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第二届“汉语桥”全

俄大学生中文比赛在俄罗斯圣彼

得堡结束。经过激烈角逐，前两

名分别由圣彼得堡大学和莫斯科

国际关系学院的选手夺得，俄罗

斯布里亚特国立大学东方学系二

年级学生多尔日耶娃·阿尤娜荣

获第三名。

参加本届比赛的 !" 名选手分别

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叶卡捷琳

堡、伊尔库茨克和远东等五个赛区的大

学。多尔日耶娃·阿尤娜代表远东赛区。

这个仅有 #$ 岁的长发飘逸的布里亚特

族姑娘在“集体会话”、“即兴演讲”和

“回答问题”三轮比赛中一口字正腔圆、

标准流利的汉语给评委和观众们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布里亚特国立大学孔子学院莉迪亚院长

说：“多尔日耶娃·阿尤娜在本届比赛中获

得这样的好成绩不仅因其天资聪慧、勤奋努

力，亦与布里亚特国立大学校长卡尔梅果

夫·斯杰潘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华文教育并大

力支持孔子学院的发展密不可分。”

多尔日耶娃·阿尤娜通过比赛，不仅获

得了中国国家汉办提供的奖学金，还将作为

俄罗斯的选手之一赴华参加世界大学生汉语

桥比赛。 （于立亭）

提起文言文，你的脑海中会蹦出怎
样的词儿？浮现出什么样的情景？是枯
涩难懂，还是文雅优美？是韵律感极强
的文章，还是古板的老先生手捧书卷，
摇头晃脑地念着“之乎者也”？

近日，中国一位“大神级”网友将英国歌手阿黛尔的
单曲《似曾相识》（%&'(&)( *+,( -&.）用文言文进行翻
译，那优美的韵律和含蓄的用词一下子打动了亿万国人。

戳中泪点的文言风

“中文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啊！”看完这篇文言
文的翻译后网友集体惊呼。一边放着这首歌，一边在微
博上看着文言文翻译的大学生王康蕊评论说：“果断被
戳中泪点，膜拜这位大神级作者！”

朋友和我一起在网上看到这篇翻译时，他更是突然
狠狠地拍了我一下说：“你看这四句！连续四句全部押

韵，并且毫无生硬的感觉！这得有多么深厚的文言文功
底啊！”看着朋友疯狂的样子，我想，打动他的也许不
仅是这些优美的辞藻和语句，还有那辞藻背后所包含的
中国传统情怀和意境吧。本篇译文中还有一个亮点：
“ %&'(/+'(0 +/ 120/0 +) 1&3( 4./ 0&'(/+'(0 +/ 5.6/0

+)0/(278 9(25: 情堪隽永，也善心潮掀狂澜，然。”
一个单词“9(25”，一个汉字“然”；一首英文歌曲，

一篇文言文的翻译；一个用声音的表现力震撼听众的心
灵，一个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言文引发众人共鸣。

“二度创作”的文言文翻译

翻译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尤其用文言文翻译英语
作品。早在上世纪，以苏曼殊、毕谹和郭沫若为代表的
一些翻译家就曾有意识地将外语诗歌翻译成了文言律
诗。“其实从本质上讲，翻译时语言之间并不是字字对
应的，需要在文化系统之间进行复杂的转换。将当代流
行歌曲翻译成文言文，更需要跨越时代的鸿沟。”华东
师范大学李明洁副教授说。比如，该译文中用到“巫山
云雨”之类的典故，就涉及到中国文化传统和古典文学
意象，而这些在英语原文中是找不到对应之处的。

就译作本身而言，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呼应原
作的二度创作。之所以用文言文再度创作的这篇歌词在
网民中广泛流传，与文言文典

雅精致的叙事风格有关，也得益于文言文长于比兴、善
于用典的特质。当然，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文化觉醒
也是不可或缺的社会语境。

开启中华文化大门的钥匙

文言文作为中华文化传承之“根”，是中文学习的
重点及难点。它既文雅优美，韵律感强，易被广为吟
诵，又寓意深远，凝练简洁，经得住反复揣摩。

曾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的著名外交官
章含之女士说过：“文化的新生，需要向传统致意”。
文言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每一字，皆有形有
音；每一词，皆有故事。千百年来，祖先给我们留下的
气势宏远、跌宕起伏的文言文名篇佳句数不胜数。

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文言文意简寓深，字字珠
玑，使得不少人对于学习它有畏难情绪。北京市 #;#中
学的语文教师史晨飞介绍说：“今年北京地区的高考语
文试卷，新增了 <分的‘古文理解’试题。总体来
说，考生在这个部分的成绩非常不理想，平均得分
只有 =:>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年轻人的文
言文功力在不断减弱。

文言文是进入中华古代文化大门的钥匙。作为
一个中国人，不能领略文言文之美，无论如何都是一
个巨大的遗憾。在浮躁、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不妨停
下匆忙的脚步，尝试着读点文言文，努力去欣赏它
的优美典雅，这对于走近中华传统文化，提升自身
文化修养都大有裨益。年
轻人借着欣赏英文歌曲的
文言风式翻译，重拾对文
言文的兴趣，获得感知，有
所领悟，乐于追随，也显得
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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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课】

根 本
殷 旵

汉 语 教 室

《说文解字》：“木下为本。”所谓“木
下”，是指植株地下部分，即指“柢”。须根部
分为根，柢为本，合称曰根本。柢，为什么叫
作本呢？根是当初萌芽时的胚根，长大了成为
老根，所以人们常说，老本、本原，本体，或
引伸为：本固而邦宁，本立而道生，等等。
《说文解字》：“木上为末。”木上那一短

横，又从本位 （木下） 上移到了末位。本为
柢，所以末为蒂，合称为本末。柢是胚根，蒂
是胚芽，都离不开胚。

胚 （丕），与否 （?!） 音近；胎，与泰音
近。秋天，胎里的元气耗尽了，叫胎极，又叫
泰极；春天，胚气化为胎气，叫胚极，又叫否
极。这样，秋天泰（胎）极否 （胚） 来（胚养
在核里成为新一轮的种子），春天胚极胎来
（胎里萌生出根和芽）。泰极否来，否极泰来的
原理在这里。

认一认，比一比：

根本、老本，本性、本质，本原，本体。
本固邦宁，本固而道生，固本正源。

我觉得学习中国古代诗
词很有趣，因为中国古典
诗词很美，诗中赞美的山
河也很美。而且这些诗
歌已经传诵了几千年，
即使我们现在在异国他
乡学习它们，还是津津有
味，好似与古代的诗人们
在一起感受着这些美。

比如宋代的著名诗人苏轼
写的《题西林壁》这首诗我就很喜欢。在朗诵
它的时候，就好像自己置身在庐山当中。这仅
有 !@个字的诗词，却让我感受到了庐山的美，
也体会到庐山多姿的变化！

再比如唐代浪漫诗人李白的 《望庐山瀑
布》也是一首好诗。“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
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
天。”随着我的朗诵，你可以听到，也可以看
到，更可以去想象那庐山瀑布是多么美、多么
壮观！

像这样美妙的古诗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古
诗和创作这些诗歌的诗人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
所传诵和敬仰，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
苏轼、王维……中华民族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
丰富的文化遗产。

我喜欢在学习古诗词中学习汉语和中国文
化。在学习古诗词的过程中，我感到了作为中
华民族后代的自豪！我为自己的民族拥有这样
古老、丰富、优秀的文化而感到自豪！

学中国古诗词真的很有趣！（寄自美国）

中国古诗词很有趣
彭 澄（#=岁）

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积淀的遗产众多，古代

诗词歌赋就是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仅唐诗留存

下来的就有 <:$万余首。从“鹅，鹅，鹅，曲

颈向天歌”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从《孔雀东南飞》 到 《阿房宫赋》，都是世代

传诵、耳熟能详的佳篇名作。

生活在养分如此丰富的文化之中，每个中

华民族后裔都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作为一个

生长在海外的华裔儿童，彭澄同学通过学习古

诗，感受到了中华文化之美 （见本版），这实

在难能可贵。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海外学习中文有

着诸多困难，如，没有中文环境，学习时间有

限，等等。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教会孩子中

华文化的精华，让孩子爱上中文，是每一个海

外汉语教师和家长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我觉

得，背诵古代诗词歌赋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在

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诗歌中挑选短小、经典的

代表之作让孩子背诵，是对中文教学的有力补

充，对于提升孩子学习中文的兴趣，潜移默化

地提高孩子的中文鉴赏力有着重要作用，是事

半功倍之举。

我们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小时候不经

意间背诵的东西，会在头脑中长久留存，长大

后也很难忘记。可能对于孩子们来说，并不能

完全理解所背诵诗歌的意思，这并不要

紧。随着其年龄的增长和中文水平的

提高，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感受汉语

的韵律之美、意境之美、含蓄之美。

我相信，彭澄同学之所以能爱上

学中文，爱上古代诗歌，一定和他的老

师或家长的引导有着密切关系。中国

古代诗词歌赋是祖先

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

遗产，对此我们要

善加利用，身在福

中应该知福、惜福。

点 点

滴 滴

在古诗词中徜徉
刘 菲

一个单词“yeah”对应一个汉字“然”
英文歌曲译文言 戳中听众泪点

董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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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两名美国人创办的“乡音苑”引起众人关注。
该网站的最大特色是一张中国“方言地图”。即在一张中
国地图上，在特定的区域提供一段当地方言的音频，只要
点击地图上不同颜色的图标，便可以听到有人操着标准的
当地方言讲述一个小故事，时长"分钟左右。网友们仔细
辨别着录音中的各地口音，争论着正宗北京话的儿化音应
该发在什么位置，更有网友自告奋勇：“哪天俺也来录一段
丹阳方言”……

方言有着独到的社会价值

汉语方言是汉民族语言的地域性
变体，仅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就有
“十里不同音”的现象。在中央民族大
学的一个班上，同样来自浙江省的两
名女同学分别讲着绍兴话和瑞安话，
却几乎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来自瑞
安的李女同学说：“别说绍兴了，就是
瑞安周围县城的话我都听不大懂。”

现在，比较公认的有七大方言区，
即官话方言（又称北方方言）区、吴语
区、湘语区、赣语区、客家话区、粤语
区、闽语区。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记
录工具之一，这样丰富的汉语方言有
着独到的社会价值。
《语文研究》杂志副主编李小平认

为，方言的主要社会价值体现在两个方
面。首先，一种成熟的方言，在其使用的

人群里能起到很好的交际工具的作用。以方言为母语的人大
多会有这样的经验：用方言进行口语交流比普通话更尽情、更
尽兴、更到位；其次，由于方言往住是某种地域文化所孕育的产
物，所以可以很好地指称、记录这种地域文化的独特文化信息。

方言的淡化和消失是现实

#$""年，“普通话”被明确定义，并开始了近>=年的推

广。普通话的持续推广和人们流动性的加大，促使人们为了
交流便利，普遍地把普通话作为第一语言使用，这无疑降低
了各种汉语方言的使用率。

在学校里接受普通话教育，中学毕业后走出家乡上大
学、打工，当今的年轻人渐渐对方言感到陌生甚至遗忘。
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归来的谢同学说，她在城市长
大，本来就不会说家乡方言，只是有些口音而已；高中时
随父母从山西迁到福建，大学从北京到了英国。一路走
来，身旁的同乡越来越少，渐渐连自己的口音也变淡了。
其实不只是年轻人，李小平教授说：“现代中国的成年
人、老年人的语言生活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人们在不自
觉中大量借用普通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使用一种‘方
言性的普通话’或‘普通话性的方言’，这本身也是在淡
化方言。”

理性对待方言和普通话的矛盾

对于方言的保护历来有两种观
点。

有人认为方言与普通话相比，是
落后、过时的东西，没有必要保护。这
种观点当然是不正确的。方言传承着
各地古老的历史文化，是地域文化的
直接标志。保护方言，有利于保护中华
文化的多样性。

也有人将方言的淡化与消失简单
地归咎于普通话的推广，因而认为应
该抵制推广普通话。这种观点也失之
偏颇。普通话的传播和推广不仅增进
了人们使用汉语的交往程度，对社会
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更有利于扩大
中文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看来，如何在让普通话发挥作用
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方言及其
所负载的社会价值，这还真考验现代
人的智慧。

中国 !大方言

区及几处其他重要

方言分布简图。

图片来源：新京报

北方方言区
晋方言区

吴方言区

徽方言区

赣方言区
湘方言区

粤方言区

平方言区

客家方言区

闵方言区

当方言遇上普通话……
刘 菲 高颂雅

阿尤娜要来中国了

阿尤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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