服务生一副很奇怪的表情。我想，她可能没
有听懂，就又重复了一遍：“香菜，不要！”。

不一会，我们点的汉堡送来了。“嗯，看起来
汉堡的样子都长得差不多嘛。”我们说说笑笑地抓
起来就吃。“怎么没有生菜？”朋友看着我，一副
吃惊的表情。“我的汉堡里也没有！”这时候，我
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刚才，我跟服务员说不要香
菜，难道是我的汉语发音太糟糕，让服务员把“香
菜”听成了“生菜”？看来是这么回事，怪不得她
的表情那么奇怪。朋友听我这么一说，忍不住大笑
起来。没有生菜的汉堡当然不好吃，可是怪不了别
人，只有笑一笑，然后好好反省我那可怜的汉语水
平吧。

后来我才知道，中国的汉堡里本来就不放香菜，
那天如果我不多说那一句，就可以吃到有生菜的汉
堡了。不过，这件事让我对学习汉语产生了更大的兴
趣。如果有一天我再去那家肯德基，还能见到那位服
务员的话，我一定会用汉语给她讲讲这个“香菜”
和“生菜”的故事。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留学生教育学院韩国留

学生）

是生菜，不是香菜
权慧敏

夏天的一个下午，天气很热。我和足球队的朋友
们正在学校的足球场上练习。忽然，教练叫我们停下
来，并告诉我们比赛取消了，因为马上要下雷阵雨
了。我抬头一看，天上果然布满了乌云。我连忙跑向
正在等我的妈妈，妈妈发动汽车，朝家开去。

天越来越阴，忽然，远处的天空中出现了一道闪
电。接着，我听见一阵轰隆隆的声音，那是雷声。不
一会儿，车顶上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我觉得车顶快
要被砸漏了。车窗上像挂了个雨珠串起的水帘，什么
也看不清。天越来越暗，雨越下越大，汽车的雨刷器
越刷越快，妈妈开车的速度越来越慢。

到家的时候，倾盆大雨还在下着。从汽车走到家
门口就几步路，我的衣服却全被淋湿了。那雨像是要
永远下下去似的，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可是，一
转眼的工夫，像是有人给天空按上了开关，雨停了下
来，

不一会，太阳又出来了，天气变得很清新，大雨
后的景色也很美。 （寄自美国）

雷 阵 雨
姚小舟（

!!

岁）

所有物质都具有一定质量。有质量，就会产生一
定的能量，叫性能，又叫本能———物质本身产生的能
量，所以又叫能源———能量的来源。

能量又能产生某种力量，叫能力。人有主观能动
性———以能量为动力，体现的就是人的能力。能力有
大有小，表现为人的生命力、生存能力，乃至创造能
力、思维能力等。

其实，能力是由性能转化产生出来的：性能转化
为体能———身体能量，体能产生了体力、气力；性能
又会转化为智能———大脑能量，智能产生了智力、脑
力等。体力与智力，是性能转化后产生的，所以叫能
力。能力又叫精力。男人的精子，女人的月经（精），
都是性的天使。人的精力充沛，表示性能旺盛。精神
是性能正常发挥的结果，叫正能量。正能量的发挥，
又叫才能，才能显示的是才气、才干、才华。

汉 语 教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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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课】

性 能
殷 旵

过柬埔寨新年了，我照例和母亲乘长途大巴去农村
看奶奶。

车里的人很多，母亲一手拎着大包小包，一手拉着我
往人群里挤，好不容易找到了座位，她安顿我坐下，又把包
裹一个一个地往行李架上托。待一切放妥当后，车也要开
了。母亲在我身边坐下———坐在过道的加座儿上。其实，
车后部还有空位，可母亲执意不去，说怕我晕车，坐在我身
边她会比较放心。唉！母亲啊……

新年的热闹早早地来到了这辆车上，人们叫着笑着，
喧闹声一浪高过一浪。我旁边坐着一位年轻妇女，怀里
抱着一个一两岁的孩子，那孩子显然被眼前陌生的嘈杂
吓着了，不停地哭，年轻的母亲轻轻地抱着他，嘴里哼

着歌。
想必我儿时母亲

也是这样吧。父亲自
我出生后几个月就到
外省去工作了，奶奶只
有父亲一个儿子，母亲
怕她孤单，每逢新年都
要带我回乡下陪奶奶

过年。只是当时比现在艰苦许多，崎岖不平的道路，路上堵
一两个小时是常有的。我有着严重的“晕车症”，一路呕吐，
哭闹不停。我曾哭着央求母亲不要再回乡下过年，她却说：
“爸爸在外省工作，奶奶靠着我们呢。”

这就是母亲。她爱我，更不忘对一个大家庭的责任。
我转眼望向母亲，不禁愣住了，母亲居然在如此喧闹的
环境中睡着了。看上去母亲是那样的疲倦。她的头低垂
着，身子微弯，因为她的身后没有可依靠的椅子靠背。

母亲，您累了。我挪出肩膀轻轻地顶住母亲的肩，另一
只手小心翼翼地让母亲的头枕在我的肩上。时间静止了，
沉寂的世界中，只剩下我和母亲，母亲依靠在我的肩上，酣
甜地睡了；我紧紧地拥着她，保护着她。我在心里说：妈妈，
虽然现在我还不能为您遮挡风雨，但总有一天，我会成为
您的避风港，成为您的依靠，不再让您劳碌，不再让您受任
何委屈。 （寄自柬埔寨）

日前，美国西肯塔基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了

一次中文海报设计大赛，活动面向所有汉语教

学项目合作学校，目的在于让学习和接触汉语

的美国学生以一种创新的方式展示他们对中国

的了解。

为了吸引西肯塔基大学校园社区的参与，

这次中文海报设计大赛特等奖还开通了网上投

票。大赛共收到当地大、中学校学生提交的
!##

余份参赛海报作品。绿林高中学生琥珀·约翰逊

（上图左）获特等奖。大赛结束后，参赛作品还

在西肯塔基大学进行了展出。 （孔 萱）

中文海报设计大赛

可爱的小狗
陈旭洁（

!!

岁）

奶奶去年买了一条小狗，名叫油渣。它有一双炯炯有神
的眼睛，小小的嘴巴，机灵的耳朵和短短的尾巴。它背部的毛
是灰色的，腹部是米黄色的。真是可爱极了！

每天早晨，我一醒来会先抱抱油渣，它则摇摇尾巴，
好像在说：“早上好！早上好！”我吃早饭的时候，它就
坐在我的旁边，静静地看着我，有时会馋得直流口水。看
见它那么馋，我也会和它分享一点。吃过早饭，要去上学
了，我跟油渣说“再见”，它摇摇尾巴坐在门口，好像很
不舍似的。

小狗最大的本领是看家。油渣每天坐在门口，如果有人
从我家门前过，它就“汪，汪，汪”地叫，不让别人靠近房子。
如果爸爸、妈妈或是我回来了，它不会乱叫，而是围着我们
活蹦乱跳的，好像在欢迎我们回家。

每天我做完作业，都会跟油渣玩。我会带它出去散
步，和它玩游戏。每次我们
都玩得很开心。晚上要去睡
觉，我会和它说“晚安！”
它摇摇头，好像也在说：
“晚安！”

油渣是我的好朋友，我
爱我家的小狗！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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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实施〈地名管理条例〉办法》近日施行。
该办法明确指出：地名不得使用外文译写汉语地名。

“中英混搭风”闹出笑话

关于中国的地名究竟该用英文翻译还是汉语拼音
的问题，社会各界一直存在争论。而由于地名翻译标
准不统一，也闹出过许多笑话。

位于成都高新区的地铁“孵化园”站英文翻译为
“

$%&'()*+,% -)./

”，让人直接联想起“母鸡孵蛋的地
方”，而不是高科技产业园区。四川省人大代表崔太
平在该省今年“两会”上提出此事，引发了网友热
议。有网友认为，这么翻译没什么问题，硅谷那些孵
化器公司也用这个词，只是习惯用的是

0'1+%211

+%&'()*,.

（商业孵化器） 或
$%&'()*,.

（孵化器），而
不是

$%&'()*+,%

（孵化）这个名词。
近日，有网友发微博称，从成都火车北站开往双

流机场（候机楼）的大巴
3##

路车身上的起点和终点
提示，把“候机楼”翻译成“

4,' 5)&4+%2 ('+67+%8

”
汉语拼音加英语直译，有明显的翻译错误。该微博引

起了众多网友围观吐槽。有网友称：这中式英语，太
牛了。难道是最新的汉英混搭风么，太无语了！

其实，地名翻译上的混乱、“中英混搭风”在我
们身边并不少见，只是许多人熟视无睹罢了。

多数专家赞成用汉语拼音

如果说对于“钟楼”究竟该翻译成“
94,%8

:,'

”还是“
0266 ;,<2.

”，还有一些讨论的价值，那
么地名翻译中的“中英混搭风”则实在有些欠妥。目
前，在全国范围内，地铁站名的翻译并不统一，
“

== >*)*+,%

”与“
== 94)%

”的翻译方式并存，显
得有些混乱。对于这些问题，相关领域专家也有不同
的意见。

西安地铁所有的站名翻译均采用汉语拼音。陕西
省翻译协会主席安危认为，这样做既不方便外国人，
也不利于宣传西安。他说：“西安的有些地名是著名
的文物古迹，应该沿用约定俗成的译名，如钟楼

0266

;,<2.

，大明宫
?)5+%8 -)6)&2

，而像航天城等显示西
安的重要性和建设性的地点，翻译成英文专属名肯定
比汉语拼音更能让外国人接受。”

西安地铁相关人员回应并解释说，他们曾先后组
织有关单位对英文标识的翻译工作进行过研究。根据
@##A

年发布的 《地名标志国家标准》 要求，西安地
铁一、二号线英文站名全部采用大写汉语拼音译法。
西安地铁英文站名的翻译曾上报给省民政厅，并通过
了专家评审。西安市语言办也认可这种翻译，因为大
写拼音译法是国家标准，也符合国际惯例。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
师刁晏斌先生认为，陕西省“地名不得使用外文译写

汉语地名”的规定是合法的。
@##!

年
!

月
!

日起施
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八
条明确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 《汉语拼音方
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
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
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而国际标准化
组织 （

$>B

） 经过多年审议，早在
!CA@

年就决定采
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汉语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国际
标准。所以，陕西的做法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社会上
之所以会有不同的声音，大概只是基于一些其实并不
正确的“传统”做法，比如用英语来翻译，或者是用
外国人创制的老掉了牙的威妥玛式拼音 （如“北京”
拼写为

-$D$EF

之类）。
刁晏斌教授说，即使不从法律的层面来看这件

事，这里也还有一个立场转变的问题：从“屈己就
人”到“以我为主”。我们的地名翻译，自然应当用
我们自己的汉语拼音表达形式，用专业术语来说这叫
“名从主人”。

可见，无论是网友还是专家，多数人倾向于中国
地名用拼音翻译。用汉语拼音翻译中国地名，除了更
加接近本土语言之外，同时也符合我国各项语言规
则、法令的要求。《陕西省实施〈地名管理条例〉办
法》的实施为汉语翻译的规范带了个头。

地名翻译争论由来已久 陕西省出台相关政策

地名翻译走向制度化
李岁竹 看到美国西肯塔基大学孔子学院成功举办中文海

报大赛的消息，十分佩服老师们的这个奇妙创意。这

说明这里的老师比较了解美国学生的学习习惯和特

性。中国教育传统中，比较重视老师的“传道授业”，

学校里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老师在讲，学生在听。美

国不论是家庭还是学校，都比较注重从小培养孩子的

动手能力和参与意识。光让他们坐在课堂上听，而不

让他们参与，渐渐地，他们就会对学习这部分知识失

去兴趣。

在海报制作过程中，需要学生自己构思主题，查

资料，查字典，找制作材料，描画设计。这个过程本

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过程。最重

要的是，学生亲身参与，对于了解到的资料印象深

刻，学习效果很好。

一名海外中文学校的老师介绍经验说，她曾给学

生留过一个家庭作业———假设自己是一家中餐馆老

板，设计一份独一无二的中餐馆菜单。这下可热闹

了，学生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的让家长帮忙收

集中餐馆菜单，有的去中餐馆实地观察，有的上网查

资料。交上的作业五彩斑斓，菜单上有照片，有图

画，有中文，有中英文对照，不会写的字还标注上汉

语拼音。看得出，每个人都动了脑筋，下了工夫，每

个人的菜单都与众不同。据老师说，教学效果出奇地

好。

我们知道，除了少数人以语言作为学问研究外，

绝大多数人都是把语言当作工具来学习的。是工具就

要使用，在使用中发现它的有趣、有用之处，在使用

中发现自己对它了解和掌握的不足，从而自觉地进一

步学习。书面作业如此，听说方面的练习也是如此。

英国一位中文老师，就曾把一节中文课的课堂搬到唐

人街上，内容是让学生找中国人用中文问路。

有人可能认为，外国学生掌握的汉语知识有限，这

样的作业不能胜任。其实，对于不同程度的学生，可以

布置、设计不同的作业，但出发点都是让学生使用汉

语，发挥汉语的工具作用。在海外非汉语的大环境下，

有意识地创造机会，让学生使用汉语，确实能

激发他们的兴趣，让他们看到学习汉语的实

际用途，体验到掌握汉语的

乐趣和成就感。只有这样，才

能持续地保持住学生的学习

兴趣。这就需要海外中文教

师在按照常规教学的同时，

开动脑筋，巧妙设计。

点 点

滴 滴

多用汉语
才能增加兴趣

刘 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