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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
比赛总决赛 11 月 1 日晚在云南师范大学
顺利落幕。来自76个国家的390名师生参
加比赛，是历届赛事中参赛国家和人数
最多的一届。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
比赛首次采用洲别赛赛制，来自五大洲
的5个洲冠军代表队在总决赛暨闭幕式上
争夺总冠军。在经历了 4 轮激烈的角逐
后，最终德国队代表欧洲获得团体总冠
军。

欧洲“汉语课”成时尚

欧洲代表队的获胜，既让人看到了
德国队的中文水平，也从侧面反映了汉
语国际教育在欧洲的受重视程度。其
实，德国早些年就已形成了一股“汉语
热”。在德国国内，许多大学都开设了中
文专业，300多所中学有汉语选修课，德
中交流学习的项目也越来越多。

不仅在德国，欧洲许多国家近年来
都掀起了学汉语的热潮。据德国之声网
站消息，位于葡萄牙北部的“鞋都”圣
若昂-达马德拉，现在把中文作为小学生
的必修课，目的是让他们未来掌握向中
国出售高档皮鞋的语言“敲门砖”。 而
在西班牙，学习中文的热度也不断上
升，据统计，目前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省
就已经有超过 3000 名儿童将中文作为第
二 外 语

进行系统的学习。除此之外，法国 《世
界报》 用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介绍了法
国中小学生踊跃报名学习中文的情况。
文章介绍说，中文，这个全世界使用人
口最多的语言，在法国越来越吃香。至
今，法国有33500多名中学生以及4500名
小学生报名学习中文，这一数字与去年
相比增加了 10%，而与 10 年前相比较增
加了4倍。在英国、奥地利、比利时、匈
牙利……在欧洲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学
习汉语，学习中国文化。可以说，学中
文已经成为欧洲人的一种时尚。

经济诱因是根本

欧洲是文艺复兴的源头，长久以
来，欧洲人守着对灿烂历史的骄傲，对
于东方文化一直兴致不高。但是近些年
来，一方面中国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
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欧洲经济经历停
滞，显现活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中
文和中国文化因为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在
欧洲渐渐得到关注。北京语言大学汉语
言文学教师刘雪春老师谈到，文化层面
的学习与交流，肯定有经济层面诱因的
驱动。世界范围兴起的“汉语热”，归根
结底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综合国力
的日渐强大，经济、贸易、文化、科技
等 领 域 与 其
他 国 家

和地区合作日益扩大有直接联系。学汉
语、开设中文课程是一个大趋势。无论
是越来越多的自费去欧洲的中国游客、
去欧洲落户的中国企业，还是庞大的中
国市场的诱惑，都是让欧洲人越来越关
注中国、关注中国文化的根本原因。

“中文热”促中欧交流

“语言文字是交际交流的主要工具。
中文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必然推动中国
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推动中国与世
界各国的合作与交流。”刘雪春老师说
道。

欧洲一再升温的学中文风潮，对于
中国文化在欧洲的推广和传播有巨大作
用。据统计，欧洲是全球孔子学院最多
的大洲。在孔子学院，欧洲人和中国文
化进行着零距离的接触，各种丰富的文
化活动和语言教学
让 中 西 文 化 在
这 里 碰 撞 。
而 越 来 越
多的中小
学开设中
文课，也
让 欧 洲 各
国 少 年 儿
童 有

机会走近中国，为他们今后了解中国打
下基础。

当然，在经济方面，中文的推广也
能在中欧企业合作等方面带来方便。以
服务业为例，为了吸引中国顾客，许多
欧洲奢侈品商店都招聘有会说中文的导
购；为了服务中国游客，一些著名的
旅游景区也有会中文的导游。

“中文热”的确促进了中国和欧
洲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中国
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国经济实力
的提升引起了欧洲学中文的热情，
而“中文热”又进
一步促进了中
欧 之 间 经
济文化交
流 的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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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
士，字音与事字相同，字形又与数相关。那么，事与
数到底有哪些关系呢？

《说文》：“数，计也。”繁体数字 （數），从攴，婁
声。攴，像手持小锤或某种工具；“娄，空也。”会意
将某种物品，一件件、一颗颗、一枚枚地往空处放，
边放边计算总件数，叫作数，又叫数数，分别读作第
三声和第四声，前一个数为动词，又叫算或筭。

《说文》：“筭，长六寸。计历数者。从竹从弄。言
常弄乃不误也。”“算，数也。从竹从具，读若筭。”其
实，筭即筹，古代计算数目，所弄的算具，一是筹，
二是码，叫筹码。筹是用有年寿的老竹子作的，码是
用匀称的小石子替代的。筹码都不大，便于携带。

《逸周书》 曰：“士分民之祘。均分以祘之也。读
若筭。”“祘，明视以筭 （算） 之。从二示。”古代士者
也是一种职务，“士，事也。”“事，职也。”这种职业是专为
民众计算均分的。祘，从二示，有三重含义：一是明视，
公开透明；二是均分，公平、公正；三是计祘统一为十进
制（始于一、终于十）。“计，会也。算也。从言从十。”数
数时一五一十地筭，十个一为十，十个十为百，十个百为
千，十个千为万。在没有纸笔、文字时，只能结绳计十。
如金文中的数字写作： （十）、 （二十）、 （三十）、

（四十）……计十也是记事，“计”与“记”，“十”与“事”同
音，音同而义近。所以，计算时间的也叫世纪，“世”字金
文也像结绳记时，写作 ，纪为糸字旁，表示结绳。 字
三种结绳，分别代表年、月、日。世也是时。

认一认，比一比：
士、十、世、事，计十、记事，数、筭、算、筹。

德国队夺得“汉语桥”总冠军

学中文在欧洲成时尚
田 静 黄章悦

据说在中国历史上遥远
的汉代，多情的武帝为了逗
李夫人开心，命人用剪刀剪
出一幅画，由此剪纸开始发
展。在寒冷的冬季，结束了
收获季节的忙碌，妇女们呆
在家里，用剪刀剪出一幅幅
美丽的图案，贴在窗户上装饰房屋，因此剪纸又被称为窗花。在
花好月圆的新婚洞房里，“喜”字剪纸必不可少；在新春佳节，剪
个“福”字贴在门上，代表着美好的愿望和期盼。剪纸可谓是心
灵手巧的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可您瞧见过一群非洲的黑人朋友
手拿着剪刀学习中国剪纸的情景吗？别急，我来讲给您听。

在我所工作的孔子学院，为了给非洲学生创造更多了解中国
文化的机会，汉语教师志愿者在周日的“汉语角”给学生们上起
了剪纸课。介绍剪纸的由来、用途、工具等自不在话下，实际操
作也一步跟着一步。单说剪这“双喜”就挺有意思，别看平时不
少学生见了汉字总是愁眉苦脸的，学剪“双喜”时他们可用心
了。“对折”、“再对折”、“画线”、“用剪刀顺着线剪”……别小瞧
这么简单的几个步骤，要把它们解释给从来没接触过剪纸的学生
还真得费些口舌。再看那一个个学生：有领悟快的，迅速地画好

线；有认真做笔记的，把老师
画的图案记在本子上供回家练
习；有小心翼翼拿着剪刀不知

如何下手的；也有三两下就完工，一不小心剪掉了不该剪的部
分。有的成功地完成了第一个作品，又兴致勃勃地开始第二次创
作；也有的第一次剪纸失败，耐心地再试一次。剪纸课结束，当
学生们兴奋地举着一幅幅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双喜”字时，
作为老师，我心里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剪了“双喜”，漂亮的图案也不容错过，美丽的蝴蝶当然是首
选。我本来准备了两种蝴蝶图案供学生选择，谁知他们知难而
退，一个个都选了简单的那个。我启发鼓励加动员，好不容易有
几个学生愿意尝试那个难点儿的图案。和剪“喜”字比，剪蝴蝶
更不容易。果然，学生中有的把蝴蝶的触角剪没了，有的把蝴蝶
剪成了两半。一幅剪纸看似简单，制作起来可是个细致的手工活
儿，手稍一哆嗦，就可能前功尽弃。虽说难，但学生们乐此不
疲，最后终于开心地向我秀出剪得千奇百怪的蝴蝶。

一节剪纸课就这么愉快地度过了。虽是一节剪纸课，但我将
一些中国文化元素潜移默化地融入其中：中国人对红色的喜爱、
中国人婚礼的习俗，中国人对对称图形的偏爱，刻在剪纸上的不
同汉字的寓意，
等等。所以，这
小小的一节剪纸
课，说小也不小
哩！

（寄自卢旺
达）

（本文作者
系卢旺达大学孔
子学院汉语教师
志愿者）

趣说剪纸课
张 霞

趣说剪纸课趣说剪纸课
张 霞

图为孔子学
院学员在展示自
己的剪纸作品

奕骁的妈妈爸爸：你们好！
咱们也算是未曾谋面的朋友了，眼看

着奕骁随着年龄的增长，中文水平也在不
断提高，真的为他感到高兴，同时也为你
们在孩子学中文过程中的坚持付出而钦佩。

当年奕骁的第一次来稿，汉字和汉语
拼音一一对照，虽然文章不长，但在其中
抄录了一首唐诗《春晓》，而且他的汉字和
汉语拼音书写得很漂亮，再加上一张举着
自己的“作品”咧嘴笑着的可爱照片，给
我留下了较深印象 （该文刊发于 2010 年 9
月 20 日 《学中文》 版）。但我并没有感到
特别惊讶。因为根据大多数情况，海外华
裔子弟中，学中文人数呈倒金字塔型，即

小学低年龄段的孩子学中文

的人数较多，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数越来
越少。究其原因，一方面孩子所在的全日
制学校里的学习压力逐渐加大，中文学校
教授的内容在深度和难度上也有所提高；
另一方面孩子逐渐进入青春期，有了逆反
心理。另外，不少孩子学中文几年，仍没
有或极少有使用中文的机会，所学的中文
仅停留在中文学校的课堂上，这也极大地
影响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令他们感到沮
丧。这时，不少孩子中断了坚持数年的中
文学习，真的十分可惜，而许多家长也感
到无能为力。

奕骁能坚持学习中文，且每年都有进
步，当然主要原因是他自身的努力，但也
和你们多年如一日地引导和教育密不可
分。比如，坚持向孩子教授中文，

鼓励孩子用中
文记录自己的心声，假期送孩子回国，和
孩子一起过中国节日，更重要的是，并没
有停留在简单地吃吃喝喝上，而是和孩子
一起涉猎中国节日的文化内涵……这一切
良苦用心的安排，都在不知不觉中拉近了
奕骁和中国的距离，增加了他学习中文的
兴趣。有你们这么智慧而耐心的家长，真
是奕骁的幸运！

希望经常收到奕骁学中文的进步消息。
最后，祝奕骁学业进步，全面发展！

刘老师于北京

亲爱的刘老师：您好！
时间过得真快啊！还记得我们第一次

给您写信，向您推荐我们的儿子王奕骁的
中文习作的情景。他的第一篇作文是2009
年刊登在《学中文》版上的，那时他刚刚
7 岁。一晃 5 年过去了，今年儿子已经 12
岁了。当年那篇短文的发表，对他来讲是
一个很大的荣誉和鼓舞。他爱上了学中
文！作为家长，我们也就坚持教下去。这
次给您写信，向您推荐王奕骁的一篇最新
习作，您看看，这几年他有没有进步？

今年的中秋节，在我们全家人吃月
饼、赏月时，王奕骁给远在中国西安的
外公和外婆打电话，
祝福他们

中秋愉快。同时，他也给在多
伦多的奶奶打了电话，送上中秋的祝福。
我们还和儿子一起在网上查找中秋节的历
史；读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的故事；读我
国古代诗人赞美月亮的诗歌。王奕骁非常
开心。他说，中秋节是个很美丽节日，今
年的中秋节过得很有意义。随后，他写了
这篇日记，记录下自己过中秋节的心情。

（附上他的这篇习作，也希望 《学中文》
版的其他读者分享他的快乐心情。）

王奕骁今年上 7年级，是一个十足的
体育迷，一个充满活力的阳光少年。他在
学校乐队里吹笛子，如今又迷上了吹小
号。他代表学校参加维多利亚市教育局举
办的田径运动会，

是 100
米和接力赛的运动员。课余时间
他还练习冰球和足球。

学习中文让儿子亲近和喜爱上中华文
化，渴望了解更多的中国人文历史。他喜
欢中国书法、围棋、中国武术，当然还有中
华美食。今年暑期回西安度假，让他有机
会学习和使用中文，他感到很有成就感。

我们愿意尽己所能地为儿子继续学习
中文创造条件，让他向世界讲好我们的中
国故事。

祝工作愉快！
王奕骁妈妈爸爸：施宁 王志勇于加

拿大

2014年9月7日
今天是中国传统的节日中秋

节，妈妈给我讲了中秋节的历史。
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在每年农历八
月十五。

今天是月亮最圆、最亮的一
天。根据习俗，中国人在这一天
会 从 四 面 八 方 赶 回 家 与 家 人 团
聚，一起吃月饼，赏月，共祝家
人 幸 福 安 康 。 “ 中 秋 ” 在 《周
礼》 中就有记载，说明中国人过
中秋节已经有两千两百多年的历

史了。哇！太久了！据记载，中
秋 节 在 唐 朝 正 式 开 始 有 庆 祝 活
动 ， 到 宋 朝 有 了 更 多 的 庆 祝 活
动，到明、清朝时，中秋节已经
成为中国的主要节日之一。妈妈

还 给 我 讲 了 关 于 中 秋 节 的 传 说 ：
嫦娥奔月、吴刚折桂。现在，我
了解了中秋节的来历，觉得中秋
节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节日。

今天，我给在中国的外婆和外
公打了电话，祝他们中秋节愉快。
我也和在多伦多的奶奶通了电话，
祝奶奶节日愉快。

今年的中秋节我不仅吃了月
饼，也了解了不少关于中秋节的知
识。这个中秋节过得很有意思。

（寄自加拿大）

刘

老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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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日记
王奕骁（12岁）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日前，丹麦华人总会文
化会、丹麦华人总会中文学校组织了一场朗诵会，主

题是“中国梦 我的梦”。由于报名踊跃，原定的一场表
演增加为两场。
在主持人朗诵的散文诗“我的母亲祖国”中，朗诵会拉开序

幕。虽然我们远在海外，但朗诵题材丰富多彩，从古到今，上下
五千年；朗诵体裁多种多样，诗、词、故事，还有舞台剧，令人
耳目一新；表演形式不拘一格，有个人朗诵、集体朗诵，还有用
歌声、舞蹈来表达主题的。参加朗诵会的学生年龄跨度很大，既
有5岁的幼儿，也有二十几岁的大学生、研究生；参赛者中既有
中国孩子，也有丹麦孩子、越南孩子、柬埔寨孩子，还有不少中
外混血孩子。

朗诵会上有许多有趣的小插曲。刚满 6岁的齐放看到台下有
这么多人观看，被吓哭了。他担心自己朗诵得不好，得不到掌
声。直到下半场他才慢慢放松，在朗诵毛主席诗词 《卜算子·咏
梅》时，他吐字清晰，颇有气势，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是美丽的中国梦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俞露 柯本佑文 胡秀梅 王筱竹摄影

图为小班同学在表演诗朗诵

我的中国我的中国 我的梦我的梦

照片为外国汉语学习者在中
文比赛现场。

图为王奕骁和外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