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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吃了英语的“醋”？
董 超

目前，英语学习日渐低龄化似乎已是一件见惯不怪的事情，类似“学好英语，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言论

被众多家长认可。近日，语文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通过微博呼吁：“取消小学英语课，增加国学

教育，取缔社会少儿英语班，解放孩子，救救汉语！”此言一出，一石惊起千层浪，社会各界议论纷纷。

“小时候我在农村长大，当时没有条件学英语，导致最终高考时
只能选择上大专。所以我知道英语有多重要，我当然会让我的孩子从

小学习英语，不能让他重蹈我的覆辙。”一个五年级学生的家长这样说。持有
类似让孩子从“起跑线”便开始学习英语观点的家长确实不少。

对“取消英语课”意见持反对观点的家长认为，这种“一竿子
打死”的做法不靠谱。汉语是母语，平时应用相当普遍。相比而
言，孩子的英语学习缺少良好的语言环境。况且幼儿阶段是培
养语言能力的最佳时期，如果小学取消英语课，势必错过
了这个时期。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刁晏斌教授说：“我不太
认同王社长的观点。就逻辑关系来说，是为了
‘救救汉语’而倡议取消小学英语课的，这其
实是把母语保护与英语教育在一定程度上
对立起来了。”

另一些家长则对“取消英语课”
观点表示支持。“现在全民学英
语，而很多孩子毕业后根本用
不上，从而造成了经济和
精力的双重浪费。”一位
家长说。大学生梁
伟有些

无奈地说：“因为父母很重视，因为英语对于升学考试很重要，所以
作为学生的我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也表示，英语
教育完全可以从初中开始，现在小学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汉语当中。

英语汉语 水火不融？

据悉，目前在我国高等院校中，已开设英语本科专业的占高校总数的
!!"#$，而开设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院校数量比之少 %&! 所。我们不禁要
问，难道我们世世代代所使用的汉语真的变得无足轻重了？汉语和英语真的
到了水火不相融的地步？

对于这一问题，不能匆忙地下结论。刁晏斌教授认为，出现当前的局面
原因很复杂。一方面，英语作为实际上的国际通用语言，其使用频率和流通
程度越来越高，不可避免地会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语言产生一定的影响。另
一方面，汉语使用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应该重视、认真对待、设法解
决这些具体问题，但没有必要如临大敌，吃英语的“醋”。

华东师范大学李明洁教授认为，一个国家民众的多语多言能力越强，越
表明这个国家文化和谐、开放自信。一方面，英语的国际影响应该得到客观
的承认和重视，另一方面，我们对自己的伟大的母语应该有自信，能够兼容
并蓄的语言才是真正伟大的语言。

母语保护 刻不容缓？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从汉字“简繁之争”到 《汉字英雄》、 《中国
汉字听写大会》的引人瞩目，再到前几天公布的 《通用规范汉字表》，“母

语 保 护 ”
这 & 个字进入民众的
视野。

什么是母语保护？应当如何保护？一
些人对此可能存有误区。

第一，所谓“保护”，主要的工作应该是“维护”，即
维护母语的健康发展，使之能更好地为全体人民服务。

第二，一个开放的社会，它的语言必然也是开放的，其具体表现
就是吸纳更多的外来语言成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交融。

第三，把当今汉语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都归因于英语的“入
侵”，这显然有失全面和客观。

第四，英语不是“敌人”。实际上，汉语发展到今天，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不同民族语言吸收、融合的结果，
其中就包括近代以来在不同阶段对英语的吸收与融
合。

当然，我们每个人以汉语为母语的人都
应具有母语保护意识和自觉，但李明洁
教授同时指出：“‘保护母语’的意
识十分可贵，但是也要注意过犹
不及。对待汉语教学，既要有
热诚的态度，又要有科学的
认识，不宜情绪化和行
政化。”

不同声音 谁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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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习团赴美采访，遇到

了几位相识于十几年前的

老朋友。他们有着大致相同

的人生轨迹———“文革”期间上

山下乡，在国内完成大学本科教育，

改革开放初期赴美国留学，毕业后进

入美国公司工作。

记得那是 '(()年末，我参加在芝加哥召

开的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第 & 届年会，在那里第

一次遇到了他们———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的骨

干人物。当时，这些朋友正是风华正茂之时，

事业有成，家庭美满，过着美国中产阶级的

滋润小日子。但特殊的生活经历注定使他们

成为有理想、有追求、不甘寂寞的一代。当

意识到在海外保留中华文化之根的重要性时，他们马上行动起来，

在艰难的条件下，陆续创办起教授汉语拼音、简化字和普通话的首

批中文学校。

随着中国大陆留学美国人数的逐年增加，随着国家对海外中文

教育的重视和关心，随着一批批优秀人才持续不断地投身海外中文教

育事业，美国的中文教育局面有了很大改观。*((& 年全美中文学校协

会成立，由 +所学校发起，只有 *,所会员学校，而今已有遍布美国 &-个

州的 &..多所会员学校，在校学生人数超过 )万人。

如今，这些朋友都已年过半百，但大多仍在海外汉语教育领域耕耘着。

何振宇：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理事会第一、二届理事，第五届会长，第十届理事及秘

书长。*()(年参与创办希林/01中文学校并担任几任校长，至今已在该校工作-&年。

邱岭：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理事会第二届理事。*((+ 年 * 月创办南加州希望中文学校，

并担任校长 **年。同时还担任《美国中文教学研究学会》会长，以编写教材、研究 《海外

儿童中文教学法》为主要工作。

杨八林：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理事会第三、四、七届理事。*()(年参与创办希林 /01中

文学校，担任第二任校长。之后创办希林儿童教育基金会。

还有陶凯、张杰、李允晨、郑良根、汤年发……

王建军先生也是我于 *(()年认识的，他曾担任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第二届会长，当年还

带团到访过人民日报海外版。印象中他是一个总在不停说话的、精力旺

盛之人。据邱岭和杨八林告诉我，王建军先生几年前因病去世了。临终

前，他对从美国各地赶去看望他的朋友们说：“我先走了，到那边去等

你们。到了那边，我们还一起办中文学校。”我听后，深受震动，唏嘘

不已。斯人已逝，惟有继承光大他所钟情和奉献的事业，才是对他最好

的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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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每当听到这首诗，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在中国
的外婆。

这首诗是外婆教我的。外婆年轻时读过不少的诗、词、经、史，所以常常抱着我，坐在
木椅上，教我念唐诗宋词。每当念到王维的这首诗时，总有几颗冰凉的泪水落在我的手背
上，这时候，我会拍着手，叫着：“外婆哭了，外婆哭了！”外婆总是摇摇头，叹一口气说：
“璐璐，你还这么小，妈妈就去了国外，你不懂！”

外婆有一块手绢，上面绣着雪白的梅花，她分外珍惜，总是折叠得方方正正，小心地收
藏在衣柜里。有一回，我在外婆的房间里玩耍，偶然地发现了这个“宝贝”，糟糕的是我不
小心在手绢上留下了一个脏手印，外婆看见了，脸顿时拉了下来，训斥道：“怎么搞的？这
么清白的梅花是给你拿来玷污的吗？”训罢，便用肥皂小心翼翼地洗去梅花上的脏手印。从
出生以来从没有经历过外婆训斥的我一下子愣住了，站在一旁傻呆呆地看着外婆，心里又
害怕又奇怪：一块手绢，有什么稀罕的呢？

一天，爸爸忽然告诉我：“璐璐，我们要去西班牙了！”“去西班牙干什么？”“去找
妈妈呀！因为我们要和妈妈一起生活。”我欢呼起来，小小的心里充满快乐。可是，我马上想
起了外婆，我亲爱的外婆，迫不及待地问爸爸：“外婆跟我们一起去吗？”“外婆年纪大了
……”我立刻跑进外婆的房间，一把抱住外婆，大声叫喊着：“外婆，你也和我们一起去西班
牙，和妈妈一起生活吧！”没想到，外婆竟像小孩子似地哭了起来……

离别前的一个清晨，外婆把我叫到她的房间，郑重地递给我一块粉色的手绢。我打
开一看，那朵白梅瞬时勾起了我的回忆：“外婆，这不是你最珍惜的手绢吗？”“是啊！不过
现在我要把它送给你。”那一天，外婆和我说了很多，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是“许多
花都是在春天开的，只有梅花，天气越寒冷，越风欺雪压，它开得越绚烂。所以，
你要像梅花一样坚强”。

记得外婆送我们去机场的那一天，寒风撩乱了外婆的银发，忽然间我觉
得她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我紧紧攥着外婆的手绢，心潮起伏……

鲁迅先生说：不要让亲情在熙熙攘攘的现代社会变革中越
来越脆弱地面对冲击，至少我们可以从自我做起，不要给
自己留下遗憾。俗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
不待。”多年过去了，每当我看见外婆送我的手绢，就会
想起慈祥而坚强的外婆。 （寄自西班牙）
（本文获得第十四届世界华人少年作文大赛特等奖）

每逢佳节倍思亲
金 璐

日前，由泰国清迈大学孔子学院
主办，泰国北部华文民校联谊会、清
迈崇华新生华立学校承办的“学汉语
迎东盟”泰北青少年汉语比赛拉开帷
幕。本次比赛共有来自泰北地区华文
民校的 !支队伍、%..余名师生参与角
逐。主办方表示，希望能够通过此次比
赛展示泰北地区各华校中文教学水
平，促进相互交流，搭建友谊平台。

泰国教育部长乍都隆称，汉语目
前已成为最受泰国学生欢迎的外语之
一。其实不仅是泰国，随着中国与东
盟国家联系的不断密切，近年来，印
尼、越南、老挝、缅甸等东盟国家也都
掀起了“中文热”，随着中国与东盟间
合作的不断深入，这股中文热潮也辐
射到文教、经济、法律等各个领域。

文化领域：方式多样 历史长

中国和东盟各国有着相似、相通
的文化和理念。学习中文，不仅是其
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更是深入了解
其自身文化的不二法门。

在新加坡，教育部门自 -.., 年
起推行中文改革，且每年都会举行全
国中学生中文演讲比赛、全国学生中
英文互译比赛，着力调动青少年学习
中文的积极性。

在泰国，中文已经成为泰国教育部
门提倡在校学生学习的第三门语言，每

年泰国政府都会派遣为数众多的泰国
教师来中国学习汉语和教学法。

-.多年前，越南的大学便陆续开
设中文系和中文专业，并同中国高校
建立合作办学关系。*((+年，越南胡
志明市师范大学与广西师范大学建立
了合作关系，互派师生任教学习，吴
慧君便是首批越南留学生中的一员。
在中国的学习让她不仅对中国语言文
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在这里收获
到了美丽的爱情。据她介绍说：“现
在在越南，就连一些初中、高中也开
设汉语课了。”

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与东盟各
国政府共同致力于孔子学院的建立，
开展学生互换、教师交流等活动，推
动中国语言文化“走出去”。

经济领域：需求量大 行业广

中国与东盟经济领域交往的日渐
密切也让东盟国家的生意人开始注重
学习中文。

中国2东盟博览会如今已进入第
*.个年头。与前几届相比，会说中文
的东盟客商越来越多。“来看看缅甸
玉，这个是玻璃种，这个是冰种。”
缅甸展台的摊主用中文吆喝着。这位
缅甸摊主说：“用中文和商业伙伴直
接交流要方便得多，所以我在来之前
还特意去补习了一下中文。”

旅游业作为不少东盟国家的
重要产业，对从业者的中文水平
也有着一定要求。巴厘岛是印度尼西
亚的旅游胜地，在那里的宾馆、饭
店、观光景点，中国游客都可以轻松
地用中文和当地人进行简单沟通。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促进理解，减
少误会，干啥都方便了很多。”来此
度假的蔡先生如是说。

其他领域：深入交流 促合作

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往来日
渐频繁，国与国之间关系越发紧密，
法律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对汉语的
学习需求也日益增长。

林银贞是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孔子
学院律师院汉语培训班的授课教师，
他采用任务教学法，让学员在实践中
不断精进自己的汉语知识。“他们都
非常用功，每天课后都会很认真地练
习，进步也很快。最后的考试也都是
高分通过。”林老师介绍说。

经济发展是基础，政治互信是保
障，文化交流是纽带。在中国与东盟
各国交流合作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
中文的作用在东盟各国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越发突显。可以说，“中文
热”是中国和东盟国家文化交流的一
个体现，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各领域
深入合作的必然结果。

中文“燎热”东盟
陈静桐

有一个地
方叫圆明园，它
曾经是中国的骄傲。

笙歌间，它壮丽辉
煌的美只剩下碎片。抓一
把土，我感受到炽热的愤怒，
列强的铁蹄践踏之声还在回荡；
抚一棵树，我听到痛彻肺腑的哀
号。站在这里，感受到、听到的，不
只我一个人，还有和我一起站在这片黄
土地上的来自各国的华人。同样深邃的
黑眼睛，让我们看到这里曾经发生的一
切，痛恨、叹息却更加铭记。

怀着沉痛的心情，我们走在这片废
墟之上。听着讲解员深刻而生动的讲

解，眼前的一切仿佛恢复了原貌。啊，这是一片多么美丽的土
地，这是一片多么壮观的景象。那十二生肖的兽首又喷出了美
丽的曲线，那万苑阵中的三千佳丽又在提灯曼舞。

一声清脆如鸟鸣将我拉回现实中来，刚才的美景一下破碎
了，我的心也为之一颤。但不知不觉地，我浑身充满了力量，那
是一种奋进的力量。“国弱被人欺。”妈妈说的话一下子蹦了出
来，我的血液也随之沸腾。

我知道，在那一刻，我找到了目标，一个中国人，不，是每个中
国人的目标：不管我们身在何处，但心却一起向前，一起用自己的力
量，让中国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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