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话是中国的通用语言。《中国

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显示，普通

话说得非常流利、发音比较标准的人其

实并不多，只有 !"#$!%。一般人的普通

话往往带着汉语地方方言的特征，我们

把这样的普通话叫做“地方普通话”。

地方普通话真是比普通话还普通。

很多人都在说，而且表现还不一样。比

如，厦门人学说普通话时，受厦门话音系

的影响，会把“飞机”（&!'("）读成“灰机”

（)*"("）。上海的老阿姨会直接用普通话

的读音去读上海话的词汇，会说“她的脚

馒头（膝盖）摔坏了”。广州人说普通话

时会依照广州话的语法，把“我先走”说

成“我走先”。

大多数中国人的地方普通话会受到

母语方言的影响，也有不少中国人走南闯

北，普通话里什么地方

的口音都有。现在也发

现某些地方，地方普通

话相对固定了下来，有

特定的使用人群、使用

场合和交际效果。比如：在湖南长沙，学历

较高的年轻女性，在高档商店、银行等地

习惯使用一种较为稳定的长沙普通话。

地方普通话里面有一个特例，就是

台湾人说的“国语”。读音上受到不少闽

南方言的影响，例如：“微笑”（+!','#-）

说成 .+$','#-/、“星期”（,"012"）说成

.,"012%/。词汇上的差异更大，把“献血”

说成“捐血”，把“体检”叫做“查体”。

还有一种“土汉语”和地方普通话也

比较接近。比较典型的是从宁夏、陕西东

部、川西到云南、贵州这一线，是汉语和

各种少数民族语言相互接触的集中地

区。四川西北的阿坝藏族自治州是汉、

藏、羌、回等民族的杂居地区，他们使用

的汉语夹杂了各民族语言的特点。比如：

当地的藏语、嘉戎语没有声调，所以，阿

坝地区的“土汉语”也没有了声调。词语

和语法受到说话人具体母语的影响，几

种语言互相干扰，以致会出现这样的句

子：“我心里不来（我想不起了）。”不仅当

地的少数民族会这样说，和他们居住在

一起的汉族人也用这种“土汉语”。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普通话已经越

来越好了，但是，学会、听懂多一种语言或

者方言，了解地方普通话的

表现，在地域文化和民族文

化丰富多元的中国，

还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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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课】

胎极胚来
殷 旵

汉 语 教 室

前几节课讲了“尖端”、“柢”、“蒂”、“根本”和“辛苦”，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东西———胚胎。《说文解字》说：妇女
怀孕一月为胚，怀孕三月为胎。那么，植物又是怎样怀孕
的呢？

植物的种子又叫作仁，两瓣合抱叫作同仁———共同
呵护着种子的胚胎。如杏仁、桃仁、花生仁等。胚胎是种子
的生命，有生命力才能萌发、萌生、发芽（萌芽）。发芽之前
叫做胚，生命呈现静止、闭塞状态。所以，胚又叫否（3&）。
《易经》中有“否卦”，表示事物呈闭塞态势，比如交通规则
的“红灯停”（停则堵塞）。

胚，与丕、否（多音），字形相近，三个字都从“不”。不，
甲骨文写作 ，像花朵谢落之前的倒垂之形。花谢了，花
蒂还在，花蒂里就有胎芽，有胎芽才可以蒂结瓜、果。所
以，中国人将新婚之喜，称为蒂结良缘。

植物开花、结果大多是秋天。秋天来了，枝、叶停止了
生长，都将水分和营养集中供给花、果，并通过胎芽喂给
花、果的。花开花谢，水分和营养又集中供给瓜、果。瓜果
成熟了，不需要水分和营养了，胎芽任务完成了，工作暂
停了，便呈现静止、闭塞状态———这叫胎极胚来。《易经》
叫“泰极否来”———胎又变成了胚，胚收藏在果核里（种
仁），等待春来时再萌发。

认一认，比一比：

胚、胎、仁、不、丕、否；
胚胎、萌发、萌生、发芽、萌芽、胎芽，静止、闭

塞，成熟；
胎极胚来、泰极否来。

以“我的中国梦”为主题的第十二
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近日
已完美收官。来自世界五大洲44个国家
的5万多名汉语达人经过海选、复赛和
决赛6个阶段的激烈角逐，最终五大洲
的冠军称号都已尘埃落定，来自澳大利
亚的贝乐泰摘得本届“汉语桥”比赛的
桂冠，获得“汉语之星”称号。

语风之战，磊落比拼。比赛结果
固然重要，但莫以成败论英雄，比赛
的过程才真正是五大洲选手们人生中
最珍贵的体验和永恒的记忆。那些场
上和场下的点滴拼争值得我们一同关
注并分享。

赛场上：

狭路相逢 谁与争锋

焦点一：摄影师！加快加快！

决赛中，6"位汉语达人在闯关的
途中每人都配有 5 位随行的摄影师负
责拍摄。4 月的杭州虽然风景迷人，
但闷热的天气如“蒸笼”一般。汗如
雨下的选手们为了争分夺秒而跑步前
行，还不忘鼓励摄影师：“师傅，快
点！快点！”“我们还是要跑！”“坚
持到最后！必须有！”“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加油！加油！”有的选手甚至
跟摄影师说完“师傅，我在前面等
你！”就一溜烟地不见了人影，让肩抗
摄影器材的师傅大感无奈。

焦点二：娇小的身躯 强大的内心

决赛第一场杭州的比赛中，来自
越南的女孩黎宝钗由于完成一个任务
的时间较慢，落后于其他选手，而下

一个任务又要到较远的地方。焦急万
分的她突然看到其他选手乘坐的旅游
车从她面前经过，她一边加快步伐追
上旅游车，一边大喊：“师傅师傅！
请让我上车！”但司机师傅却因为超
载而拒绝。此时此刻的她并没有气
馁，在其他选手惊愕的表情中，犹如
阿甘附体一般朝着终点、朝着梦想大
步跑去，将其他选手乘坐的车远远甩
在身后。她娇小的身躯中拥有着强大
的内心，这股阿甘精神也感染着一些
选手纷纷下车随她一同奔向终点！

焦点三：美食文化中学习中文

决赛第二场比赛来到了美丽的
古城凤凰。57 位选手被分为 6 个小
组学习当地一种著名菜肴的制作方
法并进行展示。“血粑鸭”、“酸汤
鱼”、“双椒炒腊肉”这些凤凰当地
的美食让选手们馋涎欲滴，但学习
制作实属不易。先要认识食材，还
要了解制作步骤……“西红柿切丁，
酸白菜切丝，鲶鱼切片”，选手们一
边看着师傅制作，一边记录着。
“这个动作叫拌匀！”旁边还不时有
队友提醒。在这样的活动中，选手
们不仅能够了解中国的美食文化，
还能在美食文化中掌握新的词汇，
在实践中学习中文。

不经历风雨，如何见彩虹。中文
有着神奇的魔力，它让不同肤色，不
同国度的选手在此相聚，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汉语桥”犹如一个家庭，
每一位选手都是其中一员，相互扶持，
携手走过。它不仅考验着选手们的汉
语能力，也在锻炼着五大洲选手的意
志。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

赛场下：

五大洲架起汉语桥

你可不要小看这一位位来自五大
洲的汉语达人，他们不仅会说汉语，
而且能歌善舞，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
更是让人刮目相看，最重要的是他们
都有一个中国梦！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人

与人之间交流的桥梁，我想通过这座
桥梁把中国之美和我体验到的那份感
动分享给我身边的人，为中国和日本
的新关系做出贡献！这就是我的中国
梦。”来自日本的选手出口佳奈说。

来自津巴布韦的马正桦在谈到他
的中国梦时说：“我梦想有一天可以
到中国的大学学习经济和金融，了解
和学习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等我学
成归来，我希望把中国发展的宝贵经
验带回津巴布韦，让津巴布韦人民享
受发展带来的变化！让远在亚洲大陆
的长城和非洲南部的古老石头城，因
为有着同样的梦想而遥相辉映！”

不同国籍的人拥有各自不同的中
国梦，这一个个的中国梦引领他们来
到“汉语桥”这个大家庭。在这个大
家庭中，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
种友谊又促使他们一同完成中国梦，
并将中国梦与更多的人分享。
“参加这次‘汉语桥’比赛，我最大的

收获当然是交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们。虽然我们在比赛中非常忙，但当我
回忆起这一个月的时光，最深刻的就是
我们聊天、开玩笑的时间。回国后我真

的非常想念我在‘汉语桥’认识的朋友，
希望以后会再有机会和他们见面，一同
完成我们的中国梦！”本届“汉语桥”比
赛冠军贝乐泰在回国后接受本报采访
时说。

在路上：

越过“独木桥”踏上“砖石桥”

“汉语桥”比赛自!""!年举办以来
已吸引来自8"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几十
万名海外青年学生参加。“汉语桥”的火
热以及竞争的激烈，也折射出目前全球
的“中文热”。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文的文化价值和
使用价值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对中文的
需求也在迅速增长。每一位学习中文的
人，都希望成为一名沟通中国文化与世
界文化这座大桥的使者。

正如“汉语桥”相关负责人表示，经
过5!年的成长，“汉语桥”已经从一座
“独木桥”变成了“砖石结构”的桥梁，但
这不是终点；再过5!年，“汉语桥”一定
能成长为一座“钢筋混凝土”的大桥。

相信“汉语桥”定会成为沟通中
国与世界的友谊之桥、沟通之桥、和
平之桥！

9岁的时候，我跟家人离开厄瓜多尔来到了中国。这是
我父母的决定，他们希望我和弟弟学会中文。来中国生活可
以说是爸爸从小的梦想，因为他的姥爷和姥姥来自中国广
东。如今，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 5!年，对中国的文化有了
很多了解，这 5!年的经历也深深地影响了我。

中国人的行为文化有很多特别的地方，至今仍然使我吃
惊的是他们见面问候的方式。在厄瓜多尔，遇见熟人时礼貌
的打招呼方式是亲吻脸颊，同时也可以拥抱，这在中国通常
是见不到的。到中国不久我就发现，中国人互相问候的时
候，只需要说一声“你好”就够了，比较熟一点儿的朋友可能
再随便说点儿什么，像“吃了吗？”“出去啊？”“下班啦？”“哟，
买了不少东西呀！”等等。尽管我知道这是在中国大家普遍接
受的方式，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是觉得跟朋友拥抱一下
会更好一些。

大概 $年前，有一次，我跟一位非常要好的中国朋友见
面，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所以我非常激动，高兴地拥抱
了她。当时她没有表现出什么，可是后来她问我：“那样打
招呼是你们的传统吗？”听了这话，我才意识到我的行为不
太合适，我没有想到中国朋友可能会不习惯这样的问候方
式。

在中国，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是很简单的事。从小学开
始，学生的作业就非常多，要学的数学知识非常难。进了高中
以后，学生除了学习还是学习，一整天都在学校上课，几乎没
有什么课余活动。为了准备高考，高中学生几乎什么都要学。
我简直不明白，他们已经什么都会了，那上了大学以后还学什
么呢？

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确实对我有影响。我明白努力学
习、取得好成绩的重要性，也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东西都不
懂，有很多方面需要继续进步，我渴望变得更好。当然，我
认为有很多事情比考试得到好成绩更重要，比如帮助需要帮
助的人，跟家人一起快乐地生活，更深地了解自己，保持身
体健康，等等。即使我认为生命中有比学习更重要的事情，
但当我看见身边有人不努力学习时，还是感到很困惑。因
为，我在中国长大，在这个社会里，学习是人生最重要的
事。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留学生教育学院厄瓜多尔留学生）

我从厄瓜多尔来
艾 琳

近日，美国一家语言数据公司对
全世界5:96种特征清晰、数据充足的
人类语言进行了评估。根据其词序、
声音种类、否定方式等语言特征，进
行语言“怪异度”的排序。在此项评估
中，西班牙语、汉语普通话、英语和法
语等均被列入极度“怪异”的行列。在
怪异榜中汉语普通话排名576位，而
与其同根同源的粤语却排在第5$76

位，巨大的排名悬殊也引起了中国人
的广泛关注。

字同意异 粤语不好猜

“你知唔知你系作咩？”对于一个
成长在普通话环境中的人来说，看到
这句话普遍的反应会是所有的字都认

得，句子也念得出，但
是到底是什么意思，

却不太能明确表示出
来。从而产生了“你知道你
是谁吗？”“你知道你是怎

样的人？”“你知不知道你是做
什么的？”这些在会说粤语的人
们看来啼笑皆非的答案。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唔”是粤语字，即粤语使用者为
书写粤语而创制的本土造字和借用的
某些粤语同音字或近音字，不同于它
在汉语普通话的意思，其含义为“不”。
而“系”，另一个干扰理解正确句义的
字，它是“是”的意思。这句话的真正
意思是“你知不知道你是在做什么？”

就粤语的语言特征而言，中山大
学历史系教授程美宝表示，粤语可以
“我手写我口”，形成自己书面语言形
式。所以我们观察这句话不难发现，
在了解粤语具有特殊发音的字之后，
其大意便可了然于胸。可以说，粤语
与汉语普通话的差异主要是在于其独

特的发音上。

日新月异 普通话不普通

东莞籍的吴琦音同学表示，“在北
京学习生活先要过的就是语言关，发
音不一样，思维不一样，有时候讲普通
话的同学之间开玩笑，我在旁边听都
要反应两秒才懂得。”
“神马都是浮云”是近两年来很火

的流行语之一，也是这位同学提到的
最富有普通话特色的流行语之一。“我
知道按照普通话的逻辑理解‘神马’就
是‘什么’的谐音，‘浮云’应该是不值
一提的事物之类的。”吴琦音说，“可是
在粤语里找不到替换词，那么按照字
面理解就会很奇怪。”

与粤语大量保留古代汉语语音、
词汇、语法不同，汉语普通话的发展
更是一个融合和吸收的过程，除了对
方言中元素的吸收，还注重对于人们
日常生活中流行文化的吸收。不仅在
语法和句法上有所发展，在词汇上也
进行逐渐的扩充，更加富有时代气息

和生命力。

花开并蒂 洞明皆学问

这一评估出炉后，华人世界对于
汉语普通话和粤语的讨论热情又被渐
渐燃起。这不禁让人想到当初广州在
筹办亚运会时所提到的“普粤之争”。
广州市社科联研究员李明华说：“风
俗不一样，语言不一样，都容许它存
在。只有这样，我们中华文化大花园
才显得绚丽多彩，姹紫嫣红。”粤语
的美在于其古风古韵，典雅和谐。汉
语普通话的美在于通俗明了，融合生
动。

无论粤语与汉语普通话的差异几
何，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载体。了解粤语的相关知识可以丰富
我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而随着近年
来中国综合国力的日渐提高，华人的
影响力日渐突出以及“中文热”的兴
起，学好普通话也逐渐成为扩大视
野，了解世界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之
一。

普通话比粤语更怪异吗
陈静桐 董 超

粤语 普通话 ？

海外教授中文写作
张 磊

点 点

滴 滴

地方普通话
李明洁

对海外中文教师来说，写作训
练是教学中的一道难题。自从两年
前担任初中班教师开始，我就进入
了“引领学生突破写作瓶颈”的角
色。这个过程也是我不断学习摸
索，不断改进提升的过程。

写作与切身经验相结合

新学期伊始，我们学习了课
文 《给孩子的一封信》，文中真
实感性的语句深深触动了学生的
心，引发了他们的强烈共鸣———
这些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们有
着与课文中相似的经历。通过学
习课文，他们开始理解父母之
心、父母之爱。于是，我趁热打
铁，提议学生根据自身体验和感
受给父母写一封信，与父母进行

沟通交流，让父母了解自己的想
法。在给爸爸妈妈的信中，学生们
学会了用“分享快乐，分担烦恼，
陪伴成长”等词句描述他们和父
母之间的生活经历，并在信中表
达了对父母“说不出的感谢”和
“无尽的感恩”之情。感动于孩子
们的真情，有些父母当即写就了
给孩子的回信，浓浓的亲情跃然
纸上。一封封发自心底、感人至
深的信，让我不禁潸然泪下。

这次与生活经历相结合的写
作练习获得了成功，因为用心和
真情写出的东西一定是好的、感
人的。

借鉴荷语写作进行训练

新汉语水平考试（;<=）五
级的写作部分之一，要求学生在
规定的时间内用试卷上提供的几
个词语或是一幅图写出一篇短
文。受之前观摩过的荷兰语老师
教学活动的启发，我也采用类似
方法展开学生的中文写作训练，
即选用课文中的一组词语，叙述
一个小故事或编写一篇小短文。
为便于学生们自行操作，给学生

提供构思作文和草拟内容的有效
途径，我把这项训练细分为 $个
步骤：5、根据所给的词语确定
文章主题；!、根据确定的主题，
用给出的每个词语造一个句子；
6、在造出的句子间添加适当的
关联词；$、最后给整个短文进
行修饰和润色。

分组完成演讲任务

在教授一篇课文时，我通常
分成学习理解、作业练习纠正和
测验总结固化 6阶段，分 6次课
进行，以增强新词语、新句型在
学生头脑中的印象。

在课堂活动中，我把学生分
成小组，让他们共同完成一项写
作或演讲任务。通过老师与学

生、学生与学生之间丰富多样的
互动，给予学生一定自主空间，
让他们自发思考，在变化有趣的
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做完课堂练
习，牢固掌握所学过的词语和句
型。学生们在感到有趣的同时，
不知不觉中也提高了写作能力。

借作文大赛强化训练

一年一度的世界华人学生作
文大赛，是我们学校初中班参与的
一项重要活动。届时我也鼓励学生
积极参与，启发他们的写作思维，
并联系家长一起给孩子出谋划策，
鼓劲加油。几年来，凭借作文大赛
之力，我们班每年都会催生出多篇
故事生动有趣、语句琅琅上口的佳
作，其中有好几篇还分别获得过二
等奖和三等奖呢。

目前，对外汉语教学在听力、
口语、阅读教学法方面的研究成
果颇丰，而写作教学法的研究相
对缺乏。作为一名工作在海外汉
语教学第一线的老师，我愿尽己
所能，不断探索，总结有价值的教
学经验，在《学中文》这个平台上
与同行们交流。 （寄自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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