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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在即

同文同根血浓于水
海峡两岸不约而同的汉字热并不是偶然的，内地对于汉字的重视自

不必说，同文同根的台湾对汉字的重视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台湾“汉
字文化节”目前已举办九届，多样的活动内容，宏大的规模，已让“汉
字文化节”深入每一位台湾民众的心中。

据悉，第四届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活动也即将开始，海峡两岸民众
从泱泱汉字中挑选出一个，代表即将过去的一年，并讲述与此字结缘的故
事。这样的活动不仅促进了两岸的文化交流，还将让汉字热持续升温。

古人云：“敬惜字纸”。希望古人对于母语的敬畏之情能够在现代人身
上得以传承，在“!"后”、“#"后”、“""后”身上发扬光大。

汉字热潮袭遍海峡两岸
董 超 陈静桐

以“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为代表的种种文化娱乐赛，事带动了全社会动手写汉字的热潮。这样的赛事，展示了汉字

书写的真谛和魅力，使得汉字书写的良好习惯得以传递。更多的民众意识到，数字时代的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节奏，

键盘输入等现代技术改变了我们使用汉字的方式，但我们更应该弘扬和传承汉字，化解“汉字书写危机”。

多样的文化娱乐赛事只是“汉字热”的小小缩影。近日，第四届“两岸汉字艺术节”在台北开幕，首届“中国汉字

书写和传承高峰论坛”也在北京举行。海峡两岸同时感到拯救汉字的责任和汉字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重要性。他们运用

各自的方式展现汉字的多元面貌，通过合作交流项目推广汉字文化，共同掀起一股汉字热潮。

日前，“第四届两岸汉字艺术节”在台北松山
文创园区举行。本届艺术节设有“一化乾坤游字
林”、“印山水篆刻展”、“觅汉林书法展”$个展区，
展示了海峡两岸艺术家的书法篆刻作品近%""件
以及现存最古老的汉字教材《急就篇》汉觚的复
刻版，整体展现了汉字的多元面貌和中华文化的
历史脉络。

艺术节上亮点颇多，最为“吸睛”的莫过于
《急就篇》汉觚的复刻版和“一化乾坤游字林”展
区的《礼记·礼运》篇多媒体影像装置。
《急就篇》是目前留存最完整的字书，是汉代

学童识字的第一步，于识字的过
程中尽可能多地传授给儿童关
于“姓氏名字”、“器服百物”、“文
学法理”等方面的常识。“觚”即
是古代用于书写的木片，将木头

刨成三棱体，写上字，作教科书和识字之用。
《礼记·礼运》 篇多媒体影像装置将汉字演

进的脉络，即由甲骨文向篆书，再向隶书、楷
书等的演变过程，通过动画展示在参观者面前，
使其感受到汉字在历史与传承中的别致风韵。

多元的汉字能够以声表达，以意表达，以形
表达。诚如台北市长郝龙斌所说：“汉字是中华文
化的根本，也是中华民族过去、现在、未来最重要
的载体。我个人觉得中华文化复兴，也一定要从
汉字开始，而且这是我们最值得保存和珍惜的文
化瑰宝。”

首届“中国汉字书写和传承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

引导公众传承书写
信息化时代汉字的书写和传承问题，引起有关部门及专家的高度重视。在此背

景下，紧扣时代主题的首届“中国汉字书写和传承高峰论坛”于近日在北京举办。
“中国汉字书写和传承高峰论坛”旨在引导公众思考汉字应用和传播中的基

本问题，普及汉字和语文知识，宣传国家语文政策，矫正社会对汉字及其发展
的不正确认识，促进社会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弘扬和发展。

一方面，论坛强调“书写”，因为书写是汉字的基本属性，是汉字传播的前
提，是汉字美的体现；另一方面，论坛强调“传承”，因为汉字在世界上具有历
史悠久性和独特性，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信息时代更加重视
“传承”汉字，是继承和弘扬优秀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方面。

汉字的书写和传承需要全民参与。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主任李卫红说：“增强国家语言实力，提高国民语言能力，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是语
言文字梦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喜欢在夜晚合上眼
时，将脑海中的时光调转
回童年。那是一段沐浴在
江南烟雨中的童年，记忆
中有这么一条弄堂，那里
曾经藏着我最天真的笑
声。
“囡囡，来，到我这边

来。”弄堂里回响着童鞋唧
唧吱吱的声音，外婆在弄堂
的那头，而小小的我在这头，

歪着头，惊恐而又跃跃欲试地看
着似乎很长的青石路，跌跌撞撞地

走着。最爱弄堂尽头的那个暖暖的拥抱
和满是皱纹却无比和蔼的微笑，让我体验到

了初踏大地的快乐，就这样，我学会了走路。
弄堂里的一棵野泡桐长得挺高了，我不再没心

没肺地乱跑，而是稳稳地踩着那些有点儿碎裂的青石
板前行。弄堂口的那条河边修了新的栏杆，还建起了几
栋别墅，这些我都不知道，看来是很久没来了。城市的
灯红酒绿、高楼大厦似乎更吸引着我，但是我心灵最终的
归宿还是这儿。
后来，弄堂渐渐落寞了，那条狭窄的天空已经容不下

人们的心。我去弄堂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但却十分珍惜每
次在弄堂里散步的过程。泡桐树长得更高了，迫不及待将
头伸出弄堂，一瞰外面的世界。我有时会莫名去抚摸那
些有些剥落的白墙黑瓦，似乎每一条缝隙里都藏着我
的笑声，我快乐的记忆。

记忆中有那么一条弄堂，伴着我成长，有玩伴的笑声，外婆的炊
烟和那一棵斜着的泡桐。在喧嚣的都市生活中，它却是我内心唯一

安静的归宿，给予我所有的纯净的快乐，被我小心翼翼地保存
在心灵最柔软的地方。 （寄自新加坡）

（本文获第 !"届世界华人少年作文比赛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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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 &'(年以来最热的酷暑中，德国北威州科隆大学的 )'名大学生
在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进行了为期 '周的汉语学习。

作为任课老师，我的想法就是利用这短短的的 '周时间，让德国学生
充分体验汉字的魅力。

汉字对德国学生来说是相当难学的，因此一开始他们表现出了畏难的

情绪，甚至有的学生提出还是像前几
年那样使用仅有拼音的教材。为了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特别准备了水
写纸和毛笔，每节课都让学生用毛笔
蘸清水练习汉字书写。先从象形字开
始，学生们逐渐发现，汉字就是一幅
幅图画。然后，我再给他们讲会意字，
学生们由此了解到汉字里包含着有趣
的故事。利用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
只要是课堂上教过的汉字，我就鼓励
学生们到校园内外去寻找、比较，甚
至猜测。经常会有学生跑来告诉我在
什么地方有了“新发现”，并为自己能
猜对一个汉字甚至一个句子而兴奋不
已。

几天以后，这些德国学生就喜欢
上了汉字，学习越发主动：他们冒着高温，
去市中心的文具店买来毛笔和水写纸，以
便在课后可以继续练习汉字书写；他们在
手机里下载了汉德词典，这样就可以用汉语拼
音输入法找到汉字，从而进一步查询汉字的意
思；他们不仅把教材里的偏旁部首都抄录归纳，还
向我索要所有汉字偏旁部首的总目，说是要人手一
份，带回德国后继续学习。

! 天后，我给学生们出的测试卷就已经完全是汉语
的了，学生们进步神速！

可是学生们并不满足，他们是那么想找出汉字的“密码”，那
么盼望能写出漂亮的汉字。

当他们在中国书画课老师的指导下，全神贯注，一丝不苟，真正
用毛笔蘸着墨汁在宣纸上写下了“梦想成真”这 '个篆体字时，是那么的
快乐和自豪！

汉字———喜欢就不难
林 希

我的妈妈很喜欢装饰我们的
家。今天买来一打红色的玫瑰花，明天
又买来一个新桌子。我平时并不关心妈
妈忙碌的这些事情，可是有一天，她带回家一
盆菊花，我竟一下子被它的美丽吸引住了。

这盆菊花是由几棵菊花交织在一起组成的。
它的叶子是翠绿色的，共有 &* 朵金黄色的花。
每朵花都有上百片小小的、光滑的花瓣儿，这些花瓣
由短到长排列着，弯曲着共同朝向花心。我数了一
下，这盆菊花还有 !个小花骨朵，这些花骨朵很小，是
淡黄色的，像小星星一样点缀在花丛里。菊花的枝干又
细又长，有的花竟然被缀得垂到桌子上了。

虽然菊花不能跟我说话，不能跟我玩儿，也不能陪我读书，
可是有它在房间，屋子里一下子就明亮起来，好像洒满了阳光

这盆菊花太美丽了，每次看见它，我都会变得心情愉快。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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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玉清（+)岁）

图为“第四届两岸汉字艺术节”上展示的《急就篇》汉觚

的复刻版。
图为“第四届两岸汉字艺术节”上台湾篆刻艺术家的

作品。

日前，北京语言大学在老舍茶馆举行了北京高校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大使聘任仪式，来

自 &#个国家的 ))名留学生成为首批文化传播大使。这些留学生大使不仅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还个个“身怀绝技”，他们中不乏熟悉的面孔：在“汉语桥”节目中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津巴

布韦留学生马正桦、颇具人气的来自俄罗斯“最帅学生会副主席”大卫等。

在中国文化传播大使的签约仪式上，来自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

大学等首都高校的)((多名世界各国留学生欢聚一堂，在观看中国传统杂技和留

学生表演的少林武术、马来西亚歌舞、变脸等文艺节目的同时，还参与

手绘兔爷、自制月饼、吹糖人等文化体验活动。 董 超摄

来华留学生受聘
文 化 传 播 大 使

参加活动的留学生们体验手绘兔爷。

第四届“两岸汉字艺术节”在台北举行

展现汉字多元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