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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课】

龙与龍
殷 旵

“难懂方言榜”
有科学依据吗？

于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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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是简化后的简体，繁体写作“龍”。
这两种字体，哪一种更能表达“龙”的本义？
更像龙？
《说文解字》：“龍，鳞虫之长。能幽、能

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
秋分而潜渊。从肉，飞之形；童省声。”这是
对篆体“龙”字（ ）的解释，篆体与繁体相
似。甲骨文写作 ，金文写作 ，显然是龙的
象形字。然而，动物界原本没有龙，中国龙只
是一种图腾，一种民族的象征。这种象征，传
说是从风云、雷电这一自然现象中受启发而形
成的。甲骨文“电”字写作 ，像一道闪电在
天空恣意伸展之形。所以， ，又作“申、伸”和
“神”字用，一字多义；“雷”字写作 ；“云”字
写作 ；“风”字写作 ，像鸟乘风飞翔，会
意风；“虹”字写作 ……这几个字的甲骨文
都与龙的象征相关。所以，中国传统观念认
为：龙代表东方；属木，草木为青色；又代表
春天，春雷一声，万物苏醒。于是春生、夏
长、秋收（收入胎）、冬藏（藏于胚），象征天
地万物的变化和循环。

再来看简化的“龙”字，由 、 和丶三
个元素组成。而 、 和丶在《说文解字》中
都是部首： （ ），读作左； ，读作变化的
化；丶，读作主，表示灯芯火苗。这三个部
首，合成一个“龙”字： ，表示左青龙，主
东方之位； ，代表龙的特性为变化无常；
丶，则象征目光如炬的龙眼，点睛之笔，或曰
画龙点睛。

再来比较一下繁体的“龍”与简体的
“龙”，哪种字体更能代表“龙”呢？

认一认，比一比：

龙、龍，电、申、伸、神，雷、云、风、虹；
左青龙、东方之位，变化无常，目光如

炬、画龙点睛、点睛之笔。

中国梦
开始的地方

王 佺

夏末秋初之交，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国际学院迎来了新一批来自
世界各地的学子，这里是他们中国
梦开始的地方。

针对留学生的实际语言水平，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的中英文双语授课体系覆
盖了本科、硕士、博士的许多课程。
回忆起刚到学校时的情景，来自赞

比亚的中国政府奖学金生木乐乐说：“由
于当时中文不好，我非常担心自己的经济
类专业课程。后来我惊喜地发现，可以选
择英文授课。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好
消息，它帮我度过了学习中文最困难的阶
段，而且还没有耽误专业课。”
学习中文是木乐乐最重要的学习内容之

一。“相比于课堂上单纯学习课本，我更喜
欢学院里生动灵活的汉语言文化教学方式。”
在刚刚结束的一节经济类专业课上，木乐乐用
流利的中文与中国同学展开了关于中国经济
问题的热烈讨论，时不时地还引用成语来说明
自己的观点。“国际学院的老师鼓励我们将语
言运用到生活中，通过语言学习中国文化，通
过做志愿者体验中国的生活。这些活动让我的
中文水平在不知不觉间提高了很多。”

“现场追光灯聚焦舞台中心”、“道具组
趁黑幕快速更换道具”、“乐队临时调整出
场，配合选手即兴表演”……作为大型留学
生选秀活动《老外偶像》的现场总指挥，!"#!

届留学生会主席、来自越南的阮氏香江在活
动现场从容不迫地指挥调度着。

香江说，自编、自导、自演校园文艺活

动，十分考验留学生的责任心和团队意识。
《老外偶像》 只是国际学院留学生众多校园活
动中的一个。

学以致用

“参加了几场留学就业指导讲座和人才招
聘会后，我对自己今后的职业有了清晰的规
划，这多亏了‘留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提供的
就业信息，否则我自己可能现在还在徘徊迷茫
中呢。”布兰克口中的“留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是国际学院专门为来华留学生提供就业指导的
综合服务平台，这在中国高校中是首创。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留学生郑迪芬现在正在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实习。郑迪芬说
道，“去年暑期，奇瑞公司到学院来招聘，经
过老师推荐和公司的几轮面试，我终于得到了
这次实习机会。”

为了帮助学生学以致用，国际学院还与美
的集团、空客北京等企业合作建立起留学生实
习实践基地，并与中国石化、中化集团等企业
联手，为留学生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

四海一家

来自黎巴嫩的杜嘉明如今在北京一家外企
任职，虽然已经毕业两年了，但每逢节假日他
还会经常回到校园，和老师同学们一起打球、
聊天。“在中国，国际学院就是我的家，我的
亲人都在这里。”杜嘉明说：“我仍记得刚到
中国时，由于汉语不好，钱也花光了，是国际
学院的李老师用自己的工资帮我交了房租，还
带我去吃饭，帮我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春
节时，老师们还带我们一起包饺子，一起写春
联……在这里，我不再是‘外国人’，我们是
‘一家人’。”

众多留学生在国际学院感受到温暖的氛
围，学习到最专业的知识，体验多彩的校园生
活，找到心仪的工作，开始追寻自己的“中国
梦”。

因材施教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中国十大最难懂方
言”排名。其中温州话排名第一，广东话紧随其后，福
建方言中仅闽南话入选，与苏州话并列第三，接下去
依次是上海话、陕西话、长沙话、四川话、山东话、天
津话、东北话。此份榜单一出炉，迅速在微博上引起
热议，有人赞同，也有人不以为然。这份“十大难
懂方言排行榜”科学吗？

大多数人不认同

有人对温州话排名第一表示支持。“天不怕地
不怕，就怕温州人说鬼话。”网友$小舟余生!##加入
力挺派，“据说在抗日战争中，由于保密需要，都是派
两个温州人，进行电话或者步话机联系。而日本的情
报部门，总也翻译不出发音极其复杂的温州话。这么
说吧，当时的温州人就像美国大片中的‘风语者’一
样，为抗战胜利起到了相当大作用。”虽然没有办法
考证这个传说的准确性，但是，从属于吴方言的温州
方言，的确和普通话在语音、词汇上有着很大的差
别，外地人大呼太难懂，也是可以理解的。
“怎么可能就闽南话入选呢？我们福建的其它

几种次方言也很难理解的呀。”在北京读研的小慧
来自福建龙岩，在家里说客家话，她说，“我和来
自福建其他地方的老乡交流时都用普通话，因为我
们听不懂彼此的家乡话。”厦门大学中文系林宝卿
教授在谈到闽方言时说，闽南山川阻隔，往往山的

两侧所说的方言都很不一样。不用说外省人，就是
福建本省人也认可闽方言很难理解。

而排名第十的东北人也有意见。东北人宋锐
说：“我们东北话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榜单
里！东北话哪里难懂了，春晚上本山大叔的小品不
是人人都能理解吗？我们东北话说出来‘刚刚的’，
表达可清楚了。”可是，也有南方人表示，诸如
“秃噜反仗”（指人说话做事没准，不靠谱）、“吭
哧瘪肚”（指说话不流畅，不痛快，吞吞吐吐）这
样的东北词，根本无法理解。

“难懂”排名不科学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的冉启斌副教授表
示，“中国十大最难懂方言”排名从汉语方言学的
角度来看存在着诸多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选取的 #%种方言根本就不在同

一个层面上，所以也不能代表汉语七大方言区的面
貌。‘陕西话、四川话、山东话、天津话、东北
话’属于北方方言 （也称‘官话方言’）；‘温州
话、苏州话、上海话’属于吴方言，在排行榜里多
次出现；而赣方言、客家方言却一个也没有入选。
事实上，其他有争议的方言区，比如徽方言、晋方
言、平话方言等也都没有入选。”

就难懂程度而言，也存在一定争议。冉教授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这份排行榜里所谓‘难懂’
显然是相对于普通话而言的。南方的很多方言‘五
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其难懂程度肯定要超过
所列出的几种北方方言。另外，将少数民族语言排
除在外，也不够严谨。”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的陶寰副教授多年
从事方言研究，针对此份排行榜发表见解：“其实，汉语
方言研究目前不采用可懂度测试法，因为这种方法耗
时耗力，信度不高。比如对上海人来说，苏州话的可懂
度很高；对北京人来说，苏州话的可懂度很低。所以，很
难泛泛地说哪种方言更难懂。”陶教授还介绍说，可懂
度需要设计专门的调查表，比如设计一份类似英语

四六级或者托福听力测试那样的试
卷，要进行请&方言的人

发音，再交

给'方言的人听力测试等更为详尽的步骤。
目前我国方言研究的重点，更多是在方言的音

韵、词汇、语法等内容结构方面。这份排行榜更像
是网友戏谑的表达，不过有更多的人来关注方言，
对方言的保护和发展大有裨益。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苗笑武老师认为，各地方
言在这份榜单里上榜的理由，无外乎是语言、词汇或
者语法方面和普通话差异较大，对于其他方言背景
的人来说，不好理解罢了。例如，从声调上来讲，普通
话阴阳上去四个声调，而在粤方言中，多达九个，吴
方言等还保留古代的入声……从研究角度来讲，方
言保留了古代汉语的声调痕迹，是很好的研究史
料。方言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社会信息，保护方言，
就是保护多样的文化形态。

无庸讳言，方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交流的
障碍，但也不必夸大这种影响。在中国诺贝尔文
学奖获得者莫言的小说里，就常出现山东高密土
话，这丝毫没有增加我们理解的难度，反而加深
了对小说文化背景的理解。

随着社会上人员流动的加剧，当今年轻一代
已经越来越少地使用方言，即使使用，也与其家
乡前辈所说的方言不同，更靠近普通话。现实状
况是，大量汉语方言土语正在萎缩和消亡。针对
此，冉启斌教授呼吁，丰富多彩的汉语方言是一
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和财富，我们应该如保护“濒
危物种”一样保护我们的方言，我们有责任为维
护汉语言（方言）的多样性做出应有的努力。

普通话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包括四个次

方言：东北、华北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

淮方言。#"吴方言 $"湘方言 %"赣方言

&"客家方言 '"闽方言。包括闽东、闽南、

闽北、闽中、莆仙&个次方言。("粤方言

就与普通话差别来说，闽、粤

差距最大，吴方言次之，湘、

赣、客家等方言差距较小。

（出自《现代汉语》第
四版）

链接：

日前，“书法名家进校园”活动在北

京语言大学举行启动仪式。

该活动将邀请书法家走进大学、中学、

小学，搭建一个由学生、教师、书法教育工

作者、书法家共同参与的活动平台，引导学

生感受汉字和书法的魅力，提升汉字书写

水平。

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作为活动的特聘

专家书写了“书法工作者进校园”的题

词。

为配合“书法名家进校园”活动启

动，在素有“小联合国”之称的北京语言

大学校园内，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中

国学生和知名书法家一起，共同体验和感

受中国书法艺术和中华文化的经典魅力。

本报记者 刘 菲摄影报道

书法名家进校园

教师、教材、教法，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三个关键点。其中

教师排在首位。刚刚闭幕的第八届孔子学院大会着重提出，要

加强各国本土汉语教师的培养。

现在，国家汉办每年都会选派几千名汉语教师和汉语教师

志愿者，为世界各地 #%%%多所孔子学院（课堂）带去原汁原

味的汉语教学，他们的功劳有目共睹。但同时，外派的汉语老

师也有短板，那就是对当地情况了解有限。虽然在出国前，外

派汉语教师都需要经过跨文化交际方面的培训，但文化的差

别、思维方式的不同、教学方法的差异、语言水平等问题，并

不是靠短时间培训就能解决的。何况根据目前有关规定，外派

汉语教师的任期一般为 #到 (年不等，具有临时性，师资队伍

流动性很大，往往学生刚适应了某个老师的教法，老师的任期

也快结束了。这些都制约着孔子学院的进一步发展。

相比之下，本土汉语教师有着诸多先

天优势，他们了解当地风土人情，了解学

生的思维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习惯，没

有语言障碍，没有任期限制……虽然在汉

语和中华文化传播方面可能不如外派的中

国老师，但经过有计划的重点培训，他们

完全能够逐渐克服自身劣势。

其实，在汉语国际推广领域，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培

养本土汉语教师的重要性，并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北京语

言大学校长崔希亮介绍说，北语正在打造“双万师资计划”，

即在 )年内，不仅培养出一万名高素质的本土师资，还要培养

出一万名国外汉语教师。通过多种方式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和

教学能力，争取把他们培养成稳定的海外汉语师资力量。北语

还在泰国、韩国、新加坡等汉语学习者人数众多的国家开办了

分校，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当地专业的汉语师范人才。

面对迅猛发展的世界“汉语热”，对外汉语教师师资不足

的情况会不断凸现，长期持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我们有必要转换工作思路，多渠道、多形式地加大培养本土汉

语教师的工作力度。让每一所孔子学院，不仅成为教授汉语和

中华文化的课堂，也成为培养本土汉语教师的基地。只有当越

来越多的本土汉语教师和中国外派

的汉语老师并肩工作，共同教授汉

语，传播中华文化时，才能突破

“瓶颈”，从根本上解决制约孔子学

院发展的师资不足问题。

培养本土汉语教师是根本
刘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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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谑背后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