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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芬兰，爸爸妈妈都是中国人。在家里，我
坚持和爸爸妈妈说中文，所以中文说得很好，但是不太
会写。

每年冬天我都回中国看望爷爷奶奶。中国很大，也
有很多人。我去过很多城市，比如北京、广州、香港、
深圳和保定。尽管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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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开始学中文，但回到中国
后，我发现自己的中文还是不够好。在北京和保定，还
能听得懂人们说话，可是到了广州和香港，就一句也听
不懂了。

记得小时候爸爸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叫铁杵磨成
针。讲的是李白看见老婆婆在河边磨一个大铁棍子的故
事。李白问老婆婆在干什么？老婆婆回答说：“我要磨
一根针。虽然铁棍粗，但是我天天磨，终会磨成针。”
李白听了老婆婆的话后从此发奋读书。爸爸问我怎么
想？我开玩笑地回答：“李白应该回家发奋读书。因为
他不想变成老婆婆那么傻的人，花一辈子时间磨一根
针”。虽然这只是童年时的玩笑话，但是其实我从中懂
得了“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所以我得继续学习中
文，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

（寄自芬兰）

有志者事竟成
马泽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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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河南卫视推出了一档文化类节目《成语英雄》，吸引了众
多眼球。节目形式为成语竞猜，以画画猜成语为核心，其中融入成
语故事解读和文化知识的传播，由此引发了人们对成语的重新关注
和学习。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成载体，成语中包含了丰富而深厚
的文化密码，更传递了中国人千百年锤炼留下的处世哲学，其背后
所包含的文化韵味，值得我们细细地品味。

兼容并包 结构巧妙

成语是汉语中特有的一种语言形式，有些成语必须知道来源或
典故才能懂得其意。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唐正大教授介绍说，
汉语中的成语家族显赫庞大， 《中国成语大辞典》 中就收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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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条成语。很多成语来源于神话寓言、历史故事，像精卫填海、愚
公移山……这些都来源于我们耳熟能详的古老传说；还有一部分来
自于诗文语句，比如从《论语》中提炼出来的“学而不厌”、“见贤
思齐”等等；成语还包括一干二净、指手画脚这样的口头俗语，一
尘不染、五体投地这样的佛教用语；甚至还有一些来自外国的典故，
也被吸收进入汉语成语的系统中。
《成语英雄》的点评嘉宾钱文忠教授在谈到成语“盲人摸象”时

说道：“其实，这个成语来源于印度，因为大象最早并不是生活在
中国，这是中外语言文化交流上一个典型的例子。”由此可见汉语具
有广博的包容性。
“大多数成语的结构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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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格形式，而且往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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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
律模式。”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的宗守云教授说，“举个例
子，凭什么说‘喝西北风’不是成语，而‘望其项背’是成语？就
是因为前者韵律是‘喝

1

西北风’而后者是‘望其
1

项背’。”
而从文字运用上来讲，成语至今沿用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其风格的典雅性和语言的简洁性。语言学专业在读学生马姣谈到成
语时说：“文惠君和庖丁一系列复杂的对话，说明只有抓住事物的
规律，做事才能得心应手的道理，竟然可以就用‘庖丁解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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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来概括，可见汉语是多么简练巧妙啊！”

追求文字上的结构对称、韵律和谐，是千百年来汉语的发展规
律，成语作为其高度集成的载体，自然会秉承这一规律，并且将继
续传承下去。

承载精华 追求美感

台湾诗人余光中
把成语比喻为“精致
文化的‘现钞’，日常
生活随时可用”。其
实，人们之所以常常
使用成语，绝对不仅
仅是因为它表达的简
洁性，更是因为对成
语———这种凝聚着中
华文化精髓的语言模
式，有着一种特殊的
情感和偏爱。
“成语以特殊的方

式，浓缩了中华民族
历史上成千上万的精
彩片段，内容无比丰
富。人们可以透过成
语，寻找曾经的历史

故事、风土人情、朝
代兴替、制度沿革
……甚至很多成语具
有一定的地缘性，如
邯郸学步、洛阳纸
贵，”唐正大教授说
道，“若想形容花儿
颜色丰富，我们不会
简单地说‘有红的有
紫的’，而是更愿意使
用‘姹紫嫣红’这个
成语。这里面多出来
的附加意味是前者很
难表达出来的，中华
民族是这样一个追求
语言美感的民族，怎
么可能不会对成语怀
有特殊的感情呢。”
《成语英雄》的参

赛者、来自郑州大学
在读研究生章新拓表
示，自己从小习武，
他认为酝酿出武术里一招一式里飘逸与美感的，正是博大的中华文
化。而成语恰恰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载体，自己来参加这个节目，
并不是要展示自己所谓的“文武双全”，更重要的是表达对成语学习
的支持，对中华文化的热爱。

其实，成语往往也格外吸引外国的汉语学习者。马来西亚留学
生蔡伟成说自己刚开始接触成语的时候，觉得有些很难记，但是只
要理解了成语背后的故事，就会觉得豁然开朗，甚至感觉是成语为
他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华文化的大门，认识到汉语的美好。

正确解读 传承发扬

在节目中，钱文忠教授往往对成语的涵义有着深刻的解读。当
他解释，勾心斗角在古代其实是一个褒义词，原指宫室建筑结构的
交错和精巧；混水摸鱼其实也并无贬义；分道扬镳也有“不相上下”
的意思时，我们才意识到，其实我们对成语的理解上，一直存在一
定的不足之处。

随着现代化传播手段的发展，几乎每隔几天就诞生一个新词。
十动然拒、不明觉厉、喜大普奔、人艰不拆、细思恐极……这些流
行语打着成语的招牌格式，在网络上流行。另外，一些广告商往往
费尽心思想出一些花哨的广告语来吸引眼球，例如成语“刻不容
缓”，被制药厂家改成“咳不容缓”，被课外辅导机构改成“课不容
缓”，被饮料广告改成“渴不容缓”……这些现象都在潜移默化中，
加剧了我们对成语的混淆和误解。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苗笑武老师认为，网络范围内语言使用的
随意性和商业使用的特定目的性，使得成语不规范使用现象十分普
遍。这种对成语的篡改不可避免地会对小学生或者汉语初学者产生
一定程度的误导，甚至也会模糊成年人的成语使用规范。

成语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汉语言花园里的一朵奇葩。仅
用寥寥数字，就能充分表达抽象、细腻的情感，复杂的概念和深奥
的哲理，这是其他语言所无法比拟的。北京语言大学施春宏教授表
示，《成语英雄》这个节目，以一种参与互动，激活场景的模式来
传播成语，就是让大众都来感悟成语的魅力，都来传承这样一份精
美的博大文化。

学中文

《成语英雄》牵动成语审美情结
于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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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版刊登了荷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组

织部分教师赴德国波恩华侨中文学校开展教学交流的

文章，两校教师就具体的教学问题相互听课、观摩，

开会座谈，都感到收获颇丰。美国华夏中文学校有十

几所分校，以纽约、新泽西为主，遍布美国东部多个

州，颇具影响力。日前，华夏召开了以“丰富语言文

化知识，提高课堂教学能力”为主题的教学研讨会暨

教师年会。与会老师就学前班的中文读写教学、海外

中文补充教材的选取与编写、中文语言教学与文化传

播———语言、文化、趣味性三位一体教学经验分享、

如何让家长配合，共同完成教学任务等问题展开热烈

讨论。

其实，听课制度对于国内的中小学教师来说并不

陌生，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务部门都会定期或不定

期地组织老师听课，有时是校际之间的，有时是学校

内部的。通过听课，有针对性地互相交流教学经验，

取长补短，达到共同提高教学水平的目的。也可以

说，听课是教师教学工作的延伸部分，在给别人挑毛

病的同时对照自己，在吸取别人经验的同时提高自

己。

目前的海外中文学校绝大多数是周末业余学校形

式，教师多为兼职，其社交面有限，接触到的可利用

教学资源也远远少于国内老师。要在这么一个相对封

闭的环境中提高中文教学水平，创造良好的教学效

果，就不得不开动脑筋，想方设法。

和同行交流、互动是一个好办法。尽管海外中文

教师所在的国家各不相同，但中文不是当地官方语

言、学生没有中文大环境是共同的特点。只要有共同

点，就有了交流的可能。况且现在有互联网，完全可

以实现远程交流。

如果有条件的话，相邻近的学校老师可以互相听

课。当然，这需要中文学校校长的魄力和见识。相信

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绝招”，每个老师也会有自己的

困惑。听课后开个小座谈会，亮出“绝招”，摆出困惑，

共同讨论。我相信，在各中文学校、各位老师之间，一定

有不少值得相互借鉴之处，比如：具体办学方法、

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等。华裔在海外是少数

族裔，海外中文学校也大多在主流教育体

系之外。在这个大背景下，

只有立足自己，依靠同胞，

密切各中文学校和老师间

的横向联系，面对不利

形势，也能有所作为。

有条件 去听课
刘 菲

位于非洲中部的卢旺达境内山丘
林立，沟壑纵横，有“千丘之国”的美
誉。作为汉语教师志愿者来此执教，使
我有机会对这个距离中国遥远的国度
近距离了解，其间也发生了许多有趣
的故事。

初抵非洲，在埃塞俄比亚国际机
场转机，安检时机场工作人员对我行
李箱里的双节棍充满好奇，要求我拿
出来“耍几下”，见我舞得有模有样，众
人惊呼：“中国功夫！”之后的结果，自
然是轻松而愉快。

头发的故事

来非洲之前，听到了各种关于艾
滋病的传言。所以到卢旺达后，不敢轻
易去理发。

#

个多月过去了，头发长得
不行，经常被学生夸：“老师，你头发好
赞啊！”有人甚至边说边伸手摸我的头
发。后来我才知道，之所以学生这么羡
慕我的头发，是因为这里的男男女女
头发从小到大头上就只有覆盖在头皮
上的一层小卷绒，有的甚至连这层小
卷绒都没有。只有有钱人家的闺女到
了成年时候，父母才会给她们接上假
头发以为美观。所以这边理发店的功
能正好与国内相反，国内是帮你削发、
剪发，这边是帮你增发、长发、接发。

在非洲，不管是女性志
愿者教师还是男性志愿者
教师都会遭遇到一种“甜
蜜的困扰”，会有很多
异国他乡的追求者。
一次，卢旺达南部省的
本土汉语教师前来参加
培训，男老师们爱跟着我
学中国功夫，学习之余他
们经常会跟我提及：“师傅，

我家里面有几个妹妹，我想把

她们嫁给你。”我一听
懵了，连忙表示自己在
中国已经有女朋友了。
他们的回应很一致：“没
关系的！”我惊得愣在那里
不知如何回答。还有一次在中
餐馆里吃饭，老板是一个特别耿直
义气的辽宁汉子，他悄悄地把我拉到
一边，笑道：“你又被相中啦！”我当时
纳闷儿：“啊？我被谁看中了？为啥还用
个‘又’字呢？”老板说：“你第一次来这
儿吃饭的时候，就有一个黑人姑娘看
上你啦！今天又有其他几个女服务员
跟我说相中你啦！”

交通警察全副武装

卢旺达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
我在去往教学点布塔雷途中，沿途见
到的交警个个荷枪实弹，手里提着冲
锋枪，腰上别着手榴弹。初次见到这光
景，着实吓了我一大跳。后来呆的时间
长了，也就见怪不怪了。和世界上其他
地方一样，这里的警察和司机也在玩
着“猫鼠游戏”，交警常躲在一边，然后
突然出现，时不时地给超速的车辆一
张罚单。但是，由于设备的缺乏与限
制，交警测速的方法竟然是“目测”。

刚到非洲的前两周，我觉得非洲
人长得都差不多，也分不清班上的学
生到底哪些是男生，哪些是女生？后来
我想出一招———教他们跳交谊舞。跳
舞的时候将男女生分成两队，然后默
默记住男生、女生的模样，如此反复几
次就全部区别开并记住了。

武术课上，当一个个黑皮肤的学
员抱拳高喊：“幸会，幸会！”“有礼，有
礼！”“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
期！”并配合着一招一式练起来的时
候，一股成就感油然而生。我尝试着通
过武术、舞蹈、音乐等多种文化形式吸
引和带动学员们对汉语的学习兴趣。
这种立体互动式的复合型模式，真正
激活了我们的汉语课堂。
（本文作者系卢旺达大学孔子学

院汉语教师志愿者）

卢 旺 达 趣 闻
苏 文

中国武术课堂

汉 语 教 室

【第六十一课】

引而不发
殷 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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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甲骨文写作 ，中间 ，即“目”
字，上 为左手，下 为右手。 《说文解字》
曰：“曼，引也。”又：“引，开弓也。”可
见，“曼”与“发”原创之义相同，字形也相
似。发———左、右两手加一点； ———左、右
两手加一目。一点代表靶心，一 代表瞄准靶
心的眼睛。眼睛为“目”，靶心为“标”，为
“的”，合称为目标、目的。

《新华字典》 解“曼”有二义：
&

、延长；
+

、柔美。这是开弓的引申义，既表达了开弓
时的状态，又表达了“引而不发”的心态。状
态，如老子描述的：左手张弓搭箭，调整箭头
的高度———“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右手拉
弦，调整拉弦的力度———“有余者损之，不足
者补之”；心态，如孟子所说“引而不发，跃
如也”。“不发”，是为了调整好引弓的高度和
力度；“跃如”，即快速，不发则已，一发中的。心
态好，箭就射得准，射得快———又好又快。

认一认，比一比：

发、曼，一点、一目，引弓、引发，状
态、心态；

高度、力度，抑之、举之，损之、补之，
又好又快、引而不发。

教学必经之路

“甜蜜的困扰”

巧辨男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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