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圣节那天晚上，有一只松鼠去外面讨糖，它的名字
叫小鼠。小鼠去了熊的家，还去了小浣熊的家。它见到
很多新朋友。小鼠回家的时候，已经讨到了很多糖。
它一口气吃了 ! 块糖，其中 " 块巧克力和 # 块奶糖，
好吃极了。然后，小鼠美美地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小鼠起床后，发现糖都不见了。怎么回
事呢？幸好墙上装有一个摄像机，通过录像，小鼠
发现，是小熊拿走了糖。小鼠就去小熊家要糖。刚
到那里，就看见小熊正在吃糖呢。小鼠问小熊：“你
为什么拿走了我的糖？”小熊说：“我家里没有糖了，
所以去了你家。”小鼠给小熊讲了半天道理，最后，小
熊知道自己错了，它承认了错误。

小熊此后再也没有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小鼠虽然没有
拿回糖，但觉得自己帮助了朋友，所以也很高兴。

（寄自美国）

冬天，美丽的冬天，经常有白
雪轻轻地落下来。

在雪地里，我和姐姐打雪仗，
堆雪人，玩得满身大汗，非常开
心。我们还去山上滑雪，去河面上
溜冰。

冬天可以玩很多好玩的游戏，
可以看到很多美丽的风景：所有的
树都穿上雪白美丽的衣裳，所有的
屋顶都盖上白色的被子，所有的人
都穿上厚厚的冬装。冬天很美，我
爱冬天！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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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讲和、和解相反的，是争讼、诉讼。有趣
的是，争讼又与歌颂有关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呢？
《说文解字》 曰：“讼，争也。从言公声。

曰：謌訟 $即歌颂%。”讼，一为争讼，二为謌
訟，这二者既矛盾，又统一。

讼，是一个形声字，言为形，公为声。以言
为形的字，都是表达语言的。“讼，争也。”争
议、争论。讼，以公为声。“公，平分也。”争
讼是为了讨回公道、公平、公正。 《论语》 曰：
“见利思义。”义，议也。又说：“义（议）然后
取，人不厌其取。”众人见利，想到的是议：正
议、商议，甚至争议。争议的各方是平等的，议
的目的是为了公平、公正、公道。所以，讼，以
公为声。达成协议后，每个人取多取少，都按协
议办，争讼消弭了，平息了，和解了。可见，争
讼的过程，也是讲和、协议的过程，结果是“人
不厌其取”，取多取少再无争讼。可见，讼，既
有争讼之意，又有謌訟 （颂） 之意，前者是过
程，后者是结果，目的是一个“公”字。孔子说
过，争讼是为了“无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公，虽不是简化字，但是，讼字的原创义早
已被遗失，只剩下诉讼之义了。和解 （讲） 不
成，只能对簿公堂了。

认一认，比一比：

争讼、謌訟 （歌颂），正议、商议、商量、
争议；

公平、见利忘义，无讼、天下为公。

点 点

滴 滴

【第六十五课】

争讼与歌颂
殷 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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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儿童诵读国学经典，我

们眼前往往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

面：一个身穿长袍的老先生带领

着一群孩童摇头晃脑地大声地、

拖着长音地齐声诵读着。这是中

国传统学堂的场景。在引进科学

课程之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

中国孩子的启蒙教育以教授国学

为主要内容，甚至是唯一内容。现

代儿童诵读国学经典是好事，对

于孩子个人、家庭乃至国家都是

好事，因为这些经典的主旨是教

化人们懂规矩，知礼节，学做人。

既然是好事，就要想法办好。

我十分赞同唐正大研究员的

建议，一定要精心挑选适合孩子

的内容和读本。流传下来的国学

著作汗牛充栋，一方面，并不是所

有流传下来的文字都是经典；另

一方面，在国学经典里也有糟粕

和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内容。所以，

家长和老师要帮着孩子把好关。

据了解，为适应孩子的理解水平，

现在大多数学校选择的国学诵读

内容都比较浅显。

家长和老师有必要给孩子适

当讲解诵读内容，但我以为也不

必纠结于此。毕竟孩子理解力有

限，让他们小小年纪就完全理解

诵读内容不太现实，即使是在家

长和老师讲解之后。但孩子的记

忆力是惊人的，孩童时期的记忆

力，有时可以保留一生。也就是

说，虽然不理解诵读内容，但并不

妨碍孩子记住诵读内容。随着年

龄的逐年增长，社会阅历的不断

丰富，儿时背诵的内容就会浮现

出来，并在不知不觉中被消化吸

收。

当今社会，国学经典的启蒙

功能已经褪去，但它的教化功能

却无法以其他内容替代。所以，

让孩子从小接触一些国学经典，

有利而无害。从小处说，可以让孩

子学会礼貌和规矩，学会

处世和做人；从大处说，

可以让孩子体味汉语的韵

律之美。况且同学之间一

起诵读，带有点游戏的色

彩，还会

起到互相

带动和促

进 的 作

用。

好事要办好
刘 菲

& 月 ' 日，安徽省合肥市安居苑小学开
展“拥抱 '(&) 经典诵读”活动，几百名学
生齐声诵读《三字经》 等经典著作，场面蔚
为大观。学校希望通过引导孩子们诵读经典
著作，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无独有
偶，去年也有媒体报道称，武汉市教育局要
求小学生每天坚持开展经典诵读活动 &(*'(

分钟。国学重回教育领域，让孩子从小接触
国学经典，这当然值得提倡，但究竟孩子从
多大开始阅读为宜，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学
习经典著作？这些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种类繁多的国学书籍

笔者走访了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以及学
院路上的几家新华书店，看到少儿读物区里
有琳琅满目的国学类读物。包装精美的 《三
字经》、 《唐诗三百首》、 《弟子规》 ……整
齐排列。随意翻开几本，可以看到著作原文
都配上了汉语拼音注释和卡通插图。还有精
装版本的国学经典系列，里面带有 +,+ 同
步教学视频。当然，价格也不菲，配有 - 张
+,+ 和 . 本经典著作的儿童套装售价将近
'((元。

因为是工作日，书店里的儿童和家长不
是很多，笔者随机采访了带着 # 岁女儿挑选
书籍的谢女士。“我女儿在幼儿园中班，听
其他家长说是时候该让孩子读点 《三字经》
了，这才来买书的。”谢女士说道，“现在孩
子自己肯定看不懂，但是我觉得让孩子现在
接触一点对以后肯定有好处。”

儿童国学类图书市场的繁荣，从侧面印
证了“国学热”现象。书店管理人员介绍说，
这些国学类儿童读物销量很好，购买对象从
四五岁到小学一二年级的都有。面对种类繁
多的同类型书籍，家长和孩子应该如何选购？
她也给出建议，孩子年龄小，大多需要在家
长指导下阅读，以家长看得懂、说得清为宜，
毕竟国学经典对学龄前的孩子来说理解很困
难。

国学回归是历史必然

近些年“国学热”兴起，小学生诵读经典、
穿汉服、进国学班等各类新闻不断涌现。面对
此现象，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冉启斌副教
授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这些年‘国学热’的
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世纪中期以
后，中华民族遭到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传统文
化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和挫败；‘五四’时期
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动摇了传统文化的
根基；‘文革’又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破
坏……如今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人们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价值有了重新认识，国学重归主
流，实属必然。”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苗笑武认为，诵读
国学经典在当代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国学
经典是经过前人提炼的优秀文化著作，这些
思想精华超越了时空的局限，影响深远。也
许孩童对于诵读的内容不能理解，但是留下
记忆，将对他们树立中华民族文化意识、巩
固加强母语文化在其心中的地位起到重要作
用。
“国学热”的确对于整个社会有着积极的

意义，但同时我们也要冷静分析孩童诵读国学
经典这一现象。冉启斌副教授提醒老师和家长
在引导学生时，要格外注意理性阅读，“例如
《三字经》、《弟子规》中含有一些比较狭隘的观
念，如过多关涉孝悌的人伦说教等。这些观念

在儒家早期提出时有其意义，但在现代社会则
难免过时。另外，除了宗教经典、宗教教义以
外，儿童诵读古代经典在其他现代文明社会中
作为一项提倡的活动并不多见。”

孩童国学诵读几点注意

上小学二年级的璐璐，现在可以背诵整
篇《三字经》。她说，班里的同学都会背，现
在已经开始背《弟子规》 了。当被问到是否
能解释一下所背的内容时，璐璐摇摇头说，
反正是老师让大家一起背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唐正
大针对儿童诵读国学，提出几点建议。第一，
经典固然重要，但只能作为课外补充，不能
替代历史教育、语文教育、思想教育。第二，
经典很多，一定要有选择。作为古代幼学启
蒙读本的《三字经》、记录大师及弟子言论的
《论语》 （节选） 等比较适合，而过于夸张、
甚至可能产生误导的 《二十四孝图》 等，就
不宜给儿童学习。第三，要进行适度、简单
的讲解。

诵读经典，不论对孩童还是成年人，不
论是个人诵读还是集体朗诵，都应该是一种
愉悦的精神享受过程，它会让我们从中体会
到汉语之美、汉文化之博大精深。倘若硬性
要求小学生像背英语单词、课文一样地背诵
传统经典，则偏离了通过诵读传递中华传统
美德和教化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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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罗 谢 尔
是法国西部比斯开

湾东岸的一个港口城
市，是滨海夏朗德省省会，

也是著名的游览胜地，位于世
界著名的葡萄酒产地波尔多的北

面。从巴黎市区蒙帕纳斯坐火车直
达拉罗谢尔，只需 . 个小时。拉罗谢

尔还是法国排名第一的游艇港，私家帆
船和双体船泊满了整个港湾。一眼望去，
无数白色桅杆密密层层，就像繁茂的丛林，
十分壮观。

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在拉罗谢尔孔子学院工作 #

年了。#年间，我从一个单纯的教师，成长为一个多面
手：管理孔子学院的行政事务、制订孔子学院年度经费
预决算、备课、上课、策划和组织文化活动、组织汉语水
平考试、学习照相、学写新闻稿……孔子学院真是一个难
得的锻炼平台。
来孔子学院执教前，我一直在大学当法语教师。和孔子

学院的年轻人一起工作，让我焕发了青春活力。在同事的眼
里，我是一个精力充沛的老头。不仅亲自上汉语课、中国文化体验
课、中国书法课，还为所在大学和当地中学做关于中国的专题文化
讲座，参加各种科研讨论会和圆桌会议，我甚至还亲自参加了舞龙
表演。'(&'年，为了表彰我在拉罗谢尔市主持孔子学院的工作成绩，
市长博诺先生为我颁发了一枚“拉罗谢尔城市荣誉勋章”。
事实上，我们孔子学院在拉罗谢尔这个美丽的滨海城市已经小有

名气。'(&'年在市区成立了独立的孔子学院分部。市政府
为了方便孔子学院师生上学，在孔子学院门口新建了一个自行车自助
租赁站，该站命名为“中国孔子学院站”。同时在新的拉罗谢尔交通
地图上也标上了“中国孔子学院站”。拉罗谢尔孔子学院在这个 &'世
纪建立的古城历史上第一次印下了中国的符号。

拉罗谢尔孔子学院由北京语言大学、法国拉罗谢尔市和拉罗谢尔
大学三方合作共建。马可西姆·博诺先生既是拉罗谢尔市长，又是拉
罗城市共同体主席，国民议会议员。已经 -0 岁的博诺先生为孔子学
院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孔子学院组织的大学生汉语桥比
赛、汉语电化教学国际研讨会、孔子学院独立分部揭牌典礼等各项活
动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孔子学院法方院长马尔汀娜·海博女士多
年来一直活跃在法国汉语教学领域，她热爱中国，热爱中华文化。
“我小时候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名叫《世界尽头的风筝》。影片的主人
公是个小男孩。有一天，他爸爸的一位朋友送了件礼物给他，那是一
只美丽的风筝，上面画着孙悟空。到了晚上，孙悟空变成真人，带着
小男孩到了中国……”从那以后，她开始痴迷于中文，想要了解一切
有关中国的故事。"/0(年，作为最早一批赴中国的法国留学生，海博
来到北京大学攻读中国历史，并取得博士学位。现在，除了每周要完
成 "0 节课的教学工作外，她还要从事科研工作，主持法国教育部汉
语教师资格考试，管理汉语系的行政事务，主持孔子学院的工作，海
博是一个大忙人。

拉罗谢尔孔子学院在中法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从成立之初只有一
个汉语班，发展到今天已拥有初级、中级、高级和纳入大学教育学分
制的研究生汉语 )个级别、共 "1个汉语班；开设中国书法班、太极拳
班和中华厨艺班；在周边 / 所中学开展中国文化体验课。去年 / 月，
应普瓦图夏郎德大区教育局的合作邀请，孔子学院又承担了拉罗谢尔
地区热那特小学和密西初中的汉语课。

几年来，孔子学院工作的效率和成绩，赢得了法国同事的信服，
得到了当地民众的赞许，获得多家媒体的报道。我们通过多种活动形
式，向法国民众介绍当代中国，介绍中华文化，逐步改变了由于法国
主流媒体长期片面报道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本文作者系法国拉罗谢尔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儿童学习国学：读什么 怎么读
于国宁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附近的沿海小城
坎布里尔斯，我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假
期。

那里阳光灿烂，风景也非常美。我
们每天游泳、划船。从船上看海面，波
光粼粼，十分耀眼，灰色的海豚，不时
三三两两地跃出海面，好像要和我们打
招呼。

有一天，我们在小城里闲逛，发现
了一家超好的商店，里面卖很多搞笑的
小东西，仿真眼睛、帽子、古怪的笔、
好玩的手机套……因为喜欢，不知不觉
间，我们在这个商店里花了不少钱。

回比利时的前一天，我们去参观了
塔拉贡纳，午饭吃的是比萨饼。也许是
因为饿了，觉得比萨饼有说不出的好
吃，一阵狼吞虎咽之后，发现旁边有个
卖板栗的小摊，我们每人买了一包，热

乎乎、香喷喷的板栗味道棒极了。又是愉快的一天！
在西班牙期间，不仅旅游景点好玩，风景美丽，就连

天气都很照顾我们，每天阳光灿烂。我们还买了许多小纪
念品，收获满满。

我喜欢西班牙，因为风景美得让人窒息。
（寄自比利时）

美
丽
的
西
班
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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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冬天
于嘉诚（"1岁）

于
嘉
诚
在
雪
中

万圣节
何 佳（2岁）

何
佳
近
影

图为法国拉罗谢尔大学孔子学院茶艺表演现场

成为多面手

可敬的合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