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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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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又叫做事。事可以做，“人”也
可以做，叫做人。做人留待后面再说，先
说做事吧。

事，甲骨文写作“ ”，或 、 。
，“中”字，像旗帜立于正中。古代氏族

立旗帜，作为氏族的象征、图腾或标识。
甲骨卜辞曰“立中”，凡遇公众大事，众人
会聚于旗下共同商议、处理，叫公事公
办。公务，即指公众事务，又指主持公事
的人。主持公事的人称氏族首领、酋长

（今合称为首长）；凡公众大事都要作为氏
族“档案”记录下来。记录大事的人称为
史官；具体做事的人称为使 （使者、行
使、使用），后又统称为吏。所以，甲骨
文、金文、古文、篆体，事与史、使、吏
相通，音义相近、通用。《说文》：“史，记
事者。”“使，令也。”“吏，治人者。”治，
指治理、管理、服务，又可通称为做事。

事与氏同音。氏，甲骨文写作“ ”，
像人手持一物，以作标示、显示、表示。
金文写作 ，更像一山崖下垂一物。氏下
加一点作氐，表示在山崖底下。无论是人
提一物，还是崖底垂一物，都是一回事，
此物必定是一种标示物，或旗帜，上有图
案、符号，以此标示每个氏族的信仰、姓
氏等。《说文》：“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
示人也。从二 （上字）。三垂，日月星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人事与
天象密切相关。

“示”与“祀”同音，“祭祀”二字以
及与祭祀有关的字都为“示”字部，如：
祖、祠、祝、祈、祷、福等。

认一认，比一比：
氏、事、史、使、吏、治、示，标

示、显示、表示、展示、祭祀。

近日，美国纽约州立布法罗大学孔子学院在
爱姆伍德·富兰克林学校举办了第四届“体验中
国”夏令营活动。

布法罗孔子学院的教师和志愿者们精心设计
了与中国语言及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和活动。营
员们在学习期间不仅学习到问候、数字、颜色、
中国生肖等汉语语言知识，还学会了唱中国歌、
打乒乓球、跳绳等，并通过书法、剪纸、武术、
京剧脸谱制作等课程活动，体验到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魅力，而且每天中午都能吃到花样翻新的中
国饭菜。

在闭营仪式上，品尝着孩子们亲手做的饺
子，欣赏着他们演唱的中文歌曲，美国家长为自
己的孩子在这么短时间内学习到的才艺感到骄
傲。孩子和家长都希望能够有机会更多、更深地
了解中国。 （孔 萱）

“明年我还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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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话叫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非常喜欢这句
话，它不仅是我的座右铭，也是我的梦想。从小我就是一个热
爱旅行的人。小学放假的时候，父母和两个姐姐便会带我去韩
国大邱附近的各个城市或者乡村做短途旅行，我很享受和家人
在一起旅行的幸福感。但是上中学之后，旅行之于我，很多时
候却变成了逃避学习压力的借口。

在韩国的一次大考之后，我和父母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
北京这个让我魂牵梦绕多年的城市。无论是雄壮的万里长城，
还是金碧辉煌的紫禁城；无论是杨柳依依、回廊悠长的颐和园，
还是洒脱爽朗的北京话；还有那些遍布于北京大街小巷的美
食，都让我着迷。

我的中国梦没有停下脚步，在大学选择专业时，我毫不
犹豫地选择了中文系。学习汉语，不仅帮助我系统地认识中
国，了解中国文化，也使我在中国的旅行变得更加方便，选
择也更加多样。为了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我多次到北京学
习，每一次的北京之行都会带给我新的感受，让我对中国的
感情更深。我在韩国认识的中国老师和我接触到的中国朋友
来自中国的五湖四海，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发现，他们对自
己的国家和家乡充满着热爱和自信。正是因为这一点，让我
对中国的许多城市充满了向往，比如青岛、上海和成都。

在中国的城市里，我对成都印象深刻。我在中国弟弟以及家人的陪伴
下，在四川旅行了 15 天。麻辣的川菜让我回味，峨眉山、乐山大佛、温
泉、皑皑雪山……多姿多彩的风景让我惊叹。见识过那里的山山水水，以
及各种奇人异事，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博大精深。在欣赏大好河山的同
时，我也感悟到了一些人生的道理。

知识的积累来源于书本和生活，而旅行能让这些知识在积累的同时得到
升华。在中国的旅行缓解了我的压力，使我的精神得到彻底放松。一个又一
个新的地方，让我充满好奇，虽然会有困难，会觉得疲惫，但却充满了快乐。

现在，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我在这里学习和生活，认识
新朋友，体味新北京。我爱旅游，我爱在中国旅游。我要坚定地告诉大
家，我的理想是游遍中国！ （本文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韩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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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年里我带了一个组合班：有去年因有人升级、班里
剩的人太少而合并来的，有跳级的，有外校来的。年龄最小
的8岁，最大的16岁。这个班相对来说规模大， 学生中文水
平参差不齐，求知欲也大不相同。

面对这种现状，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让每个学生都
能学到知识。细心了解每一个学生学习的状况，是教师的本
职工作。除了推动求知欲强的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学到更多
的知识外，我还针对荷兰中学阶段课业负担较重的特点，对
班里的中学生采取一些特殊的方法。

对学习积极性高的同学，只要能每周完成一课作业，我就
予以表扬，并发小奖品进行鼓励。另外，我还给这部分同学补
充练习册外的作业，包括阅读、扩大词汇量等。表扬好学生是
对其他同学的一种激励，我相信，好学生是表扬出来的。

对不能每周完成一课作业的同学，我给他们打气鼓励，
给予帮助，为他们找出必须要做的重点作业。对作业完成得
好、学习成绩却上不来的学生，我则给予格外的注意和关
心，帮助其分析原因。从外校转来的学生，面对新的老师、
新的教学方式和新的要求，一时适应不了，我就帮助他们尽
快熟悉这些，缩短适应的时间。本学期第一单元进行测验
时，从外校转来的学生成绩不太好。我主动和他们交流：责任在老师，别
背思想包袱。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下次一定能争取好成绩。

对比较聪明淘气、学习不太认真的学生，我就不厌其烦地督促，并重点检
查他们对课堂内容的落实情况。对中学生，我有意识地多向他们传授课外知
识，让他们拓展知识面。我始终认为：应该让学生感受到老师在批改作业时
是认真的，这样他们才会努力完成好作业。所以，我除了认真批改学生的每
一次作业，还在班上讲评作业。针对作业所反映出的问题，我利用课余时间
有的放矢地与一些学生面对面地交谈，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中的难点。

因材施教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自班级组建以来，大多数学生学习
认真，第一单元测验成绩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全班的步调渐渐一致起
来。 （寄自荷兰）

（本文作者系荷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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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一只恶狼，它住在森林中的一个山洞里。
饿了的时候，它就会出洞抓小动物吃，所以森林里的
动物都害怕它。有一个猎人，每个星期都会带着猎狗
上山打猎，他想抓住狼。于是，森林里的动物召开会
议，商量出一个办法，帮助猎人抓住狼。

一天中午， 猎人带着猎狗又上山来了，而狼每天
都会在这时出洞。动物们依照之前商量好的计策都躲
好了。

小虫子故意在草地里晃来跳去，引得猎人开了一
枪。过去一看， 却什么都没有。猎人想，可能是风
吧。他在附近发现了鹿的脚印， 就朝那个方向走
去。 狼也感到奇怪，为什么今天连个动物的影子都没

有看到？难道他们都害怕得搬到别处去了？ 狼决定到
山后转转。躲在暗处的小动物们想，这下可糟了，狼
怎么改变路线了呢？ 想来想去，它们临时决定，派大
野猫去引开狼和猎人。大野猫跑得快，叫得响，它站
在松树下大喊起来。

猎人和狼同时听到了喊声，都向着松树冲去。这
时，猎人发现了狼，马上瞄准开枪。狼太饿了，以至
于眼里只有大野猫，根本没看到猎人。它还没反应过
来，就中枪了，身上一阵剧痛，眼前慢慢地全黑了。

大野猫拼命地往前跑了一阵，回头一看，只见猎
人背着狼下山了。大野猫想：我还活着真是幸运，而
且不仅除掉了狼，还支走了猎人。

从此以后，猎人再也没有来过山上，森林里再也
没有救命的喊声，小动物们在这里快乐地生活着。

（寄自德国）

与狼周旋的与狼周旋的
小动物小动物

董昱良董昱良（（1414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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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在南京开幕的第二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处处体现着浓郁的中国风格：各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入场时
所举引导牌上的中文，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院长管
峻的书法作品；开幕式上的中国武术表演，表演者手持毛笔，
表现出用中国书法书写汉字的雄浑神韵，令中外人士赞叹不
已。掌声过后，一个老话题又在汉语教育界引发热议：在当
今互联网时代，书法离我们有多远？我们是否还需要练习
书法？

书法是了解中华文化的通道

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流传下来的历
代书法名作数目繁多，代表着各个时期所达到的艺术高度。
在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名家书法作品也屡创天价。

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生众多，在这里设立有中国高校唯一
的一个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钟情和喜爱中国书法的留学生
聚集其中。该研究所所长朱天曙教授介绍说，中国的许多艺
术形式都是从书法延伸出来的，如中国画、篆刻、碑帖等。所
以，书法为留学生们提供了全面接触中国文化的钥匙。

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符号，受到众多外国人的青
睐，有人甚至直接将二者画上等号。美国汉字书法教育学
会主席屠新时主持的丹佛孔子课堂在海外推广中国书法十

余年，他说，美国学生手握毛笔的那一刻，即开启了与中
华文化沟通的通道。他的学生、科罗拉多大学生物专业的
约罕娜在论文中写道：“学习中国书法的历史，使我领略了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书写汉字，我由困惑变成一种愉
悦、一种艺术欣赏，增加了学习中文的兴趣，为我开启了
一道艺术之门。”

书法教育应该及时跟进

在互联网进入人们生活之前的很长历史时期，中国人把
写得一手漂亮字作为判断一个人文化水平的标准。带齐砚
台、毛笔、墨去学校上书法课（那时叫大字课）是许多“50
后”、“60后”和部分“70后”的童年美好回忆，从描红模子开
始，到临写字帖，他们或多或少地实践和了解了中国书法。

随着键盘和鼠标替代纸笔，大多数“80 后”、“90 后”
已经不习惯提笔写字了，不少人写出的字歪歪咧咧，没款
没型。常见到挺秀气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写出的字却“惨
不忍睹”，这是书法教育缺失的结果。

值得借鉴的是，日本中小学均开设书法课，小学三年
级开始学书法，到初中毕业，6 年时间足以打下坚实的书
法基础知识和技法。竞聘小学教师，书法是必考的科目。
除了学校的书法基础教育，日本遍布各地的书法教室也给
书法爱好者提供了学习的机会。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对外汉语教学中心主任李禄兴指
出，科技进步与传统文化的继承之间没有矛盾，任何时代
都需要欣赏和传承美的事物。学习书法对于审美观、艺术
观的形成，对于传承中华文明都具有重要意义。

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陈聿东则从另一个角度论述
了普及书法教育的重要，他说，书法是“半气功”，写字时要排
除杂念，让心沉静下来。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工作压力不断
加大的今天，练习书法，不仅可以提高文化修养，还能达到放
松身心的效果。

厦门大学新文学系的小柯是一名“90后”书法爱好者，他
说，书法给我带来的

最大影响是培养一种认真的态度，
用心做事的状态。比如，我之前做
事比较草率，耐不住性子。练习书
法两三年后，不知不觉间，我的性子
变得沉稳了许多。书法是治疗浮
躁、毛糙的“特效药”。

花钱学习书法值得

2013年 2月，教育部出台《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
一些学校及时跟进，陆续开设了书法课。但山东淄博的中学
教师孙刚则坦陈书法课的尴尬：利用零星时间授课、没有专
业教师、没有相对应的教材等。

学校的书法课开得不温不火，社会上的民办书法班却
生意兴隆。崔兆颉是北京市中关村三小的一名 3 年级学
生，从上学起，妈妈就送他去上书法课。兆颉活泼好动，
但在书法课上却能安静下来，字也写得越来越好。春节时
为家里写的春联得到了亲朋的夸奖，他的学习劲头更大
了。尽管两小时 150元的学费价格不菲，但他妈妈说，孩
子在书法班上不仅练字，在悬腕书写的过程中，也磨练了
性格。花钱让孩子学书法挺值得。

南开大学文学院东方艺术系教授、书画艺术与美学博
士生导师尹沧海说，书法作为一项艺术实践，可以很好地
培养少年儿童的精神气质，促进文化修养的提升，帮助他
们更好地了解、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呼吁有关部门
尽快编写一部完善的中小学书法统编教材在全国中小学校
推广，这是学生、老师及家长的共同期待。

近代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曾这样评价书法：“世人公认
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显示惊人的奇迹——无色而
具图画的绚烂，无声而具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书
法不应局限于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间，它可以以多种方式走
近普通人的生活，给人以文化熏陶和享受，给人以凝神放松的
时间，给成长中的青少年注入精神养分。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

文化传承才是真正成功的有效之举。

中国书法不应被束之高阁
来源：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