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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不但有一字多音，还有一音多字，
叫同音字。比如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高的“做
工”与“工作”。做与作同音，因为同音而义
近，但又能区别使用时的功能，只能说“做
工”、“工作”，不能说“工做”、“作工”。从字
面上看，似乎“做工”专指体力活、没有创造
性，属蓝领阶层；“工作”则专指脑力劳动、有
创造性发挥，属白领阶层。其实，《说文解字》
中并无“做”，只有“作”，“做”是后人再造
的。即使如此，二者使用时又往往相互通用。

《说文》：“作，起也。从人，从乍。”最早
的甲骨文、金文中，“乍”就是“作”，写作

，或 ，像以手持针 （ ）、穿线 （ ）、缝
制衣形 （ ），与“衣”字甲骨文 （ ） 相似。

“ 作 ” 与 “ 乍 ” 通 用 。 从 最 初 的 字 形 上 看 ，
“作”字原义为作衣，用针缝制时，像鸡啄食，故
以啄为音（“啄”字最早有音无字）。如“扫帚”原
名“扫竹”（竹枝做的），“帚”与“竹”同音。

做，最早见于宋代，如“做了三公……”、
“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三国演义》 中的周瑜斗不过诸葛亮，叹
曰：“既生瑜，何生亮。”我们不禁要问：既生

“作”，何生“做”？后人将装模作样说成是“做
作”，这太委屈“作”字了，原本先做 （造字）
的是“作”，而后做的是“做”。想不到字与字
之间也有这种“双重标准”。

认一认，比一比：
乍、作、做，做工、工作，既生

“作”，何生“做”。

是有效工具 还是娱乐游戏

文言文翻译“神器”，你也来试试？
本报记者 刘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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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翻译文言文翻译““神器神器”，”，你也来试试你也来试试？？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菲菲

由中国侨联、全国台联、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国际广播电
台、《快乐作文》杂志共同主办的“第十六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
赛”，于2014年7月20日开始征稿。有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参赛对象
海外各国及中国 （含港、澳、台） 小学、初中学生 （含归侨

学生）。
二、内容要求
本次大赛为非命题作文，小学生题材及体裁均不限；初中生记

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均可；题目自拟。可以参考以下3个主题：
1.朋友。叙述与朋友之间的趣事，抒发与朋友之间的喜怒哀

乐，表达对朋友的依恋、怀念和关爱。
2.知行。叙述你的读书故事、读书收获、读书后的感想；旅行

路上所见、所闻、所思、所获等。
三、投稿要求
1.参赛作文一律用稿纸誊写或用电脑打印，书写工整、规范，

打印美观大方。
2.提倡写短文：小学一、二年级字数不限，三至六年级一般不

超过 600字，初中生一般不超过 1000字。为使同学们充分展示才
华，除文字稿件外，还可写图画与文字相配合的图画作文。

四、截稿日期
2014年12月31日 （以当地邮戳为准）。
五、几点说明
1.本届大赛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组织奖。
2.大赛不收取任何参赛费，每人限一篇作文参赛。凡已公开发

表的文章不得参赛。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3.参赛者须在作文标题下注明本人姓名、年龄及所在国、省

（州）、市 （县）、学校、班级、指导教师以及详细通信地址和家庭
电话、电子信箱 （有国内联系地址的请另外注明）。

4.投稿地址：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天苑路1号316室大赛组委
会 李国欣、杨丽媛收 邮编：050071 请在信封右上角和来稿
上注明“作文大赛稿”字样。

联系电话：0311-87751398 88643112
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组委会

本报电 （贝
玉萱） 日前，来自香港、

澳门及北京大中学校的 300余名青年学
生相聚北京语言大学，参加“我的祖国 2014年京港
澳学生交流营”开营仪式。

交流营由教育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中
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央人
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联合主办，北
京语言大学与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和澳门中华学生
联合总会联合承办，是一项持续 19年的三地大型学
生交流活动。

通过同吃同住同活动，在短短的7天内，三地青
少年学习传统文化，架起感情沟通的桥梁，体会血
浓于水的同胞情谊。

本报电 （记者刘菲） 7 月 19 日，第十五届世界
华人学生作文大赛比赛结果揭晓，颁奖会在北京召
开。来自中国、美国、意大利、德国、加拿大、葡
萄牙、瑞典、文莱、缅甸、日本、奥地利、西班
牙、澳大利亚等13个国家的80多名获奖师生代表参
加。

据大赛组委会秘书长、《快乐作文》杂志总编韩
冰雪介绍，大赛共吸引了来自 25 个国家的 700 万华
人学生参赛，经过各地学校推荐和组织单位初评，
大赛评委会组织专家复评、终评，共有 15名同学获
得特等奖，8800 名同学获得一、二、三等奖，8000
名教师获得辅导奖，200个单位获得组织奖。

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自 2000年开赛以来，已
成功举办十五届，其影响力逐年提升。该项赛事在
促进海内外华人学生文化交流、让海外华裔青少年
感受祖 （籍） 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增强民族自
豪感和凝聚力，提升海外华侨华人的社会地位，促
进所在国与中国的合作交流等方面起到了独特作
用。

“京港澳学生交流营”开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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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
比赛结果揭晓

不久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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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学校首届汉字听写比赛”，参赛学生、
观赛学生、评委、老师、观赛家长积极
参与，比赛现场始终洋溢着热烈的气
氛。

丹麦华人总会的大厅被布置一新。
红灯高挂，舞台背景上书写着“中文学
校，听写比赛”几个大字；舞台上整齐
地排放了两排课桌椅，这是参赛选手的
位置，桌上摆放着“A 组”和“B 组”
字样的牌子；舞台背后的大银幕上打着
标准答案；台前两侧放着两排桌椅，那
是 4位评委的专座，他们来自丹麦华人
总会文化会和家长代表，评委课桌上有
计分牌；台下是观众席。

当司仪孟相秀老师宣布“首届听写
比赛现在开始”时，赛场响起了热烈的
掌声。接着，参赛学生代表抽签决定比
赛顺序。

说是比赛，也带有游戏性质，是通
过游戏学习汉字、默写汉字，从而领略
汉字的美。说是游戏，参赛的学生和家
长相当认真，所以又有点紧张。每当评
委亮出“正确”牌时，掌声、笑声和欢
呼声就会响起，大家为这些出生在丹麦
的孩子能书写出那么多、那么难的祖国
文字而高兴、感叹和激动。最有趣的是

小班的学生，有些才五六岁，有些是中
丹混血儿，虽然听写的字对他们来说并
不简单，如大象、电脑、蛋糕等，但他
们照样写得一笔不差。在得到评委的肯
定后，这些孩子在台上竟高兴得手舞足
蹈起来。

比赛结束后，参加比赛的 54 名代表
领到了纪念品——《汉语字典》。家长好
像比孩子还激动，纷纷表示，希望今后多
搞类似的活动，以帮助孩子们更好地认
汉字、读汉字、写汉字，学好中文。

参加“首届汉字听写比赛”的54名
选手是丹麦华人总会中文学校全校学生
在听写考试的基础上选拔出来的。评委
们表示，这些学生的汉语水平远远超过
了我们的想象。老师们认为，这次比赛
达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也丰富了教学
模式，从“老师教，学生学”的纵向教
学模式，拓展到学生之间互相学习的横
向教学模式，从而达到了互教互学、培
养兴趣、共同提高的目的。同时，汉字
听写比赛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因电脑
介入而形成的汉字手写能力下降的状
况，鼓励学生拿起笔，一笔一画地书写
一个个汉字。随着一个个汉字跃然纸
上，中华文化也在悄然潜入这些海外华
裔子弟的心中。 （寄自丹麦）

压题照片为汉字听写比赛现场

听写学中文听写学中文 领悟汉字美领悟汉字美
俞 露

有一次，我们刚回到家，就听到有人
在外面敲门。会是谁呢？我们有点儿害
怕，就没有开门。外面的人又敲门，这下
连大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过了一会
儿，门开了。原来，刚才我们用钥匙开门
后忘记把钥匙拔下来，邻居看到了，就过
来敲门提醒我们。由于我们一直没开门，
他就用我们的钥匙打开了我们家的门。

原来是一场虚惊！ （寄自瑞士）

离家 3年了。每当想起家乡，脑海里浮现的总是那条洒满
月光的小路和父亲那悠扬的笛声……

小路是父亲和村里的几位叔叔用鹅卵石铺成的，在月光下
泛着朦胧的光。路的那头连着河边的小屋，也连着我的父亲。

小河伴着我成长，它是我和小伙伴们通往学校的必经之路，也是乡亲们到村外挑水
必须经过的地方。它见证着家乡的变迁，也留下了我的美好回忆。小路像一条丝带，牵
引着我的童心在父爱的港湾里晃荡。父亲爱好吹笛，笛声载满了我童年的欢笑。父亲很
疼爱我，总喜欢用粗糙的手捏我的下巴，不顾我痛得哭起来，还独自傻呵呵地笑。每当
日暮，父亲都喜欢牵着我的手踏上那条斜阳余晖下的小路。父亲告诉我，人生道路就像
这条小路一样，想让它好走，就必须先铺垫。父亲牵着我越过小路到河边坐下，从草箩
里摸出笛子，鼓起腮吹起来。悠扬的笛声，是世间最美的音乐。此时的我靠在父亲的腿
上，看着天上的月亮将父亲的头发染上点点银白。

村里只有小学，我上初中必须到外地去。离家的前一天晚上，我走上那条熟悉的小
路，感觉到一丝眷恋与不舍。路像是月光在地上划过的痕，也划过我的心。

3年的时间里，我未回过一次家。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父亲在我离家后像掉了魂似的，
茶饭不思，却总是去河边吹笛。我答应母亲暑假回家，回到村口时已是夜晚，月亮刚刚升起。
当我怀着无尽的思绪，走在家乡那条熟悉的小路上时，父亲已经等在那里。父亲苍老了许多，
不知何时已是两鬓斑白。我的心里不禁涌上一丝酸楚，紧紧地将父亲抱住……

皎洁的月光洒在小路上，我仿佛又听到了父亲的笛声，回
响在洒满月光的小路上。父亲为我吹了14年的笛子，
而我，到此刻才发现他和我的心竟然是如
此之近……

（寄自缅甸）

去年 10 月的
一天，学校宣布要举办

一次朗读比赛活动，由各班选拔出
最优秀的选手来参加学校的决赛，学校将给最终

获胜同学颁发奖品和证书。
我们班里很多同学都积极响应，一共有13名同学参加了班级的预

选赛。因为参加学校决赛的名额只有一个，所以班级预选赛的竞争非
常激烈。我的表现还不错，拿到了那唯一的一张“入场券”。老师告诉
我，决赛日期是11月1号。这个日子对我来说太特别了，因为这一天
也是我的11岁生日。

比赛前，我努力地练习着，丝毫不敢放松，因为我知道，其他选
手也在努力地练习。11月1日这个充满期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怀
着紧张的心情来到学校。

比赛开始了，选手们依次上台朗读，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这
时，我听到老师叫我的名字，同学们以一片欢呼声为我打气。我站起
来，整整衣服，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走上主席台，坐在椅子上，深
吸一口气，开始朗读。刚开始的时候我太紧张了，心跳得特别厉害，
但很快我就平静下来，平时无数次的练习起了作用。我用心认真地朗
诵着，十分顺利。朗读完，鞠了一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所有选手都朗诵完后，老师开始宣布比赛结果。按照倒数的顺序来
宣布名字，所以每听到一个不是自己的名字，就说明我离胜利更近了一
点，我悬着的心就放松了一点，同时又多了一点期待。终于，老师点到
了我的名——“第三名！”朋友们推着我，尖叫着，欢呼着，我开心地快

步走到主席台上，领取了奖品和证书。
这一次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名，但我积累

了经验。我相信明年的比赛我
会读得更好。

一场虚惊
陶若鸿（9岁）

一场虚惊
陶若鸿（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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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自荷兰）

第十六届
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

征文启事

家家乡的笛声
杨金舒

近日，一款百度文言文翻译工具在
网络上受到关注，一时间，网络热词、
流行歌曲都成为了网友的实验对象。其
实，文言文形式被热捧并非独有。几年
前，一本名为《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散
文随笔集就曾在年轻人中热销，该书名
取自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的 《木兰
花令 拟古决绝词柬友》“ 人生若只如
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有人说，“80 后”、“90 后”、“00
后”是吃着“快餐文化”长大的一代，
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没什么兴趣；但也应
看到，在《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成语
英雄》、《中华好诗词》等热门电视节目
中，参赛者是清一色的年轻人，观赛者
中也不乏年轻人的身影。所以，文言文
翻译工具被关注也就不奇怪了。

学习文言文有现实意义

文言文是中国古代最主流的书面语
体，是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当代人学习文言文，最直接的目的，就
是由此获得直接进入古代典籍、与古人
进行对话的能力与体验。北京大学中文

系程苏东老师认为，任何翻译都
会造成文本原意的

增 减 。

文言文是打开中国传统文化宝库的一扇
窗，如果想要获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独立认识，就不能止于阅读介绍性的著
作，而应该真正翻开书本，进入其中，而
这就需要基本的文言文阅读能力。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李无
未教授认为，文言文与现代汉语联系很
大，现代汉语的很多词汇源于文言文。学
习文言文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汉语的词
汇语法。同时，学习文言文还能丰富现代
人的文化内涵，帮助其养成谦恭的气质。

其实，文言文一直是语文教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
文》 课本为例，从小学六年级的 《学
弈》、《两小儿辩日》，到初中的 《论
语》 十则、《曹刿论战》，再到高中的

《兰亭集序》、《陈情表》，一批从浅入
深、由易到难的文言文贯穿始终，高中
毕业生具备了基本的文言文阅读能力。

外国人眼中的文言文

在喜爱中华文化的外国人看来，中
文的形之美在于汉字，中文的韵之美则
在于文言文。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
师肖宁遥回忆起在海外教学的经历：

“我在印尼讲学时，曾经教授古代汉
语。当学生读到‘想君小时，必当了

了’，不禁莞尔；当读到‘树犹如
此，人何以堪’，不免嗟

叹；当读到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觉潸然；当
读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不禁感慨。从学生上课
时虔敬的眼神，以及课后递来刚写就的
小词，我知道，他们能够理解文言文所
传达的文化信息。”

马来西亚留学生瑞琪从小学习汉
语，水平不低。她认为，文言文句子优
美，内涵丰富，是汉语的精髓。“用文
言文翻译器把现代歌词等通俗的话语翻
译成文言文，能唤醒人们对于文言文美
感的触觉，让更多的年轻人以更容易接
受的轻松方式走近文言文。”她说。同
样来自马来西亚的留学生廖蕙杏告诉记
者，她最喜欢的一句文言文是：“君子
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
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文言文翻译器不必当真

对于文言文翻译器的态度，网友和
专家褒贬不一。“90 后”网友小周对此很
是推崇。他说：“尽管文言文是汉语言精
华，但现代的人们不可能整天用文言文交
流。随着社会的信息化，采用翻译器的方
式来传播和继承文言文是挺好的事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李蓝则认为，文言文翻译器充其量只是
一个语言游戏工具，其翻译结果离真正
的古文翻译相差很远。比如，把《诗经·
周颂·般》中的“嶞山乔岳，允犹翕河”翻
译成了“嶞山泰山，允还合河”显然是不
对的。连《诗经》这样的常见古籍都对付
不下来，可见我们对于文言文翻译器不
能当真。

四川师范大学中文教师苗笑武说：
“在互联网时代，借助新鲜的技术手段吸
引网民关注和使用文言文无可厚非，但
要注意翻译的正确性，以免被误导。”她
建议，不妨本着从易到难，由浅入深的原
则，在日常生活的书面表达，如短信、微
信、微博中引入文言文的短语句，这样既
可以提升用语效率，也会为人们的日常
生活增加些许小情趣。

不论是真心喜爱，还是游戏娱乐，
文言文就在那里。不论通过何种形式，
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和使用作为中华
传统文化载体的文言文，对于继
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无疑
是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