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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繁体“義”的简体，二者之间似乎相差
很远，让人怀疑这种简化太不靠谱了吧？乐队奏
乐太离谱，可是要跑调的呀，“义”字简化时跑调
了吗？我们还是从正体的“義”字说起吧。

《说文解字》：“義，己之威儀也。从我、
羊。”字形结构由“我”与“羊”构成，字的
本意也有两层：一曰“威”，一曰“儀”。
我，甲骨文写作 ，象戈、斧之类的兵器。

“我，施身自谓也。从戈。”又：“施，旗兒
也。”在古代，一面旗帜代表一个部落、一个
氏族，故有“一旗人马”之说。旗下人马又
叫作“麾下”（指挥之下）。操练和征战之
前，先校点人马，每人应声“哦——”，同时
展示手中兵器，显示士气和斗志；羊，温
顺、柔和、群体性，象征美善。可见，我，
表达的是自己的威；羊，表达的是我的儀。

“儀，度也。”何为度？内刚而外柔，威藏于
内而不卑，儀显于表而不亢 （不卑不亢）。不
卑，表示的是自尊、自强和自信，不怕人；
不亢，表示的是自律、自制和自重，不欺
人。所以，義，儀也；儀，度也。儀表堂
堂，堂堂正正。既威风凛凛，又一身正气。

所以，義 （儀），又引申出正義、主義、
公平、合理、義务、義举、见義勇为、见利
思義、義无反顾、義不容辞等等。同时，又
与“議”字通用，商義、协義。那么，这些
意义又是怎样引申而来的呢？《释名》 曰：

“義，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威与儀，
刚与柔，表与内，适宜为義。 （未完待续）

认一认，比一比：
义、義，我、羊，儀、議，不卑、不

亢，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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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课】

“义”与“義”（一）
殷 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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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剧成为继日剧、韩剧后
国内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热捧追逐的又
一对象。年轻人中有一个群体叫“追美剧
一族”，他们中有些懂英语，有些则以“看
美剧，学英语”为口号。而在“美剧热”风
行的同时，美剧里出现的中文热也引起了公
众的关注。

经典的中国元素

如果你经常看美剧，那么你可能会在剧中不
经 意 间 瞥 见 中 餐 馆 的 招 牌 ， 听 到 “Chinese
Kung-fu”（中国功夫） 等中文词汇。除了这两大
经典的中国元素外，有着广大中国粉丝的美剧已经
越来越多地在剧情里植入新鲜的中国元素。美剧《迷
失》中，男主角杰克的手臂上纹有“鹰击长空”4个汉字，
出自毛泽东的诗词《沁园春·长沙》。有网友将此理解
为男主角希望自由翱翔，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认为这
个纹身的含义非常贴切。若说近几年最令美剧粉丝感受
到中国元素亲近性的美剧，则非《生活大爆炸》莫属。剧
中主角们每周三固定的菜单是中国菜，而且必须是出自楼
下的四川餐馆。他们还常拿着筷子为吃宫保鸡丁、蚝油炒
虾，还是饺子而争论不休。该剧第七季中，主角谢尔顿身着
印有红色“中”字的T恤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追捧。

对于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出现在美剧中的现象，北京大
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语言大学新
闻系教授云国强说：“美剧是美国文化工业体系的组成部分，
这种特殊的工业产品谋求全球传播，因此一定会在产品中引入
非美国元素。在中国人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代表了西
方现代文明，而在美国民众的文化想象中，中国是东方的组成
部分，充满了异域情调，所以对中国元素的植入能够满足西方人
对神秘东方的想象。”

大家都爱学中文

除了中国元素的植入，美剧中的主角们也开始学中文、秀中文
了，这让一直身处英语学习过程中的中国网友们由衷地喜悦与感叹。
说起美剧里最早秀中文的场景，很多资深美剧迷一定忘不了经典美剧

《老友记》中的一幕：罗斯来中国探寻恐龙化石，在机场冒出一句“你
笑什么”，惊倒众人。更受中国美剧迷热烈欢迎的还有描绘美国学霸生
活的《生活大爆炸》，在第一季的17集当中，谢尔顿和他的小伙伴们掀起
了轰轰烈烈的汉语学习运动。谢尔顿的中文发音被网友称为“又萌又
雷”，搞笑的同时，那句经典的“哎呀，吓死我了”被网友赞称“简直是

太地道了！”
除此之外，《摩登家庭》中也出现了二女儿艾丽克丝自

学汉语的情节；《美国恐怖故事》 中，爸爸为

任性的女儿换寄宿学校，优先选择中文教学水平最高的学校，等等。
张明瑶是一个爱看美剧的大学生，她最喜欢的美剧是《绝望主妇》。她印象最

深的一个场景是第六季中，汤姆突然和他的妻子说他要开始学习中文，并且说出
了“公共汽车”这个词语。张明瑶说：“虽然发音听起来十分的搞笑和奇怪，但当
美国人开始学习中文，认为中文很重要的时候，作为中国观众，内心不禁产生了
一种自豪感。相比其他如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等符号性的语言，汉字拥有着意
象化、图像化的视觉冲击，这使其本身具有着一种独特的吸引力。”

中文热背后的冷思考

从大的社会背景而言，电视剧编剧增加中国元素，恰恰反映了美国
民间开始对大洋彼岸的中国感兴趣，不再只将中国作为地图上的那个
遥远东方国度。除此之外，中国国内舆论也对推动美剧走红发挥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元素也相应地成为这股舆论的风潮凝结核。这也
是中国电视剧市场对美剧的吸引力，对美剧编剧、导演的新挑战。

人人影视课程翻译组副组长、《实习医生格蕾》剧集总监熊伟表
示，他从去年起就注意到，美剧中频频出现了中国元素和学中文的热
潮。他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从大的方面讲，是由于很多美国人意
识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已经不容小觑，开始关注中国；从小
的方面讲，则是这些美剧的制作方发现了目前在中国盛行的“美剧
热”，意识到有必要加入这些元素来迎合众多中国观众。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方向的郭之恩老师认为，在美
剧中，中国元素更多地是作为异域文化出现的，契合电视制作追
求新鲜快感的需要。这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电视剧在满足受
众需求的同时也引导受众去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

近年来，随着“中文热”在全球的蔓延，孔子学院/课堂开
到了世界各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背后都蕴涵
着一种文化和价值观。在学习中文的同时，中国的文化
和价值观也同时被学习者所了解。

有网友总结说，美剧的编剧们对中国是好奇、怀
疑加臆想。不可否认，出现在美剧中的这些中国
元素，既有正面的，广为中国人接受的，也有
表面肤浅的，当然也有负面的。美剧中
的中国元素究竟有什么样的特征，
是否符合中国人的原意，传播
了一种什么样的中国形
象……这些都值得
我们进行观察
和思考。

清明节放假期间，见一朋友。她一个劲儿地抱怨上高一的女儿
前一阵“不务正业”，花很多时间忙着策划、编辑、发行一本80页左
右、16开本的班刊。我说，这是好事呀！在应试教育占主导地位的
当下，身为北京市重点高中的学生，能拿出时间和精力做这个，既
说明孩子的自信，也说明学校老师的教育观念在转变。

据了解，班刊的内容全部出自班里同学之手，有原创的诗歌、时
评、随笔、散文，有对老师的专访，还有花季少年的人生感悟。从封面
设计、版面编排，到印刷装订，都由学生自己完成。因为是一本自己制
作给自己看的刊物，所以全体同学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平时擅长
写作的同学自然跃跃欲试，就连不太爱写、不太擅写的同学也绞尽脑
汁地琢磨着给班刊写点什么。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教育之通病是教用
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所以一无所能。中国教育革命
的对策是手脑联盟，结果是手与脑的力量都可以大到不可思议”。制
作班刊，看似和功课不搭界，浪费时间，其实每个参与者既要动
脑，又要动手，收获是多方面的。

由此联想到海外汉语教学。我以为，现在海外汉语学习者最缺
的不是教师，也不是教材，而是使用中文的机会。海外中文学校是
否可以借鉴这个例子，每学期在全校范围内，以班级为单位开展一
次班刊制作竞赛。低年级的可以图画多、文字少；中年级的应该图
文并举；高年级的则以文章为主。充满童真的看图说话、自编的谜
语童话、原创的诗歌散文……再加上学生的绘画、摄

影和剪纸等手工作品作为装点，一定
会涌现出一批充满个性的、受孩子们
喜爱的班刊。最重要的是，制作班刊
为海外孩子提供了使用中文的机会，
在筹备和制作过程中，每个孩子都能
参与进来，体会到使用中文的乐趣。

自己动手编班刊
刘 菲

自己动手编班刊
刘 菲

我7岁时来到新西兰。身边尽是金色头发、碧蓝眼
睛的人，说着我从没听过的语言。我陷入迷茫，天真地
想：明天，当我重新睁开眼睛，一切就会回到从前。童年
时的朋友，从前的学校，街道的味道……总之，熟悉的一
切都会回来。但事实却不是这样！一切都变了，我所熟
悉的一切再也回不来了。这巨大的变化需要我去适
应。但我知道，我的家庭始终在身边守护着我。

在新西兰安顿下来以后，我进入了一所位于市中
心的学校。一切烦恼都始于学英文。虽然只有26个字
母，可是每一个都与中文不同，发音、书写、语法，
就像一道道铜墙铁壁，把我和周围的人隔离开。我每
天都得反反复复地读那本不到 10 页的英文书，伤心、
沮丧的情绪包围着我。

我的父母没有什么文化，为了生活，他们每天繁
忙地工作着，我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唠叨和抱怨。他们
对我说的都是一些很朴实的话。他们常说：“你要努力
学习，这时的付出是值得的。”虽然听进了父母的话，
但小时候的我却常常抱怨他们把我带到了这个陌生的
环境中，觉得他们只是说得容易，却不知道我做起来
有多难。随着年龄的增加，我开始慢慢理解父母的苦
衷，认识到自己那时的幼稚无知。

现在，我自觉地刻苦学习，希望走出一条不留
遗憾的道路。我坚信，
在我奋斗的路上，父母
永远是我的坚强后盾，
家永远是我的避风港。

（寄自新西兰）
（本文获得第十四届

华人少年作文比赛二等
奖）

理解父母
黄锐杰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塔什干孔子学院
于日前举办了一次中文写作比赛，参赛者
均为孔院在读学员，其中年龄最小者 10
岁，最大者50岁。

年逾半百的中学英语老师约金坤，在
塔什干孔子学院初建之时，就开始了他长
达近 10 年的中文学习历程。他酷爱中国武
术和中国古典文学，家里藏有大量翻译成
俄语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能声情并茂地
背诵不少古典诗词。10 岁女孩阿米娜本来
是到学校补习英语的，偶然发现隔壁的汉

语教室里气氛活跃，深受感染，就加入了
学习汉语的行列。结果不到半年，便能写
出比较地道的汉语句子了。

随着中乌两国合作的加深，近年来乌
兹别克斯坦学习汉语人数剧增。围绕“我
与孔子学院”这一主题，参赛学员们尽情
发挥，抒发自己对中国文
化的热爱。

图为孔子学院学员手
捧自己的参赛作品。

（文 轩）

西田聪是北京语言
大学 2012 级汉语言专业的

本科生。胖乎乎的脸，笑眯眯
的眼，加上随和幽默的性格，

使得周围人都很喜欢他。他更喜
欢这样介绍自己：“我在日本有两个

弟弟，老二叫西田姜，老三叫西田
蒜，我们仨吵起来特别香，就是葱姜

蒜。”听得人忍俊不禁。
西田聪的幽默得益于他对相声的热

爱，学习相声始于他进入大学以后。“因为
一开始我讲的中文东北味儿特别浓，所以老

师就推荐我去听我们学校‘快乐课堂’的相
声课来纠正发音。”“快乐课堂”由著名相声表

演艺术家丁广泉老师授课，西田聪从来不落下
一堂课。“相声之所以对我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就在于它让我感受到汉语的魅力。”在西田聪看
来，相声和日本曲艺形式漫才相似，但是中国人
和日本人的笑点不同，日本人是用事物的表象去逗
笑，而中国人喜欢用文化中的智慧去逗笑，比如春
联、俏皮话、歇后语和惯用词。

“很多外国人中文说得比我好得多，但他们不一
定听得懂相声，并不是因为他们汉语不好，而是他们
不懂中国的文化。”西田聪举了一个例子：拽着胡子
过马路，什么意思？“谦 （牵） 虚 （须）！”

学习相声也让西田聪对中国方言产生了一种特殊

的感情。交谈间，他信口秀起了自己学到的重庆、杭
州和东北等地方言，“我去不同的地方旅游，喜欢住
在朋友家，不喜欢住旅馆。在朋友家，和朋友的家人
聊天，可以了解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学到地道的方
言。”

“学习相声之后，我的汉
语水平有了质的飞跃。”西
田聪肯定地说，“相声讲
究说学逗唱，必须得吐
字 清 楚 、 发 音 标 准 ，
还得上台表演，这就
要求我必须经常说绕
口令、背段子来练习
基本功。”如今，西
田聪基本上两个月就
会上台表演一次，表
演的搭档中外都有，
每次登台前的切磋、
登台后的配合都让他
受益匪浅。“我觉得我
所 学 到 的 很 多 汉 语 知
识，都不是从课本和课
堂中学得来的，而是在
课 外 参 加 的 各 种 活 动
里 。” 真 应 了 那 句 话

“功夫在诗外”。

说相声 学中文
陈梦颖

图为西田聪登台表演相声

如果我可以在不同的季节居住在不同的
地方，那就太好了。

春天的时候，我想住在盐湖城。盐湖城
是犹他州的首都， 也是犹他州人口最多的城
市。 盐湖城就在大盐湖的岸边，所以风景应
该不错。从湖的一边看去，可以看到高山和
广阔的平原。犹他州的地理位置良好，春天
一般没有什么自然灾害或者极端天气。如果
住在盐湖城，我可以来个自驾游，去黄石公
园或者犹他州的5个国家公园。

夏天一到，我决定住
在西雅图。因为它在太平
洋沿岸，所以天气不冷不
热。我可以坐船到海上看
风景，或者去一个小岛钓
鱼，还可以去西雅图著名

的农贸市场，那里有最新鲜的海鱼和各种小
吃。5年前我曾经去过这个农贸市场的海鲜超
市，卖鱼的工人把鱼扔来扔去地传递着，为
的是用最快的速度把鱼处理好，摆在冰上，
卖给顾客。另外，在西雅图有一个非常有名
的建筑叫太空针塔。坐电梯到太空针塔的最

顶层，再走向观景台，你就可以俯
瞰整个西雅图。

秋天的时候，我愿意住在芝加
哥。芝加哥在秋天虽然有一点冷，
但是那里有很多博物馆可以去。秋
天的时候，苹果树上的苹果已经熟
了，我们可以去芝加哥的郊区摘苹

果。秋天也是举办芝加哥马拉松和芝加哥电
影节举办的季节。从芝加哥的市中心上
船，可以沿着芝加哥河观看两岸不同时
期、不同风格的建筑。我们也可以坐
船进入密歇根湖，回看芝加哥成片的
摩天大楼。

到了冬天，我想佛罗里达应当
是最理想的居住地。冬天的时候，
佛罗里达不会冷，所以我仍然可
以在室外游泳。我可以和家人
一起去游乐园游览，因为世界
上最大的迪斯尼乐园和环球
影城就在佛罗里达。玩累
了，我可以去沙滩散步，一
边散步，一边看着美丽的
海洋和棕榈树。佛罗里
达州的中部是一个大沼
泽，我可以坐上船去沼
泽里看鳄鱼和非常好
看的鸟。

瞧 ， 这 就 是 我
的关于住的梦。

（寄自美国）

郭凯昊（14岁）郭凯昊（14岁）

住住 的的的 梦梦

《美国恐怖故事》

《生活大爆炸》
《老友记》《老友记》

《摩登家庭》

《生活大爆炸》、《老友记》、
《摩 登 家 庭》、《美 国 恐 怖 故
事》 ……越来越多的美国电视剧
中出现了学汉语、吃中餐、穿唐
装的中国元素。这一现象既受到
“美剧迷”的欢迎，也引起了一些
中外文化研究者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