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我出生在美国，但从小就开始学说中
文；虽然我在美国长大，但上中文学校一直是
我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中文的听、
说、读、写的能力对我来说很重要。

为什么学习中文这么重要？为什么父母非
要我学好中文？为什么在过去的 !" 年，我每
星期至少花 # 个小时专心学习它？理由有 #

个。第一，中文在世界上使用的人数最多；第
二，学好中文是通向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捷
径；第三，在未来，具备中英双语能力的人机
会会很多。

当今世界，有超过 !# 亿人说中文，而且
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同时，除中国外的其
他国家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学习中文，亚洲
的韩国、泰国、印尼、新加坡，欧洲许多国家
和北美的加拿大、美国等。随着中文成为一个
日益全球化的语言，听、说、读、写中文的能
力越来越有用。

学好中文是通向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捷
径。中国有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火药、指南针
等古代的四大发明，诸葛亮的军事思想，数量
众多的历史遗迹，如兵马俑、长城、故宫等。
掌握中文，那你就能读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
虽然很多有名的文学作品和诗词已经被翻译成
英文，可是，阅读翻译后的作品远没有阅读原
文那样精彩。另外，掌握中文，还能为自己开
辟更多的学习和旅游的机会。

在今天的商业世界里，一个人具备双语能
力就在这个领域占有很大的优势。中国是世界
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正在向经济强国
迈进。很多世界知名公司在招聘时都对懂中文
的人另眼相看，会中文的人远比会其他语言的
人有竞争的优势。这种情况不仅仅在企业，很
多大学也对懂中文的人非常感兴趣。

因为以上的 # 个理由，我才那么专心地、
那么辛苦地学习中文。当然，学习中文的理由
还有很多，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总结出
几条来。我想，大家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学
中文很重要！ （寄自美国）

学中文 2013年8月5日 星期一

责编：刘 菲 邮箱：haiwaibanl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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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课】

辛 苦
殷 旵

汉 语 教 室

汉语中，辛苦、辛酸、艰辛等，都是日常
用语。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都能体验到。比如
菜心带有苦味，瓜果的中心部分带有酸味。那
么，为什么不叫心苦、心酸，而是习惯上称之
为辛苦、辛酸呢？这就要从“辛”字说起了。

上古时代，辛字与耑 （端） 字读音相近，
字义也相近。辛，甲骨文写作 、 ，像草木
生长之形。开花、结果为植物成熟阶段，成熟
之前为胜（古读 $!%&，今为腥）。胜（腥）味，
又称为辛味。动物肉食类未煮熟之时，其味叫
做胜 （腥）；植物花果类未成熟之时，其味叫
做辛。用火煮、烤、蒸熟叫做熟；瓜、果自然
成熟叫做孰。

孰与熟、辛与腥、植物与动物等这么一比
较，辛与心、辛与耑的比较就显而易见了，辛
苦、辛酸的原创含义也就一目了然了。植物
茎、果的心 （芯），有一股清新之气，清新之
色；植物的尖端为辛，将水分和营养输送给了
花果，将辛苦留给了自己。辛苦，是植物成熟
的本色，也是人类成功的美德。

认一认，比一比：

辛、耑、端，胜、腥，孰、熟；
辛苦、辛酸、艰辛、辛味，成熟、成功，

顶端、末端。

有人感到抓狂 有人大呼过瘾

搞怪“汉考8级卷”网上蹿红
董 超

汉
语
考
试

英
语
考
试

你 有 我

难吗？

“为什么还要学中文？”每当我告
诉朋友，我每个周末要上中文班时，这
句话便会从朋友口中蹦出。这是一个
困扰着很多学习中文的人的问题。当
我们在海外用英语学习生活时，真的
还需要学习中文吗？

记得小时候读“举头望明月，低头
思故乡”，那是许多中国人的启蒙教
育。诗人李白带我们云游四方，他在
月下徘徊，饮酒独唱。他还说“长风破
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豪迈旷
达，那副仙人模样给过我们多少怀想。

还有苏轼，用乐观豁达的精神感
动千秋。他一生坎坷，但仍带我们领略
“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仍豪迈地
唱出“会挽雕弓如满月，亲射虎，看孙
郎”。“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
忘”，道出人间凄凉却超越生死的爱；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该怎
么感谢他传递出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美
好祝愿！

翻开历史书籍，可以看到一个个
充满灵性的汉字，它们经千年演变，在
字里行间演绎着或壮士豪杰，或凄艳

女子。无论是成语、歇后语，还是四书
五经，无不蕴含着中华民族对自然万
物的精辟见解和理性之光。

为什么还要学中文？因为它所蕴
含的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是一种
博大精深的文化，是千年不死的灵魂。
试想有哪种语言像中文般神奇？历经
磨难却不朽，古老而青春常在。在中文
热弥漫全球的今天，我们为何不去领
略这绚丽多彩的语言呢？

有人说，语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
的精神所在。在战火纷飞家破人亡时，
它给予人们伟大的凝聚力以重建家
园；在国土疆域被占领时，它守卫着人
们心中的神圣领地坚不可摧；在远离
祖国的地方，它让素不相识的人如遇
知音。

我们没有忘记，有一个时代叫汉
唐，有一条河流叫长江。我们也希望，
可以拾起自己的文化，撑起民族的脊
梁，传承历史以延续未来的血脉。

为什么还要学中文？因为无论我
们走到何处，它都如一张名片，证明我
们是中华儿女。它给我们带来一种归

属感，它的烙痕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
内心。

或许有人会想，我从很小就会说
中文，何必还需要学？著名诗人余光中
曾在上世纪'(年代翻译《凡高传》，"(
年后，他修改了"万多处。有人问他是
否觉得年轻时英文不够好，他说，不
是，当年我的英文没有看走眼，是我现
在不满意我当年中文太西化了。现在
我的中文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更进一
步了，所以需要修订的地方才那么多。

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已经能熟练地
运用母语进行交际，却不知道，我们的
汉语水平尚浅。像余光中这样学贯中
西的大家，尚觉得自己的中文水平不
够火候，更何况我们！

为什么还要学中文？因为在这文
化软实力较量的时代，中文不仅是交
流工具，也是自身乃至民族软实力的
体现。何况这种语言的博大精深，我们
久久也领悟不完！所以，我们真该为自
己有机会学习这门语言而庆幸。当耳
边再次出现“为什么还要学中文”时，
我已不再困惑。 （寄自加拿大）

为什么还要学中文？
吴颖怡（!) 岁）

日前，由澳大利亚拉筹伯孔子学

院和查尔斯拉筹伯学校联合主办的

“第二届中国文化日”在查尔斯拉筹

伯学校举行。查尔斯拉筹伯学校从学

前班至十二年级近 )((名师生参与了

本次活动。

活动围绕中国功夫、艺术、美食

等 ) 项展开。在中国功夫教学大厅，

孩子们一丝不苟地跟着老师学习太极

拳。剪纸教室里，他们根据讲解和示

范，自己动手剪出形态各异的窗花。

书法教室里，他们从握笔、运笔学

起，越写越好。食堂前，孩子们对春

卷、炒饭等中国食物赞不绝口。多媒

体教室里，老师运用录像、图画等多

种形式向孩子们讲述“郑和下西洋”、

“牛郎织女”等中国故事，孩子们听得

如痴如醉。最活泼的当属经典童玩了。

放风筝、踢毽子、跳大绳、抽陀螺……

让孩子们大开眼界，玩得不亦乐乎。跳

棋、华容道、围棋等棋类游戏则让高年

级学生大呼过瘾的同时惊叹中国人的

智慧。

据悉，“中国文化日”已成为查

尔斯拉筹伯学校每年的固定活动。

图为查尔斯拉筹伯学生正在参加

文化体验活动。

学汉语，从娃娃抓起

由中国侨联、全国台联、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国际

广播电台、《快乐作文》杂志共同主办的第十五届世界华

人学生作文大赛于!"#$年%月!&日开始征稿。大赛旨在

弘扬中华文化，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交流与沟通，增进友

谊，活跃学生课外学习生活，展示华人学生的精神风貌。

有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参赛对象

海内外各国中、小学或中文学校华侨华人在校学生，

年龄一般不超过#'岁。

二、内容要求

本次大赛为非命题作文，可以参考以下两个主题。用

中文写作，题材不限，体裁不限，题目自拟。

#(梦想。无论什么样的梦想，都需要踏实认真的努

力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去实现。你，准备好实现梦想了吗？

表达你的梦想吧，表达你为实现梦想所做的努力吧。

!(快乐。快乐是心底最美好的追求。你经历的每一

件快乐的事情都可以成为最好的素材。

三、投稿要求

参赛作文一律用稿纸誊写或用电脑打印，书写工整、

规范，打印美观大方。除文稿外，你还可提交图画与文字

相配合的图画作文。

四、参赛办法

大赛可以学校为单位组织初选或个人直接投稿。设

立分赛区的，由分赛区组委会负责初选。由学校选送的，

可提出初选意见，填写“组织参赛情况总结表”，并附推荐

名单（样表从《快乐作文》杂志社网站)))(*+,)(-./下

载），未填表者不能参评组织奖。

五、截稿日期

!"0$年0!月$0日（以当地邮戳为准）。

六、奖励办法

大赛设特等奖01名，一等奖'""名，二等奖$"""名，

三等奖1"""名，并设组织奖0""个。特等奖及部分其他

获奖作品将结集出版《第十五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

获奖作文选》，向国内外发行。另外，组委会将邀请部分获

奖代表以及获得组织奖的部分单位代表参加大赛主办单

位举办的颁奖会及相关活动。

七、几点说明

0!大赛不收任何参赛费，每人限一篇作文参赛。凡已

公开发表的文章不得参赛。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参赛稿件将择优在主办单位媒体发表，如不同意

发表，请在参赛稿件左上角注明。

欲了解更多相关报道，请通过互联网检索“世界华人

学生作文大赛”或登陆《快乐作文》杂志等主办单位网站。

$(投稿地址：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天苑路0号《快乐

作文》杂志编辑部 大赛组委会杨丽媛 李果欣 邮编：

"1""%0 请在信封右上角和来稿上注明“作文大赛稿”

字样。也可投寄稿件至234562,)728#9$(:;<（两种方

式任选一种，杜绝重复投稿）

联系电话：&$##='%%10$>' ''9?$##!

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组委会

本报参与主办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

征文启事

上中文学校去
袁 程（!)岁）

袁程和他北京的外婆

题目：“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夏

天：能穿多少穿多少。”

问题：这句话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这便是近日在网上火爆的“汉语 * 级
全真卷”中的一道题目，诸如此类让老外
抓狂的题目在这份试卷中比比皆是。这份
试卷让不少被外语四六级考试、托福等
“折磨”过的中国学子大呼“过瘾！”“中
国文字太神奇了！”“老外也有这一天
啊！”。

真与假

网上流传的这套“汉语 * 级全真卷”
共分为判断题、选择题、阅读题、作文题
四部分。其中让人感到抓狂、离谱的题目
确实不少。

比如用“真”和“假”两个字把老外
绕得团团转的：“你的牙真好看！”“哦，
那是假的。”“啊，真的假的？”“真的。”
问：牙是真的还是假？

还有类似相声段子的：甲：今天公共
汽车上人多吗？乙：还行，第一站上来 #

个下去 ' 个；第二站上来 + 个下去 !" 个；
第三站上来 ,' 个下去 "# 个；第四站上来
!* 个下去 !" 个；第五站上来 - 个下去 *

个。问：乙共坐了几站？

正如网友评论所说“真是难为外国人
了”。但诸如此类的“恶搞”试题，肯定不
会登上新汉语水平考试 （以下简称汉考）
这样的大雅之堂。汉考是为测试母语为非
汉语者（包括外国人、华侨和中国少数民
族考生）的汉语水平而设立的国家级标准
化考试，所以多数的国人不会亲身参与其
中，不了解也属正常现象。那真正的汉考
是什么样子呢？让我们来看一道汉考阅读
原题的一部分：

是不是有人不做梦呢？绝大部分科学

家（）所有人都会做梦。

./相信。0/理解。1/确定。2/反应。

据了解，由国家汉办组织的新汉语水
平考试共分为六级，要求考生具备的中文
词汇量由 !'(个至 '(((个以上。题型分为
听力、阅读、书写 # 部分。汉考 ! 级和 "

级中只有听力和阅读两部分，从 # 级开始
加入了书写部分。汉考遵循“考教结合”
的原则，考试设计与国际汉语教学现状、
使用教材紧密结合，目的是“以考促教”
“以考促学”。

难与易

“我一次就通过了汉语考试的 , 级，
是不是很棒？但说真的，' 级和 ) 级对于
我们外国学生来说还是很难的。尤其是听
力和写作，我的听力就不大好，中文每个
字都有声调，有的时候我很容易混。”日
本留学生姜珺说。确实，中文的声调对于
大部分外国学生来说是一个难点，同一个
音加上不同的声调会变成不同的字。有些
字还是多音字，如果汉考的听力中加入这
样的试题，可想而知外国的学生会有多么
头疼。

我的朋友一次在微博上看到一篇汉考
)级的阅读题并 3了我。文章是介绍‘全
聚德’的前世今生的。文中用‘全而无缺，
聚而不散，仁德至上’!"个字解释了百年
全聚德的经营思想。我想即便中国人看到
这样的词语也要思索片刻吧。

值得一提的是，汉考从 ) 级开始阅读
的第一部分就变成了语病题，共 !( 题，
每题提供 , 个句子，要求考生选出有语病
的一句。“以前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汉考
题对于我们来说一定是小菜一碟。但一次
一位准备参加汉考 ) 级的美国同学问了我

一道语病题，
我真的是足
足看了 "( 分
钟都没找出
哪一句是有
语病的！当时紧张得我满
头是汗，现在想想都丢人，
哎……”大学生韩胜凯不
好意思地说。

汉考并不像一些国人想
得那样容易，更何况对于接
触中文时间较短的外国学
生。语言是人与人进行思想
交流的工具，学习一门语言
的目的也并不单单为了考
试，我们更应该在生活实践
中学习语言，而不仅仅局限
于书本之中，避免造成“高
分低能”现象。

痛与乐

“哈哈，现在外国人也
要学习中文了啊！还要参加
汉语等级考试！真是报了当
初被英语‘折磨’的仇了！”
“博大精深的中文让老外学
去吧，学海无涯苦作舟！”
“会不会有老外因为中文太
难学而打道回府啊？”“再
有机会出国，我就说中文，
让他们羡慕死！”网友看完
“汉语 * 级全真卷”后议论
纷纷。

大部分网友的心理是：
过去因为英语考试而痛苦，
现在看到那么多外国人被中
文考试难倒而解气。在悉尼留学的郎朗说：
“刚来悉尼时，我被各种生单词折磨，关于
食品、生活用品……尤其上课时更是纠结，
老师用的好多词都是一个意思，句子结构
更是多种多样，更不要说写作时的修辞方
法了。相信外国人学习中文应该比我们学
习英文更困难吧，哈哈！”

国人在酣畅淋漓地表达这种“快乐”
心理的同时，也带着为祖国、为作为中国
人的骄傲之情。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
习中文，参加汉考的人数也屡出新高。据

数据显示，目前全世界 !() 个国家和地区
开设了近 ,(( 所孔子学院和 '(( 多个中小
学孔子课堂，全球学习中文的人数已超过
,(((万人。这反映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以及中文在国际影响力的增强。

美国 《时代周刊》 亚洲版称“如果想
领先别人，那就学习中文吧！”当全球很多
人发出“456 .7589 :58;% 17<%5=5” （抢
先一步学中文） 的呼声时，中文渐渐成为
世界各国的第二语言，老外们为中文而
“痛”也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