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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不说黑，要说黢黑。白不说白，要说醺白。甜
不说甜，要说抿甜。苦不说苦，要说焦苦。辣不说
辣，要说飞辣。酸不说酸，要说溜酸。”（见右上图）
很多人乍一看，并不明白这条微信上的方言段子的含
义。但在四川老乡的微信圈子里，这条段子却很快蹿
红，大家在相互分享之后，内心也泛起了丝丝“溜
酸”的乡情。

“神味”的方言

微信在社交圈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朋友圈上
的一些段子走红。不论内容是搞笑娱乐，还是养生科
普，都广泛地传播着，其中，方言段子也成为了微信圈子
里热门的一类。这些方言段子涵盖山东、上海、广东、广
西、江苏、福建、四川、陕西等省份，从北到南、从东到西，
方言可谓是五花八门、各具特色。著名学
者胡适曾说：“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
理。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
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
露的人”。

上海方言段子《阿拉妈妈是上海
人》 从“兜公园，逛马路，看电影”
开始，回忆了妈妈作为老上海人见证
上海的发展变迁。段子里提到的外滩
情人墙、和平饭店等都是充满上海风
情的老地标。四川方言段子《成都老
太婆》以打油诗的方式写出了一位成
都老太太惬意自在的晚年生活，“成都
老太婆，爱耍农家乐；上午去爬山，下午
打五角”，诙谐幽默，富有生活情趣。闽南歇后语系列
则将闽南话形成的特有歇后语进行整合，如“挑衫笼
的——袂主咧意”，这种富有地域特色的方言体现了闽
南人的幽默。

还记得前年，韩国的《江南style》在发表之后，通
过互联网快速传播，很快在全世界成为一种流行文化
并引发各种模仿，这其中就有中国各地的方言版。在
微信圈子里比较火爆的当属青岛话版，炫酷的黑超小
哥在青岛海

边跳着马步舞，让人捧腹不已；青岛话独特的蛤蜊味
加上歌词里青岛风土人情的描述，让人津津乐道。

相比之下，客家话版里面掺杂了不少客家腔英
语，让其他地方的人很难听懂，金华话版歌词最贴近
生活，还有被称为“暴强”的南宁话版、闽南话版
等，真是南腔北调，各有千秋。微信圈子里纷纷转发
说：“中国的方言真是博大精深啊”。

正如语言学家刘半农所说：“假如我们做一篇小
说，把中间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话写，北
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满意。这是因为方言作品有地域的
神味的缘故。”这些微信圈子里的方言段子、改编等都
形象生动、颇有趣味，让能读懂它们的家乡人忍俊不
禁，同时深有感触，这就是方言特有的“神味”。

“溜酸”的乡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讲一
方话。方言是同乡人的心灵纽带，能
给同一地方的人们带来亲切感，人与
人之间的那一份割裂不断的乡里乡
情，会在相同的乡音里不自觉地流露
出来。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
南京时，一句“乖乖隆的冬”，一下拉
近了与南京市民的距离。一位在北
京工作了 30 多年的四川人说：“看到
家乡人用微信传来的方言段子，听着
乡音，在乐过之后，内心不禁泛出酸

酸的思乡感，这种思乡感就是四川方言
里‘溜酸’的感觉。”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

王双是位青岛姑娘，她说，第一次看到微信朋友圈里转
发的《青岛方言集锦，一般人看不懂》这条段子时，就备
感亲切，“里面的方言词汇我们经常用，我们青岛银（人）
就喜欢吃嘎啦（蛤蜊），哈（喝）啤酒，这种生活造就了我
热情豪放的女汉子性格。”她说。

远在异国他乡的海外游子，听到熟悉的乡音方
言，仿佛心弦被拨动，激动不已。发送一段语
音，传递一张近照，发起

一次群聊，海外华侨华人可以用微信随时随地同家乡
亲人分享自己的消息，微信也帮助他们缓解了些许思
乡之苦。在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就读的杨同学来自四
川达州，在他看来，语言的魅力不只是让你马上意识
到说出那句四川话的是一个老乡，更重要的是能让你
从那口火锅香气四溢的川音里找到强烈的归属感。

“寻根”的意蕴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每一种方
言都是承载当地乡情的原生态文化之一。东北话的幽
默、吴方言的软侬、四川话的火辣……反映出由地域
差异而形成的不同乡情风貌。方言有着深厚的文化
底蕴，这种文化伴随着远行者出走他乡，年复一
年，便沉淀出浓浓的乡愁。

方言是唤起人们归属感、认同感的情感纽带。
其最大的特点是能够给一个族群的人带来亲切感，
所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表达的
就是游子认族寻根的情景和对乡音的眷恋。

语言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传承提供了可靠的编
码，方言蕴含了古老神秘的智慧。陌生人交流
时，哪怕是一两个带着方言色彩的字，心领神会
的两个人都会顿时消除原有的戒备，心与心瞬
间接近，这就是承载着乡愁的方言所孕育的
力量，也是微信朋友圈中各种方言段子蹿红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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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是 一 位 汉 语 教
师，我的中国梦和汉语有

关。
我的中国梦源于对中国

的爱。在国内时，“中国”的大
和“我”的小，模糊和冲淡了我

对中国的爱；第一次当汉语教师，
第一次离开中国，我和中国有了空

间距离，周围不一样的面孔和语言时
刻提醒着我，我已经远离祖国。自我

介绍时，我会骄傲地说：我来自中国，
我是中国人；中国国歌响起时，我的心

中会涌起从未有过的澎湃和激动。离开了
祖国，我更关心祖国；离开了祖国，我觉

得自己离祖国更近。
我的中国梦源于对汉语的爱。我大学的

本科专业是中文，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基
础课；硕士专业是哲学，其中语言批判是重
要内容。我发现，不论是文学散发出的艺术光
芒，还是哲学所具有的思想深度，都离不开汉
语的言说和汉字的显现。历史悠久的汉语有其
独特性：独特的四声，独特的方块字，独特的
词汇语法。对汉语无比深厚的感情让我更觉得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因此当赴海外教授汉语的
机会悄然到来时，我没有一丝犹豫地报了名。

我的中国梦源于对中国文化的爱。汉语和中
国文化无法分开，汉语承载着中华文化。中国文
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不仅包括了中国历
史、文学和哲学，而且涵盖了古代、现代和当
代。

我的中国梦源于对教师这个职业的爱。学生
时代的我面对着讲台上的老师，心中充满无限的
羡慕、敬佩和渴望。羡慕他们桃李满天下，敬佩
他们课堂上的学识渊博，渴望成为像他们一样的
人。终于，我的
渴 望 成 为 现 实 。
望着一张张年轻
的面孔，我好像
看到了曾经的自
己，但不再是害
羞的自己。当一
名教师，我觉得
很幸福，很快乐。

我 的 中 国 梦
源于对海外华人
的爱。在印度尼
西亚，我在一所
中 文 大 学 执 教 ，
学生大都是华人
子弟。他们与中

国、中国文化和汉语有着深深的亲近感和认同
感。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谦逊有礼、埋头苦干、
勤俭节约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由于学生们在中
小学已经接受过汉语教育，因此我在上课时就不
仅仅是教他们汉语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他们中国
文化，让他们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特别是了解当
代中国。

（本文作者系国家汉办派遣印度尼西亚汉语
教师）

我的中国梦源于我的爱
徐 涛

远离家乡和亲人，肩负责任和使命。请看一位年轻的

对外汉语教师在异国他乡的思索——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
是 莫 斯 科 的 学 术 中 心 之
一。2007 年，该校与中国
的 对 外 经 济 贸 易 大 学 合
作，成立了孔子学院。“汉
语角”就是在孔子学院老
师 的 带 动 下 设 立 的 。 有
时 ， 老 师 、 学 生 一 起 洗
菜 、 拌 馅 、 和 面 、 包 饺
子 ； 有 时 猜 灯 谜 ， 学 汉
字；有时说绕口令，练习
发音；有时学唱中国歌，
学跳中国民族舞……师生
们在“汉语角”里边玩边
学 ， 度 过 了 许 多 美 好 时
光。据不完全统计，孔子
学 院 成 立 至 今 ， 已 经 在

“汉语角”里举办了不同形
式、不同内容的各种文化
活动近百次，有效地配合
了课堂汉语教学的开展。

除了设立“汉语角”，
每年寒暑假，对外经贸大
学还为孔子学院学生开办
汉语文化体验营，邀请孔
子学院的优秀学生来到中
国高校，进一步了解中国
文化、经济和教育概况。
在汉语文化体验营期间，
俄罗斯学生要完成为他们
量身定制的汉语听、说、读、写学习计划，学习中国水墨
画，参观故宫、万里长城、颐和园等名胜古迹……通过这
些汉语学习实践体验活动，提高了汉语水平，认识了一个

真实而鲜活的中国。
目前，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针

对学生的类别和汉语程度，开设了少儿汉语
实验班、成人汉语初级班、中级班、高级
班、古代汉语班、书法绘画班等 22 个学习
班，在读总学员人数超过400人。学员们用优
秀的汉语水平和良好的文化修养为孔子学院
赢得了声誉，多次受邀为在莫斯科召开的有
关国际会议提供汉语翻译；为俄中友协等部
门提供翻译服务并开展合作；受托为索契冬
奥会培训汉语翻译、编制奥运会汉语翻译考
试大纲、培训志愿者等。

2013 年 3 月，在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
期间，该孔子学院的俄方院长易福成 （塔拉
斯·伊夫琴科） 教授，作为受到中国政府邀请
的 13位俄罗斯汉学家、学习汉语的学生和媒
体代表之一，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接
见。2013年 12月，俄罗斯国立人文孔子学院
被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评选为“先进
孔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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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一起包饺子师生一起包饺子

学员展示自己的国画习作学员展示自己的国画习作

一年一度的“汉语桥”中文比赛正在世
界各地孔子学院/课堂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汉语桥”这项由国家汉办主办的大型国
际汉语比赛项目，包括“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
比赛和“汉语桥”在华留学生汉语大赛3项比赛。尽管3项比赛的参赛对象不同，但比赛考核
内容中都包括中国文化技能展示的内容。

我们知道，孔子学院的功能并不局限于教授汉语。通过中国文化技能的展示和教授，
以多种形式传播中华文化，吸引更多外国人了解中国，学习中文，这才是孔子学院的宗
旨。为此，对外汉语教师除了必备中文知识外，还需要掌握一些中国文化技能。我曾
经问一位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您最需要什么样的老师？”他回答说：“最好是‘多
面手’，掌握一定的中华才艺技能，这样便于到岗后快速打开局面。”他说，外国人
对于中华才艺十分好奇和着迷，比如中国书法、绘画、乐器、武术、剪纸、皮影、
舞蹈等，许多人正是因为对某种中华才艺感兴趣，才走进孔子学院学习中文的。

据悉，近年来，国家汉办在选拔和培训对外汉语教师志愿者时，也考虑到这
一点。除了汉语专业知识外，对于外派汉语老师掌握中华才艺的情况也有相关的
要求。正是因为有一批不仅能够教授汉语，还能够教授中国文化技能的老师活跃
在孔子学院/课堂上，我们才能在“汉语桥”的舞台上，看到那么多外国人，在
展示着那么出色的中华才艺本领。穿上唐装，拿起毛笔，那一招一式、一笔一
画颇得真传，令人赞叹。

遗憾的是，当今的中国人似乎对中华才艺感兴趣的不多。不要说掌握，即
使是了解也很有限。据我所知，许多要参加对外汉语教师选拔的年轻人，为了
考核通过而临时抱佛脚。“艺到用时方恨少”，任何一项中国文化技能都不是一
日之功，需要多年的学习和练习。既然立志投身于汉语国际传播事业，就需
要从长计议，多长本领，尽早开始了解和学习一些中华才艺本领，别“现上
轿，现扎耳朵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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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菲

学
中华才艺 促汉语学习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一个人如
果有了梦想，就有了努力的方向。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翻译，通过翻译
工作，为日中两国的人文交流和友好事
业尽一点儿自己的微薄之力。中日两国
一衣带水，在许多领域都有着密切的交
流，这些交流中当然都少不了翻译。

我想当翻译大概是受到了父亲的影
响，父亲以前做与旅游有关的翻译工作。
我小时候经常看到父亲早出晚归地工作，
有的时候要去很远的地方出差。父亲说：

“翻译是人与人沟通的‘桥梁’，虽然很辛
苦，但是很有意义。”看着父亲每天出门工
作的背影和对翻译工作的热爱，我渐渐地
也开始对翻译感兴趣了。

翻译的工作有好多种，其中我最有兴
趣的是在旅游业和文化交流领域当翻
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旅游业当翻译
的话，可以像父亲一样，发挥“桥梁”的作
用，通过翻译工作让游客们了解当地的文
化和习俗，增强相互理解；在文化交流和
体育事业当翻译的话，可以把自己最喜欢
的漫画翻译成中文，漫画是日本文化的代

表之一，它在用幽默的手法引人发笑
的同时，还能够教会我们许多

人生的哲理，如果通

过翻译，把这样的东西跟中国的
朋友分享的话，那该多好啊！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必须
学好汉语，所以我选择了日本樱美林
大学孔子学院。在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
学习的一年间，自己的汉语水平取得了进
步，但是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内向，不善于
跟别人交流，口语还不是很好。我想，如
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肯定不能熟练掌握
汉语。为了改变自己的性格和更好地学
习汉语，我决定来中国留学。

来到上海同济大学以后，我交了很
多中国朋友，还积极地参加各种各样的
活动，在汉语进步的同时，也更加深刻
地理解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班上还
有许多其他国家的朋友，通过他们我还
感受和了解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差异。随
着朋友的增加和知识面的扩大，我的性
格也渐渐地变得开朗了很多。

很荣幸能获得孔子学院的奖学金，
来到中国上海，来到同济这所美丽的大
学留学。正是孔子学院这一平台，给
了我实现梦想的机会，也令我
更加坚定自己的梦想和信
念。樱美林大学和同
济大学助我圆梦，
这令我感动并倍

受
鼓
舞 ， 感
谢你们！

从 现 在
起，为了实现自
己的梦想，我要认真
过好每一天。

（本文作者系日本樱美林大
学孔子学院学生，现在同济大学国
际文化交流学院学
习）

扫一扫，看一看
四 川 方 言

段 子 《成 都
老太婆》

当个中文翻译，挺好！
横山明日香

图为本文作者 （右下）
参加孔子学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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