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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前的第一个孔子学院
开放日，我见到了来自塔吉克斯坦
的留学生米娜。米娜中等身材，褐
色皮肤，凹凸有致的五官，留着齐
肩卷发。在来华留学生圈子里，米
娜小有名气，她头顶着“2012年在
华留学生汉语大赛总决赛冠军”、

“汉语之星”的桂冠。
说起和中国的最初接触，米

娜打开了话匣子。“我 17 岁高中
毕业后，跟着当时在西安教书的
姑妈来中国旅行。中国美丽的风
光、友善的人民深深吸引住了
我。”接受姑姑的建议，她开始在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习汉语。通过
学习汉语，米娜发现，自己非常
喜欢中国文化。在不到 3 年的时
间里，她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北
京、长沙、广州、厦门、乌鲁木
齐、三亚……都留下了她的足

迹。2011年，米娜终于申请到留
学生奖学金，成为福建师范大学
的一名进修生。

“汉语桥”比赛获奖虽然已经
过去了两年，但米娜回忆起来仍
然充满激情。“2012 年，我报名
参加了孔子学院总部主办的‘汉
语桥’在华留学生汉语大赛，我
的对手是来自 100 个国家的优秀
选手。没想到，我最终得了冠
军。特别让我难忘的是，中国的
副总理刘延东女士亲自给我颁发
了冠军奖杯和证书。那一刻，我
真的非常非常激动！”比赛获奖
后，米娜获得孔子学院奖学金，
进入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我问：“听说你曾经给中国代
表团当翻译，是吗？”米娜笑着说：

“是呀。不久前，中国的习近平主
席访问我的国家，两国元首出席并

见证了孔子学院签约仪式。当时
正是暑假，我放假在家，国家汉办
的许主任说，你的汉语说得那么
好，来给我当翻译吧。我高兴极
了，为能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两
国交流出一份力而骄傲。我记
得，我们国家的一位副总理，也
是一位女士，在与中国代表团会
见时说，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
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了塔吉克斯
坦。现在我们两国是好邻居、好
朋友，经贸往来十分频繁，中国
人为塔吉克斯坦的发展提供了不
少帮助。有很多塔吉克斯坦的青
年人想学习中文，想了解中国。
希望多建孔子学院，多派些汉语
老师来。”

米娜从心里感到幸运。她
说：“在塔吉克斯坦，我的周围有
不少同龄人特别羡慕我，有这么

好的机会通过孔子学院学习汉
语，还能拿到孔子学院奖学金到
中国来读书。”

我问起她对自己未来职业的
规划，米娜说：“学习汉语为我的
人生打开了一扇大门。我希望，
将来等我毕业了，不管在哪里工
作，都还能与中国联系在一起，
成为一名汉语老师，写一本关于
中国的小说……”

她给中国代表团当翻译
本报记者 刘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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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年开始，给海外中文教师提个建
议：鼓励每个学生自制一本小字典。不仅可
以帮助学习，还能有效提高学生学习中文的
兴趣。

我们知道，汉字的音形一般是不相配
的，这对初学者的认记具有较大挑战性。因
而，对于海外汉语教师来说，帮助学生尽快
认记汉字也同样具有挑战性。经过多年的教
学实践，我发现，让学生自己动手制做小字
典是个简单易行的有效学习方法。因为小字
典的制作过程就是一个学习过程，而且小字
典可随身携带，方便学生经常复习。久而久
之，养成习惯，学生的认字能力增强，学中
文的兴趣自然会提高。

近几年来，每到开学时，我都会要求学
生自己动手制做小字典，把它作为平时成绩
之一，并定期检查、评估。做小字典的要
求，根据学生的中文程度和年龄段，大致分
初级组和高级组。

小字典薄厚不限、形式不限，原则是要
便于携带、查阅、增补，总之，要让学生感
到方便有用，使之成为他们的“随身小老
师”。字数以每天记录 3 至 5 个常用汉字为
宜，具体可以按学生的中文程度来调整。对
于程度较高的学生，可适当提高要求。这样
一年坚持积累下来，学生可以轻松认记 1000
个以上的汉字。

小字典的内容可采用课堂上学的和日常
生活中遇到的汉字相结合的方法。即把课文
和练习中出现的生字标上拼音，加上相应的
英文解释，甚至加上词组、例词或例句。日
常生活中的生字取材较广泛，电视节目字幕
中出现的常用汉字、中餐馆菜单上的生字
等，都可以添加到小字典里。在这个过程
中，鼓励家长给予帮助。

开始时小字典的编排可采用“流水账”
方式，按学习顺序排列，即先学的先记录。
也可以鼓励学生按照正规字典的编排顺序，即英文字母的顺序排列，
以便于查阅。

除了采用上述做法外，还可建议学生编个分类小字典，例如，按
成语、歇后语、同义词、反义词、字谜、名联、警句、民谣、谚语，
甚至名人语录、诗词名句、历史名人及事迹、旅游胜迹等内容编辑。
总之，制作小字典可选择的内容广泛，学生对哪部分感兴趣，就可以
挑选那部分进行制作。高年级学生也可结合期末专题报告选编小字
典，因为根据本地校方要求，高年级学生每年都须作一份有关中国文
化或文学题材的专题报告。小字典与自己选择的专题报告内容结合，
效果更好。

对于小字典的制作情况一般每两周检查一次。初级组也可邀请家
长参与，由家长先查看，后签名，再由教师评分。

通过几年实践，我观察到，借助自己制作的小字典，学生认字能
力得以增强，有了自信心，学中文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其实，即使是
对高年级学生来说，编本像样的小字典也并不容易，在编的过程中要
动脑筋，也要克服困难，但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完成后很有成就感。
让学生自己动手制作小字典简单易行，如果教师调动得法，并结合其
他方法，必定会有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海外中文老师们不妨一试。

（寄自加拿大）
（本文作者系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区教育局汉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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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我的中国故事
新学期伊始，同济大学开展多彩活动，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40余名孔

子学院奖学金新生。
以“我的梦想与中国”为主题的留学生优秀作文比赛，吸引了来自波

兰、博茨瓦纳、俄罗斯、厄瓜多尔等国的十几名往届孔子学院奖学金留学
生参加；故事会上，留学生纷纷登台，讲述自己的中国故事。 （刘丹东）

在今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入学的
留学生新生中，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姐
妹十分抢眼。她们是姐姐玛丽安和妹
妹索菲亚，来自美丽的塞浦路斯。姐
妹俩即将在这里开始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业的本科学习。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家庭的支持
必不可少。姐姐介绍说，父亲是希腊
人，作为一位律师，他经常为中国移
民提供帮助，也由此对于中国有了了
解。他鼓励女儿们来中国求学。母亲
来自塞浦路斯，现在担任一支古巴乐
队的经理。妹妹说，母亲总是支持她

们的选择。
对比去过的其他国家，姐妹俩更

喜欢中国，尤其喜爱中国的古代建
筑。她们通过中国的电视节目，对中
国的文化和风情有了初步的了解。当
下热播的《爸爸去哪儿》、《咱们结婚
吧》是她们最爱看的电视节目。看书
也是她们了解中国的一个途径。在阅
读了一位中国朋友赠送的《最美的时
光》这本书后，她们有了想要更深入
了解中国的愿望。

谈到教育，姐妹俩说了很多中国
与希腊的不同：中国学生对老师大多

是敬畏的，而在希腊，学生与老师更
像是朋友；中国小学生、中学生学习
压力较大，到了大学学习压力相对减
小，而在希腊则恰恰相反，希腊的小
学、中学学习很轻松，大学生的学习
压力很大。当然，两国也有很多相同
点，比如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都很
尊重外来文化。

姐妹俩对于学校的环境和住宿条
件很满意，老师和中国同学的关心也
让她们感到温暖。她们期待着寒暑假
回家，也希望父亲能来中国出差，顺
便看望她们。

谈到北京这座城市，妹妹索菲亚
说：“如果没有污染，那么北京就是天
堂。”不过她也通过新闻广播了解到，
现在政府部门正在大力治理污染。虽
然这座城市并不完美，但姐妹俩依然
很喜欢北京，她们已经决定，毕业后若
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就留在这里。同
时，她们计划着要好好利用在北京学
习的4年时间，游览名胜古迹，和中国
人交朋友，近距离地感知中国，学习和
了解中国丰富悠久的文化。

留学中国的
塞浦路斯姐妹花

黄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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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妹妹和我回到家乡上
海看望外婆、外公、奶奶和其他亲
戚。借这次回到中国的机会，爸爸把
我们带到北京游玩。我们游览了雄伟
的天安门广场、美丽的景山公园，还
有著名的王府井大街等名胜古迹。虽
然这些地方很美丽壮观，但是我最喜
欢雄伟的八达岭长城。

虽然我以前在照片上已经感受到
长城的雄伟，但是站在长城上的那瞬
间，我仍然被它的气势所震撼。不论

是高度，还是长度，
它都远远超过了我所
见过的任何一个建筑
物。长城像一条巨大
的石头龙，跨越山顶，

穿过沙漠，蜿蜒向远方，看不到边际。
长城不仅是一个奇迹，而且它还体现
了中国人民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正因
为它的伟大和独一无二，所以每天都
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海内外游客。

即将离开的时候，我依依不舍地
回头深深地再看长城一眼。我不仅要
把我看到的、拍到的记在心里，而且要
把它带回美国，分享给我的老师和小
朋友。他们一定会和我一样感到震
撼，也会为我感到骄傲！（寄自美国）

爸爸带我游长城
陈 漾（13岁）

器
﹄

﹃
神

近日，“鲁迅文学奖”诗人周啸
天在成都市文联举办以“传统诗词
艺术”为主题的讲座，结合自己的
创作经验侃侃而谈。周啸天说，他
十分重视口语和白描手法在诗歌创
作中的作用。他坦言，本次讲座也
是他为自己诗作的一次正名。诗歌
口语化一直受到争议，甚至不少人
直接称其为口水化。但随着新世纪
多元化社会的发展，口语入诗也渐
成潮流，而且口语化的诗歌是更加
简单易懂，更符合大部分读者的口
味。那么，口语化是否有利于中文
诗歌的普及呢？

诗歌不应口水化

诗，是最古老也是最具有文学
特质的文学样式，向来以文辞优
美、意境高雅著称。诗对于节奏、
韵律、结构以及情感都有很高的要
求。但是近年来“梨花体”、“废话
体”的出现，让很多人诟病，甚至
称其为“口水诗”。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苗笑武老
师认为，诗歌本身是一种带给人美
感的事物，其审美艺术性是必然要
素之一，它是现实生活的提炼，必
然要高于生活，这样才能引起共
鸣，带来审美感受。从这点来说，

“口水化”的诗歌仅仅停留在“源于
生活”的层面，并未达到“高于生

活”的高度。真正的诗，应该有别
于打油诗或顺口溜。

那么，诗歌和口语就是矛盾的
吗？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
授冉启斌就认为，“口语”并非不能
入诗，也和“诗歌”并不矛盾。他
指出，《诗经》中的诗，大多也都是
当时的口语；此后历朝都有以“口
语”入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
研究所副研究员唐正大也认为，诗
歌是创作的成果，是灵魂、情感、
灵光一现的智慧的显现，所以，在
语言形式这一载体的选择上，自然
有高度的自由性才对。

但是，即使是语言形式自由，
也应保持诗歌的韵味和美，口语应该
是起到画龙点睛、增加地气和灵气的
作用，而不是让其落入“恶俗”、“废
话”之流。冉启斌就认为，网上流传
的所谓“梨花体”、“废话体”，大多只
是“口水话”的随意拼凑，毫无诗意、
诗味，无法让人产生审美的体验。

所以，口语可以入诗，但不应
该成“口水诗”。诗歌是艺术，失去
了诗意和诗味的诗歌就不能被称之
为艺术。像打油诗这种“诗”只能
说是为娱乐大众，博人一笑罢了，
并不具有审美和欣赏的价值 （见文
后的打油诗）。

诗歌需要时代感

时代在变化，诗歌当然也
需要创新。在每一个历史阶
段，诗歌都随时代而改变，可以
说，时代感是诗歌不可少的特
质，而口语化的诗是随着多元

化社会的发展
而 生 的 。 其
实 ，传 统 古 代
诗歌同样是具
有 时 代 特 色
的 ，早 到 白 居
易深入民间读
诗给老奶奶听

让其修改，近到五四运动以来徐志
摩、戴望舒、卞之琳等诗人使用白话
口语写诗，都是融入当时时代背景和
感情的。而在网络时代，诗歌已经不
是才子的专利，而是大众的文学。在
经济全球化发展、各国文化交融、中
文走向国际化的背景下，现代中文诗
歌应该适应中文文化传播的需求。

“鲁奖”诗人周啸天的诗歌就具
有很强的时代感，如写印尼海啸

“港台慷慨尽解囊，大陆富豪莫羞
涩！”，写萨达姆被俘“伊昔中东战
两伊，伊人胆丧毒瓦斯；一朝兵败
科威特，迤逦百井烈焰飞。”等等。
授奖词就称 《将进茶——周啸天诗
词选》：“周啸天以旧体诗词‘作浮
世之新绘’，衔接古典传统又着眼于
当代生活，渗透着人文关怀与批判
精神。他的诗词取材丰富，风格多
样，或豪情勃发，浩气横生，或幽
郁发挥，趣味逸出，在选材、命
意、境界等方面对旧体诗词表现当
代经验做出了具有难度的探索。”

老外看待中文诗

随着中国的发展，国际上早已
掀起了“学中文热”，但是，中文诗
歌对于老外来说仍然是陌生难懂
的。究其原因，晦涩深奥的古文是
个大难点，文化意象、平仄押韵、
韵律节奏等也是外国人很难把握
的。但是，现代诗的口语化让中文
诗歌更加好懂、好读。简单平实，
贴近生活的语言让外国人也比较容
易理解。有不少例子说明外国人学
习古诗的难度，没有文化背景和语
言水平，他们实在难体会到中文诗
歌的韵味和美。比如，他们会生硬
的将“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理
解成“现在我的窗帘被西风吹起，
我变得比金色的花还瘦了”这样文
字表面的意思。

对外经贸大学丹尼尔老师对我
说他对学习中国时下的流行语很有

兴趣，如“土豪”、
“高富帅”、“双规”
等，他觉得既帮助
他学习中文，而且
十分有趣。他说古
诗当然很优美，但现代诗对他们外
国人来说既体现了中文诗歌的韵
味，又具有时代特色，好读好懂。
相比较“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
乡”这样古典但深奥的诗句，他更
愿意学习现代中文诗。

所以，口语化的诗歌是有利于
中文诗的推广和普及的。在当前

“外国人纷纷学中文”的潮流之下，
结合了时代特色和诗歌本身的艺术
性的“口语诗”，既易于翻译成外语
而不致丧失本意，让更多的外国人
读到，还能帮助外国人体会中文诗
歌之美，更好地学习中文。

链接

这是一首时下网络很流行的模
仿苏轼词的打油诗

口语化

有利于中文诗普及吗？
田 静

水调歌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