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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僻字打不出来 姓氏字库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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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一天，我脱离了父母的照顾，也
终于脱离了父母的监护，独自来到了一片陌
生的土地——美国。记得当时我是带着激
情和欢笑走进隔离我和父母的屏障——海
关的，当他们用依依不舍的眼光追着我时，
我心里似乎有一点不想离开的感觉。

到了美国，在纽约人山人海的飞机场，
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汽车行驶了两个小
时后，终于到达了我即将就读的国际学校。
新的环境远远偏离了我的期望。之前准备
着去美国享受一年的美好想法变成了天天
紧张的学习，妈妈最拿手的红烧肉也变成了
不健康的汉堡包。压力从四面八方挤来，我
简直无法躲避这场噩梦。照镜子时，被眼泪
润湿的面颊常常让我念叨：“还是家最好！”

日子慢慢地过着，我也慢慢地从孤
独、忧郁、悲观的角度往积极的方向转

变。我开始有了许多好朋友，由于语言的
原因，我最好的朋友来自西班牙和中国。
同样由于语言的原因，我获得了美国一所
大学4年共32000美元的奖学金。汉语、西
班牙语、英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3种
语言，虽然之前我就知道掌握这3种语言的
重要性，不过在我接到大学来信的那一
刻，我才真正感受到身为一个在美国留
学、在西班牙长大的中国人的骄傲和幸运。

趁着那高兴的几天，我也在美国继续
跳街舞的习惯，还学会了几招新动作。知
道，在大部分华人家长眼里，任何街舞、
说唱、在墙上的涂鸦等嘻哈文化都是跟学
习相矛盾的，但我想证明我这个跳街舞的
少年同样会对学业负责。

一年在美国的学习生活结束了，在回
西班牙的旅途中，我揣摩着人生的奥秘：
那些一度以为是噩梦的事，却反而激励了
自己。这次到美国学习一年的经历就是一
个例子，而我学习中文的经历也是这样的
例子。开始时我曾经哭着求妈妈不要送我
去中文学校，现在，恰恰是中文这个特长
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发展机会。

（寄自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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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在历史上就有汉学研究传统，很
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对于人类的古
老文化抱有兴趣。读了 3篇德国人学中文
的习作，很是感动，也有些感慨。可见这
种传统延续至今。

作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平台，孔子
学院为众多普通欧洲民众学习汉语、了解
中国提供了极大便利。虽然这些汉语学习
者走进孔子学院的具体目的各不相同，但
相同点是都希望了解中国，且都从学中文
入手。这种发自内心的学习愿望没有考
试、求职等功利目的，所以学起来自然有
劲头。

从小我们就被告知要“胸怀祖国，放眼
世界”。一般说来，中国人对于世界其他国
家的了解要比外国人对于中国的了解多
些。伴随着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融入
世界的步伐越迈越大，中国的历史、文化、

经济奇迹越来越吸引外国
人的注意。相伴而来的，
是不断升温的全球“汉语
热”，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在
学习汉语的同时，了解中
华文化，了解中国。

许多人在上学时都有这样的经历，因
为喜欢某个老师，而爱屋及乌地喜欢学习
这个老师教的课程。每一个外国汉语学习
者所面对的是一个具体的老师，这个老师
的教学水平、知识积淀、文化素养，甚至
生活方式都在向外国人展示着中国和中国
人，因为这个老师可能是外国普通汉语学
习者近距离接触到的第一个中国人。一个
好的汉语教师周围常常有一个相对稳定的
学生群体。这 3个德国人的汉语教师赖老
师我认识，她教学经验丰富，性格亲和，有
一定的生活阅历，几年教下来，和班里的学
生成了朋友。可惜的是，因为在孔院任职
期满，到了国内退休年龄而离任。她的离
任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她的学生们。如果
能创新海外教师的选聘任用机制，让有能
力、有经验的老师“超期”工作，则对于学生
是莫大的幸事，对于汉语国际推广事业也
大有裨益。

另一方面，也希望更多的中国
人学习这 3 个德国人的
精神，为了丰富自己的
精神世界，活到老，学
到老。

由于职业关系，我作为古典音乐钢琴
家去过世界上的许多国家。2009 年以来，
我有机会去北京执教钢琴大师班，这是为
培训年轻人而组织的课程。在北京的逗留
促使我要学会汉语。于是我决定报名参加
莱比锡孔子学院的汉语班。在孔子学院

里，我感觉到了一种温暖友好的气氛，就
像我在北京做客座演出时所感受到的一
样。人们对那里的教育水准评价很高，对
想学知识的人非常尊重。在莱比锡学习汉
语的尝试，对我来说正是时候。

我在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尔托尔迪
音乐戏剧大学担任钢琴教师，学员来
自世界各国，其中当然也有中国人。
如果在德国中部，有一位教师突然用
中国学生的母语和他们打招呼，毫无
疑问，一定会让中国学生觉得非常惊
讶。即使我的汉语说得不很完美，但
学生们仍会感到亲切。这使得我们相
互间的交流更加深入，更加个性化。
在学习汉语方面，我的学生也给我提
供了帮助。

我感谢莱比锡孔子学院的学习团
队，尤其要感谢我的汉语老师为我们
这些人以及为我带来了这么重要和精
彩的人生经历！ （寄自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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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莱比锡孔子学院创办伊始，即为50岁以上的汉语学习者单独办了个班，该班年龄最大的学员

已经76岁，但他们个个精力旺盛，学习热情高涨。在学员们的建议下，这个班取名为“永葆青春班”。

下面选取了这个班3名学员的短文，从中可以看出汉语和中国文化在德国越来越受到外国朋友的关注和

喜爱。 ——编者

我们家在易北河畔的萨克森州的首府德累斯顿住过
许多年。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文化。萨克森著
名的选帝侯 （古代德国诸侯） 奥古斯特一世，在这座城
市边上的易北河畔的小城皮尔尼茨，按照中国的建筑风
格建造了一座欧洲最大的宫殿。周日，我们一家人经常
去环抱宫殿的一座漂亮公园散步，那是宫殿的附属建
筑，现在已经对公众开放了。

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对这个神奇宫殿的建筑和
宫殿中华丽的中国瓷器惊叹不已了。

后来，我又有机会和丈夫一起多次访问中国。毋庸
置疑，我们看到了北京近郊的万里长城，赞赏过国家大
剧院的现代化建筑；乘坐好几天轮船畅游长江，赞叹西
安的兵马俑，享受上海老城的剪影和氛围；武汉和上海
珍贵的5000年文化收藏陈列馆，更给我们留下了尤为深
刻的印象。

然而，对中国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则是中国人。我经常
回想起中国学生在学习中的勤奋和对我们德国文化的兴趣。

顺理成章，我开始了对这个国家语言的学习。我抓
住了莱比锡孔子学院提供的在汉语班学习的机会，真正
迈出了学习汉语的的第一步。在这个为“永葆青春人”
开设的汉语班里，赖老师教了好几个学期，她让我们熟
悉和了解了这门非常难的语言和中国文化。——不是没

有成绩的哦！我们成功地通过
了汉语水平考试二级，我们
和赖老师一起度过了非常
快乐的时光。

在学习汉语语音的
过程中，我感到最难的
是四种不同的声调。这
只能通过不断地练习，
听录音，边听边模仿发
音和查找词典上注明的发
音规则来掌握。再有，必
须逐渐习惯从拼音到汉字的
转化。书写汉字 （书法） 对我
来 说 很 轻 松 。 在 开 始 学 习 汉 语
时，我觉得比较容易学的是汉语语法，主要是通过单词
卡片和词语插图来学习。

赖老师向我们介绍了很多中国人的生活、文化、传统
和饮食情况。我们一起做中餐、学唱中国歌。她的教学充
满激情，把我们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了起来，尤其是鼓励我们
积极参加了汉语水平考试。

最后提一点小小的希望，希望我们使用的教材能用
德语注释。 （寄自德国）

走
上
学
汉
语
之
路

克
丽
丝
塔
·
劳
申
巴
赫
（C

h ris t a
R

a u sc h enb ac h

）

当 我 还 是 一 个 小 孩 子 的 时
候，有人跟我说，中国人皮肤
都是黄色的，细长的眼睛，女
人都裹着小脚，男人都扎着
一根又粗又长的辫子，留着
细长的胡子。后来，当我
能够阅读的时候，读到了
丹麦作家安徒生写的发生
在中国皇宫里的童话故事

“夜莺”，我还读了亚历克
斯·魏丁写的小说 《铁牛》。

1950 年至 1951 年间，亚历克
斯·魏丁在中国生活了一年，他

在书中描述了一个名叫“铁牛”的
中国青年在这期间的经历。

后来我在学校得知，中国早就没有皇帝了，中国的男
人也不再留长辫子了。我还知道，中国有许多不同的民
族。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北京的图像是，人们穿着毛式制
服，带着毛式帽子，街上行驶着很多的自行车。对中国的
这种印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而现在，我读到或者看
到的关于中国的报道是：宽广的马路、川流不息的小轿
车、穿着鲜艳服装的人、高楼大厦、现代化的科技。

2010年，我报名参加了“永葆青春”汉语班。本来我
只打算学习半年，但后来居然坚持了将近3年，直至教我们
的赖老师退休离任回国。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这些“永葆

青春”的学员还真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们不仅学了汉语，
而且还一起学做中餐、包饺子、学唱中国歌曲、参观展
览，共同欢庆中国的节日。

我们每周二上午上两节课。对我来说，学习汉语最难
的是掌握不同的声调，在课堂上，赖老师一次又一次耐心
地给我们纠正发音。我每天在家至少读一个小时的汉语，
练习写汉字。但由于工作关系，我有时候不能坚持。互联
网在我学中文的过程中帮了不少忙。我在网上找到一些汉
语课文的补充材料，用来自学，其中有些是针对儿童的汉
语课文。当我想知道一个还没有学过的词语如何发音或一
个汉字怎么书写时，就上网去查。写汉字虽然很难，但却
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因为写汉字和我作为绘画艺术家
的日常工作很接近。赖老师讲述了汉字的结构、偏旁、笔
顺和偏旁、笔画的名称，我非常感兴趣。

2012年 12月 2日，我们参加了汉语水平一级考试，考
前我们做了充分准备，所以全部通过了考试。第二年，我
又通过了汉语水平二级考试。现在，我仍然在家坚持自学
汉语。

在莱比锡孔子学院学习的3年里，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
了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中国已经完全不
是我童年时代所想象的那么遥远，那么陌生，我对她始终
充满着兴趣。我学习汉语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掌握它，
从而能独立了解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有朝一
日，可以去中国旅游，亲眼目睹这个飞速发展的国家，新
的和老的东西都要看一看！ （寄自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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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学生感到亲切
比吉特·波尔特（Birgit Polter）

图 为 比 吉 特图 为 比 吉 特··波 尔 特波 尔 特
（（右右）） 和学生在莱比锡市中和学生在莱比锡市中
心广场的露天音乐会表演四心广场的露天音乐会表演四
手联弹手联弹。。

尬尴
在计算机越来越普及的今天，汉字在生活中的使用

悄然进入了“E 时代”——人们在更多地阅读电子文
件，书写汉字的习惯也逐渐从笔尖转到了指尖。然而受
字库、编码等原因的限制，目前现有输入法存在很多无
法输入的“缺字”，给不少人造成了困扰。诸如“电脑打
不出生僻字，村民无奈改姓”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

字库缺字问题影响中文输入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先贤造字，蕴含着丰富的文化
信息。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流传至今的汉字大约有 9
万个左右 （最新《中华字海》收字85568个），其中常用
的约有 7000 字 （2013 年颁布的 《通用汉字规范表》 是
8105 个）。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打不出来的字就在这
7000 多字之中，只不过稍微生僻了些便“人识而机不
识”。中文输入法急需“补仓”，进一步提高“识字”能
力。今年 6月，搜狗输入法通过“一字千金”活动向网
友广泛搜集现下中文输入法的缺字。日前，搜狗发布

《中文输入缺字报告》，宣布已寻回汉字4万多个。
从汉字输入法的发展历程来看，是向着更加简单易

学且便捷高效的方向转变的。从1981年国家标准局发布
《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GB2312-80 以来，
30 多年间，汉字输入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难到易，从简
单到智能的演变过程。第一阶段，以五笔输入法为代表，
需要记背特定的字根符号和拆字规则，在熟悉掌握之前需
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练习；第二阶段，以智能ABC为代
表，只要掌握汉语拼音就能完成汉字输入，大大降低了中
文输入的使用门槛；第三阶段，以搜狗输入法为代表，可以
联想式输入字词句，各种智能设置和搜索引擎技术的加
入，让汉字输入变得快捷又高效。可以说，中文输入法的
演变始终围绕实用性和普及性进行，因此许多生僻字的缺

失并不是输入法改进的关注重点。
汉字输入法中存在的缺字问题着实给很多人造成了

困扰。长期使用五笔输入法的黄先生说，自己遇到过的印
象最深刻的缺字是“镕”字，因为前国家总理朱镕基先生的
名字中就有这个字，以前在使用五笔输入法的时候总是没
法打出这个字，这让他每次遇到要写朱总理名字的时候都
犯难。北京语言大学的郭之恩老师回忆说，自己的一位高
中同学因为名字中的“祎”字没法在电脑中打出来，高考的
时候只能用“□”代替其名字的信息。俗话说“行不更名，
坐不改姓”，可是很多人却因为电脑打不出自己的姓氏而
被迫改姓。山东省菏泽市高庄村的两百多名“ （shǎn）”
姓村民便因为曾经的姓氏在电脑上打不出来，导致买火车
票、办银行卡等诸多生活中的事情都办不了而只好改姓为

“冼”（xiǎn）。
输入法缺字的现象可说是中文独有，拼音文字因为

字母有限，不论拼法如何改变，最终总能将字母组合起
来成为所需单词，而汉字的结构组成千变万化，要在
现有键盘的基础上，发明一种能输入所有汉字的输入法
实属不易。早在活字印刷时期汉字就遇到过类似的窘
境。如今，随着各类中文输入法基本定型，人们使用输
入法的习惯也渐渐固定。如何解决汉字输入时的缺字问
题便成了目前各种中文输入法面临的问题。同时，随着
电脑进入人们生活的深度和广度的扩大，解决输入法中
的缺字问题刻不容缓。

补全字库之外还有改进余地

北京语言大学信息科学院教师于东长期研究汉字编
码领域问题，他介绍说，目前缺字输入的编码技术问题已
经基本得到解决，这也就意味着以前许多因编码技术问题
而缺失的字将逐步得以补全。那么，随着缺字的补全，汉

字输入是否还有其他可以改进的地方？中国人民大学文
学院教师熊燕建议，输入法可以提供不同级别的用户字
库，如：普通用户/古籍用户/方言用户，或者：万字用户/全
能用户等。这样做既可以满足大多数人使用输入法时的
快捷需求，又能满足特殊人群的用字需求。

以键代笔，终至“提笔忘字”，已成了互联网时代汉
字文化退化的一个缩影。“音形分离”的特点，使得包括
汉字等文字在技术和通信高度发达的今天，面临着与基
于字母的文字更为严峻的挑战：日常书写与计算机输入
形式上的差别，令非常用字词的存续越发困难。南开大
学孔祥卿教授认为，要缓解这种状况，可以让更多的汉
字通过笔画输入、部件输入和笔画部件混合输入的方
法，甚至可以让输入法成为学习新字的方法，这样解决
了计算机时代手写与键盘的矛盾，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
免因长期使用电脑而提笔忘字。

随着输入法的便捷和快速的特点越来越鲜明，越来
越多的人在输入汉字时不注意字词的选择，各种别字层
出不穷。北京语言大学的郭之恩老师认为，计算机汉字
输入大大消灭了错字，却使别字大行其道。作为生活中
的一小部分，“火星文”可以博我们一笑，让限于定势的
思维得到放松，但是于汉字本身，输入法在这方面应该
更加注意改进。另外，中国大陆使用的是简体输入法，
但是港澳台地区包括部分海外华人所使用的却是繁体
字，中文输入的繁简之间既存在着技术性的问题，也存
在着一个文化对接的问题。

借助 《中文输入缺字报告》 以及后续可能跟进的改
进，搜狗输入法的努力使我们意识到，更多的汉字应该
在互联网中“复活”过来。网络时代，“即使生命已经逝
去，过去的痕迹和记忆仍然将在数据中永远存活下去”。
从这个意义上讲，汉字输入法正在创造汉字文明“E 时
代”的新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