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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于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二年级的女
生冷佳璇，自从上大学开始，坚持每个月给远在湖
南老家的父母写一封信，“亲爱的爸爸妈妈：最近
有没有想我？……我爱你们！”这是冷佳璇每个月
家书惯用的开头和结尾。在信里，她会把心事跟父
母分享，还会把自己得到的各类获奖证书复印件以
及与朋友逛街、聚餐的照片洗出来附在信里。她
说：“我也常用电话和微信和家人联系，但是
‘爱’字很难说出口，因此才用写信这种方式把感
情告诉他们。”

在这个即时通讯高度发达的年代，电话、微
信、QQ的确方便快捷，但似乎少了一点情感表达
上的温度。春节将至，重温亲笔书写家信的乐趣，
别有一番风味。

被遗忘的家书

笔者在大学生群体中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参与
的近50名同学中，90%和家人最常用的联系方式为
电话，其余均为网络通讯工具。28名同学表示每天
会和家人联系一次，10人一周联系一次，仅有3人
曾经给家人写过信。
“当时是高中老师建议我们写的。我那次考试

考得特别不好，心理压力很大，就在信里把自己的
情绪一股脑地跟父母说了。”英语专业在读研究生
沙沙说，“没想到，爸妈看过信之后，表示特别理
解我，一直劝我要放松。虽然现在很少写信了，但
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和父母沟通更没有距离感。”

几乎所有参加问卷调查的同学都表示，自己身
边已经很少有保持写家书这种习惯的人了，大多数
的人也从未尝试过用这种方式和家人沟通。他们普
遍认为，信件邮寄起来实在太慢，写起来又很麻
烦，远远不及一个电话、一段语音来得简洁方便。

家书何以“抵万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教授李蓝表
示，由于现代通讯方式种类多而且快捷，人们多半放
弃了亲笔书写信件这种传统的方式。而在过去通讯
不发达的年代，写信则是身处外地的游子和家里亲
人沟通的唯一方式。杜甫笔下的“烽火连三月，家书
抵万金”，道尽了其中的感受。

在中国文化中，家书还兼具着家教的功能。长
辈通过一封封家书，把人生体验、道德修养传授给自
己的后代。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留下了2000余
封家书，在这些书信里，他与孩子们讨论国家大事、
人生哲学，表达父子间情感，督促子孙用功读书……
梁家9个子女后来个个成才，有3个是国家级院士：
梁思成（建筑）、梁思永（考古）、梁思礼（火箭控制）。
无论是感人至深的《傅雷家书》，还是饱含真知良言
的《曾国藩家书》都为后人所传诵。

李蓝教授还特别讲述了一封家书改变自己命运
的故事。他年轻时外出打工，经常给姐姐写信。一
次，看了电影《多瑙河之波》后心血来潮，就给姐
姐写了一封充满激情、富有文学情调的信。姐姐把
他的信给了她任教小学的校长看，校长看后爱才，

力劝李蓝去他们学校当代课老师。后来李蓝就去了
那所小学代课，并从那里考上了大学。“要是没有
那封信，我的生命故事就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角本
了。”李蓝教授感慨地说。

家书为亲情升温

与现代通讯形式相比，我们无法否认写信在及
时性、便捷性等方面的明显缺欠。插再多根鸡毛的
信件也比不过一通电话来得迅速。但是，“鸿雁传
书”传的更多的是提笔酝酿出来的情绪，是文字间
勇敢表达的亲情和爱意，是寄信、收信过程中的等
待与期盼。

北京语言大学展明峰博士说，QQ、微信等碎片
化、快捷化、追求简单高效的交流属性，注定了其快
捷有余，而厚重不足，很难把父母子女之间深层微妙
的情感深入挖掘并全面呈现出来。亲笔书写家信恰
巧可以弥补这一点。对远离父母的年轻人来说，在
某一个晚上，在人生的关键时刻，铺张白纸，写一封
家书，是梳理自己思绪的最佳形式。利用家书和父
母进行真诚交流、解疑释惑，那份从容的感觉，那种
沉甸甸的收获，是其他形式所无法替代的。

家书对于个人在情感上的价值弥足珍贵，与亲
朋的情感经历将在家书的墨迹间被完好保存、沉
淀、发酵。春节即将到来，我们不妨放慢脚步，静
下心来，用敲惯了电脑键盘、按惯了手机按键的手
给亲人写一封信，在信中说出对他们的爱，送上对
他们的祝福。

曾经的熟悉变得奢侈 虽然很稀有却可珍藏

网络时代触摸家书的温度
于国宁

快过年了，这是我们中国人一年中最隆重的节

日，也是合家团圆的日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

员流动范围的扩大，仍有不少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

因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怎么办？向这个湖南的

小姑娘学习，拿起笔来，写封家书吧。

在当今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电话、电子

邮件、QQ、微信等工具和亲朋联系，快捷便利是其

无法比拟的优势。但不可否认，这些借助现代技术

的联络方式少了些温情，曾有一句搞笑的话说“世

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而是我在电信，你

在网通”；少了些个性，就连在发送的信息中加入的

表情符号也是统一版本。写信则不然，每个人笔迹

不同，用词风格各异，怪不得过去的人往往以“见信

如面”开头。每一封家书都是独一无二的，套用正

在热映的贺岁电影《私人定制》的名字，每一封家书

都是地地道道的“私人定制”。

现代化的通讯手段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太多

的便利，我们并不排斥它，也不可能用家书替代

它。只是希望大家在有空的时候，在遇到需要深

入交流的问题时，在一年中一些特殊的日子里，

拿起笔，写封信。一方面，家书是看得见、摸得

着的有形的东西，当父母思念儿女时，拿出孩子

的来信读一读，可以慰藉心灵；另一方面，中国

人表达感情的方式普遍比较含蓄，电话里不好意

思说出来的“肉麻”的话，在家书里可以说；面

对面表达不清的情感，在书信里可以理清。

从学中文的角度来说，写

信可以有效地治疗“提笔忘字

症”，可以不受限制地在信纸

上挥洒创意。这对于崇尚个性

的现代人来说，还是值得尝试

的。

家书是“私人定制”
刘 菲

上 初 中
的时候，家

乡的一帮青年文
人扛起了梳理家乡文

脉的重任，集结出版了
一系列小书，有《乡魂》、

《浒山风情》等，从书中识得

“九叶诗人”袁可嘉、台湾文人辛郁，以书为指
南遍访家乡那些因旧城改造而轰然逝去的小
巷。那时的我体味不到个中的惆怅和分量，隐
约还坚持着一种古怪的论调：和故土保持一定
的距离，才会感觉到它的美好。

直到自己到了柏林。
就在前两天圣诞节，有个在餐馆兼职打工

的同学说：原来以为圣
诞节没什么，反正也不
是中国人的节日。 但是
看到德国人家家团聚、
在餐厅里觥筹交错的场
景，还是忍不住地酸涩
起来。

对此，我感同身
受。我也参加了房东家
的圣诞大餐，餐桌上的
德国人一如中国人过年
般寒暄、叙旧，让我坐
立不安，无可名状的情
绪“一时分付我心头”。
我明白，这是乡愁。

善良的房东显然也发现了我的情绪，过
来宽慰我，并约定1月末时他们全家要和我一
起过中国年，一起做中国菜。这个消息不啻
久旱逢甘霖。我暗暗打起了小算盘：松花蛋
这样的美味，德语里被无端译作“千年蛋”，
在德国人眼中是禁区，实在可惜，到时候要
在上汤西兰花里多放一点儿松花蛋；从国内
千里迢迢带来的梅干菜散发的诱人香味，房
东阿姨恐怕没见过，到时候来上一盆梅干菜
扣肉，肯定绝了！

想到这儿，我的心情顿时好了起来。窗外
阳光明媚，12月底的柏林难得的好天气啊！

从初到柏林忐忑地面对柏林多元种族浸润
下的文化，渐渐转变成去完超市走进自家社区
后内心大声呼喊“我回家啦”，心开始安顿下
来。心无旁骛地学习，艰辛而快乐地带领德国
中学生学习汉语，踏踏实实地生活在别处。

你瞧，乡愁就像盐，是万用的调味料，是
我们生活的必须。

（寄自德国）
（本文作者系德国罗曼罗兰高级文理中学汉

语教师志愿者）

我想家了，想得伤心不能自已。
那是因为今天，我在准备春节的教学

PPT。上完早上第一节课，就等着上下午的最
后一节课，于是，我利用中间的这段时间在
员工电脑室备课。春节即将到来，我开始向
洋娃娃们讲解中国的十二生肖、中国的春
节、川剧的变脸、京剧的脸谱……他们对
这些了解甚少。

通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收集，加上
朋友提供的素材，我开始动手制作有
关中国春节的PPT。从内容到图片
和色彩的选择，直忙得我顾不上
吃午饭，一口气干到下午1时
多，把初稿搞定了。

制作课件的过程绝对
是一个自我充实和丰富
的过程。从小生长
在中国的我，从
没有像今天这
样，认真
地 去

了解那些老外们想知道而我们平时恰恰忽略的东
西。 我更加清楚地知道了什么是春节？为什么
叫中国新年？年是什么？为什么中国人喜欢红
色？为什么要贴春联、放鞭炮？哇，好多好
多……我学习着欣赏着自己制作的春节课件，慢
慢地，我看到了年夜饭，看见了图片中一大家子
人围在老人旁边。突然，我想起了外婆，想起了
我们一大家人过年时的情景，想起了我的妈妈爸
爸哥哥还有丈夫，啊，我实在忍不住伤心，轻轻
地，我在电脑边哭了起来。怕别人看见，我努力

控制自己，却越来越伤心……来英国的4个多月
中，我也有想家的时候，那都是在困难、寂寞或
者无助的时候，但是今天牵动我内心情愫的却是
我对亲人的思念。

也许有人说我没出息，但情况真是这样：海
外执教时间才过了不到一半，我想家了！我盼
着，回家！

（寄自英国）
（本文作者系英国威尔士Caythays高中汉语

教师志愿者）

乡愁就像盐
朱凌江

佳节备思亲
宋 娟

日前，丹麦华人总会文化
会和丹麦华人总会中文学校联
合举办了“表彰优秀学生”活
动。

表彰优秀学生活动是中文
学校的大事，每年举办一次。
按照不同班级、不同层次，按
照学生的学习态度、平时成绩
和考试成绩进行综合评选，分
为金奖、银奖、铜奖和鼓励奖。

丹麦华人总会中文学校已
经开办 20 余年，培养学生众
多。在中文学校高级班学习的
学生中，有些已经上大学，有
些已经在攻读硕士、博士，但他们仍在继续学中文。这些以丹麦语为母语的华裔子
弟，有些已能读中文报纸，有些已能读一些浅易的文言文。

目前，丹麦华人总会中文学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条件不断改善。设立
了图书馆，新添了课桌椅，配置了电化教材；开设了幼儿、少年民族舞蹈班、围棋班；举
办了幼儿、青少年书法比赛、“美在身边”摄影绘画展和“中华文化 学生讲坛”演讲
会，目前正在组建书法班和合唱团，“中华才艺学校”也正在筹备之中。 （小 俞）

表彰日上演“好日子” �图为丹麦华人
总会中文学校幼儿舞

蹈班的小朋友在表演

舞蹈《好日子》

图为丹麦华人总会中文学校部分获奖学生

我住在日本，就在富士山附近的东
京，却没有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过真正的
富士山。其实，我有很多机会看富士
山，可是都错过了。听说天气好的话，
从我们小学的三楼窗口就可以看到富士
山，我现在已经三年级了，可还从来没
有在学校看到过。天气非常晴朗的时
候，也只能看到模模糊糊的影子。爸爸
说在飞机上可以看到富士山的火山口，
可是，每次一上飞机我就睡着了，所以
还是没看到。

寒假时我们一家去箱根旅游，机会
终于来了！

我们坐着登山索道上的缆车，向着山顶而去。往四周看，周围都
是绿色的山。就在登上小山顶的一瞬间，突然景色突变，跳出了雪白
的富士山！我兴奋地大叫“快照！快照！”爸爸飞快地拿出相机拍了几
张很好的照片。富士山披上白白的雪，很壮观，很美丽。妈妈看到富
士山顶有一团白色的烟云，担心地问：“富士山会不会喷火呀？”爸爸
说：“那是白云，又不是黑烟，怎么会喷火呢？”我们都笑了。

傍晚，我们在芦之湖边又一次看到了富士山。夕阳下的富士山
跟白天的不一样。白色的山体变成了橙色，在冰冷的湖水和寒风中
显得那么温暖。一对路过的恋人主动地帮我们在富士山下照了一张
全家福。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难忘的旅游。 （寄自日本）

中国
有很多美
丽的地方。
5年前，我和
爸爸、妈妈去
中国旅行，可是
在旅游的时候，我
生病了。爸爸、妈妈
带我去医院看了医生，
医生说我发烧了，需要多
喝水和多休息。等我病好了以
后，我们继续旅行。

在中国，我最喜欢的城市就是
上海。上海很现代化，有很多高楼大
厦。

中国还有很多好吃的食物和好玩的地方。
我很想再去一次。

（寄自印度尼西亚）

亲眼看到富士山
李弘思（9岁）

去中国旅行
荘雯雯（17岁）

图为本文作者和她的学生在一起

邮 政

李弘思近影

每逢佳节倍思亲，古往今来，我们

中国人的这种情感需求从未改变。现在，

在遍布于世界各地的汉语教师和汉语教师志

愿者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人，许多还是独生子

女、“80后”。从被宠被爱到学会独立；从习惯

被人安排到自己安排生活和工作；从亲朋环绕到

忍受孤独……他们经历着人生中的一大变化。

但这些付出是有意义的。从小处说，趁着年轻，

开阔眼界，挖掘自身潜力，全方位地锻炼自己；从大处

说，正是由于你们的平凡工作，站在世界各地的讲台

上，介绍中国，教授汉语，撑起了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大

旗，让世界各国民众了解现代中国。

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即，国内的亲人也在思念着

你们！

向工作在海外的汉语教师和志愿者们致以崇高敬意！

——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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