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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一课】

为人母
殷 旵

为人母同样有三重责任，也可以
说是义务：一是育，二是养，三是牧。

育，篆体写作 。《说文解字》：
“育，养子使作善也。”从字形分析，
育为生育之育；从字义分析，又有养
育之义。养，繁体写作養，从食，羊
声，会意喂养。孩子幼时，母亲先是
以母乳喂养，后是以食喂养。喂食
时 ， 一 般 用 匙 喂 。 匙 ， 又 读 作 匕

（比）。父母生前常在食时“教育子”，
为人父者举箸考问规矩，为人母者用
匙喂食。父母去世后，为纪念父母的
教育之恩，立祖宗牌位，称父为考，
称母为妣。《尚书》 中有“教育子”、

“百姓如丧考妣”的记载。
《说文》：“母，牧也。”“牧，养牛

人也。从攴从牛。”这是母系社会的形
态，子女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男
孩子长大了，一个个跟着男人们出外
狩猎。女孩子长大了，一个个在家生儿
育女，先后为人母亲。子女们幼时都归
自己的母亲管；年轻的母亲归年长的母
亲管；老祖母为一家之长，拥有绝对的
权威。

认一认，比一比：
母、育、养、匙、匕、妣、考

妣，牧、管、理。
教育、养育、喂养、教养、培

养、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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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4 日，北京卫视一档名为 《我
是演说家》 的收官之战吸引了众人目
光。3 名选手登台角逐，最终，来自清
华大学的梁植以“语言的力量”为题夺
得冠军。中文，在演讲台上迸发出迷人
的光彩。

从小感知汉语音韵之美

汉语是中华民族璀璨文化的载体，
它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使用者，是公认的
最具魅力、最优秀的语言之一。

让学生从小感受汉语的音韵之美是
语文教学的目标之一。由于韵脚的使
用，中国古代诗词歌赋具有音乐般的韵
律感，吟诵起来给人以一种独特的语感
享受。从唐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开始，处于
启蒙阶段的幼童即开始感受母语的音韵
之美。随着识字量增多，学习的诗词文
章越来越多，学生对于汉语音韵的体会
也逐渐融入血液中。

虽然现代语文教学中并没有专门针
对汉语音韵单独讲授的要求，但引导学
生感知汉语的音韵之美，无疑是语文教
育工作者的重要责任。

从小训练中文演讲能力

演讲是指在公众场所，以口头语言
为主要手段，以体态语言为辅助手段，
针对某个具体问题，鲜明、完整地发表

自己的见解和主张，阐明事理或抒发情
感的一种语言交际活动。演讲是需要学
习和训练的。

相对于西方人来说，国人表达情感
和想法的方式比较内敛含蓄，演讲训练
也比较欠缺。《我是演说家》节目将演讲
推到众人面前，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中文
的魅力和语言的力量。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刁晏斌教授认
为，好的演讲应该“声情并茂”。“声”
是指声音，因为演讲是直接诉诸听觉
的，声音是它的物质手段，也是演讲技
巧的具体体现，如快慢轻重、抑扬顿
挫、婉转流利、粗犷豪放等。“情”既指
情感，也指表情。如果说声音能够抓住
听众的话，那么真正能够打动他们的，
则应该是情，所谓以情动人是也。当
然，一个演讲能否成功，最终还要取决
于它的内容。

培养国民的中文演讲能力，要从培
养其对母语的热爱做起，然后才是设法
提高其母语的使用和表达能力。这种培
养和训练应该从小学甚至幼儿园抓起，
并且常抓不懈、持之以恒，方能见效。

用语言传播社会正能量

《超越自我的力量》 一书
的作者车延斌说，我们每天都
在使用语言，但并不是所有的
人都知道语言的力量有多么强大。有
时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毋庸回避，社会生活有光明和阴
暗两面，遇到一件事情，我们的语言可
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其产生
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在《我是演说家》决赛中，梁植以“语
言的力量”为题，站在年轻人的立场，讲述
了中国在 120 年前的屈辱时期沉没的文
化自信与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重塑的中
国形象。梁植在演讲中说：“中国的年轻
人有责任告诉世界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
的。”这篇慷慨激昂的演讲不但打动了
观众，也令现场的4位导师叹服。因
此，梁植的最终胜出也在意料之中。

汉语在我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缺
少。让我们使用好汉语，用它来传
递正能量，使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通
过语言的力量而变得更加美好。

鼓励接地气 摒弃粗俗化

网络语言也要讲规矩
尹晓宇 帕哈尔丁·斯坎旦尔 孙天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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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让中文迸发光彩
本报记者 刘 菲

当我采访杨虹艳同学
的时候，虽然她还是一名英
语专业的大三学生，但已经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学

中心做了一个学期的助教。她的主要
工作是辅导中国学中心的外国留学生，帮助他们学
中文，了解中国。据了解，中国学中心大多数助教
都是大二、大三的中国学生，比起可以按小时得到
一定的酬劳，他们更看重的是可以得到一个提高英

语交流水平的机会。
文化冲击“啼笑皆非”事例多

杨虹艳的第一个学生叫凯特琳，来自美国西雅图，也是一名大三的学
生。杨虹艳每周都会辅导她两个小时，帮助她检查作业，复习课程，还讲一些有

关中国文化的话题。尽管在来中国之前，凯特琳已经学过一年中文，但还是难以达
到日常交流水平。用英语向凯特琳解释关于中国的事物，常常令杨虹艳伤脑筋。有一

次，参观故宫时，杨虹艳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如何跟她翻译“三宫六院”、“后宫”等词
汇。中国成语文化底蕴深厚，形式简洁，但却很难翻译。比如，在解释“千奇百怪”等

常见的成语时，她常常感觉力不从心，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翻译不出那种简洁精妙的中
国成语味道。在感慨中文、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同时，她不断学习和拓展知识面，加深自
己对于中文和中国文化的了解。

互帮互助“良师益友”友谊真
短短4个月，虽然杨虹艳和她的小伙伴每周只上一节课，但平日里她们经常交

流。杨虹艳经常给凯特琳介绍北京的特色，好吃的东西、好玩的地方……由于
凯特琳对经常出现在教科书中的一些食物很好奇，杨虹艳就特地带她去品
尝，包子、饺子、汤圆等这些中国特色食物都尝了个遍。在做助教的过程
中，她也收到过惊喜和感动。去年杨虹艳过生日，凯特琳特意叫她妈妈从
华盛顿带来了一块印有“华盛顿”字样的吸铁石，还有一些美国小零食作
为给她的生日礼物。

在凯特琳学习结束回国之前，她们二人特意请擅长摄影的同学帮
她们在学校拍了许多合照。照片上灿烂的笑脸映射出真挚的友情。
杨虹艳说，她起初是抱着好玩儿的心态应聘当助教的，但是通过参
与工作收获颇多，既锻炼了自己的能力，增强了学习的动力，又
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她说，还会继续在中国学中心做一名助教。

当
助
教

当
助
教

交
朋
友

交
朋
友

田田

静静

图为杨虹艳和凯特琳

亲爱的小明：你好！
从我们上次联系后已经过了很长时

间，你近来好吗？
去年 9 月，我离开上海回到英

国，来到一所叫莫尔文中学的新学
校上学。这所学校位于英国的西
部，是一所男女同校的学校。它成立
于 1865 年，那个时候，学校只有 28

个男生;而 150 年后的今天，学校已经
有850个学生了。
今年是我的新学校 150周年大庆。学校

将会举办很多庆祝活动，例如音乐会、艺术展览、体育比赛
等。还会邀请很多校友回学校来做讲座。如果你有时间来英
国，我将带你参观我的学校。

我们学校的校园很大，也很漂亮。同学和老师都很友好。
学校有很多教学设施，除了两个大的运动场外，还有一个新建
的游泳池和健身馆。另外，一个全新的科学楼马上竣工，我非
常期待去那里面上课。

我明年要去上大学了，所以现在很忙，平时有很多测验和
考试。

我很想念你和其他中国朋友。你们要准备过春节了吧？盼
尽快收到你的回复，讲讲你们的情况。

祝好
索菲亚于英国

2015年1月19日

索菲亚是德国人，出生在德国，随父母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并
曾在上海的国际学校学习。2014年 9月，她入读英国莫尔文中学后继续
学习中文，坚持每周上一次中文课。

——编者注

想念中国朋友

2014年暑假，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去
多伦多旅游，我们在那儿玩了6天，去了

8个地方。
第一天，我们先去了一个城堡。城

堡里面很大，有很多房间。城堡很
高，外面还有一个花园。我们爬了很
多楼梯才上到城堡的最顶层。

然后，我们去了一个博物馆。在博
物馆里，我看到了很多动物标本和宝

石。宝石的形状有圆的、长的，也有方
的，大大小小的宝石显出红色、蓝色、绿

色、紫色，非常漂亮。
接着，我们去参观多伦多塔。它是世界上第三高塔，站在塔上

可以看见整个城市。坐电梯上到了最顶层，果然景色壮观，我看见
了高楼、像小虫子在爬似的汽车和美丽的湖泊。

然后，我们去了一个水族馆。水族馆里有各种鱼和海洋动物：鲨
鱼、海龟、海狮、海牛、海象等，还有我从来没见过的鱼。

晚上，我们坐船去游览尼亚加拉瀑布。正
巧那天是美国国庆节，游人很多，我们差一
点没排上队。美丽的焰火把黑夜照得通
亮，安装在水后面的灯光照在瀑布上，十
分壮丽。看到这个美景，游船上的人欢
呼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看瀑布，所以
我很激动。

划船是我在加拿大最喜欢的活
动，一气划了 4 个小时。刚开始

时，河水流得很快，比较好划。过了一会，水流得
慢下来，船划起来也费劲不少。以前，我只在湖
里划过船，这次能在河里划船，让我很兴奋。

我们还去游览了千岛。坐在船上，只见一
大片小岛，有一些岛上还有小房子。导游介
绍说，这里一共有1864个岛，是名副其实
的千岛。

最后一天，我们去了动物园，那里
有大象、狮子、猴子和各种鸟，但是
我觉得动物园比达拉斯的动物园要
小。

我们在多
伦 多 玩 了 6
天 ， 每 天 都
很开心。

（寄自美
国）

游 多 伦 多
赵慧琳（13岁）

近日，上海市政协委员张
怀琼关于减少网络语言污染的
呼吁，又引发了对网络语言的
讨论。

冒新词儿是语言自我发展的常态，一些
网络语言因为表达形象、接地气而受到大家
的欢迎并进入到主流的语言表达体系，但一
些网络语言粗俗化也是不争的事实。

网络语言作为一种草根力量，是不是就
可以不受约束？既然语言是社会交流的工具
和文化的载体，网络语言是不是也要有底线
和边界，应该讲规矩呢？

表意与优美可得兼

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5 年的新年贺词中
使用了网络语言“点赞”、“蛮拼的”，与整篇贺

词接地气的风格相得益彰，既活泼了
语态，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又让民
众感觉到总书记的平易近人。

类似的一些网络语言，因为表
达上更为形象，接近

社会心态而受到
热捧。

北京亚太经
合组织会议期间，

习近平主席使用了网
络语言“APEC 蓝”来谈论

环境问题，将政府治

理环境问题的决心传递给网友，使这个原本
的调侃表达获得了主流认可，强化了网友对
公共事务的参与感。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师杨贺表示：“网
络用语短小凝练，在一些较日常、轻松的氛围
中，可以达到普通用语达不到的效果。”

作为我国语言规范标杆的《现代汉语词
典》，历次改版都吸纳了一些网络热词。2012
年的第 6 版即收录了“雷人”、“山寨”、“草
根”、“粉丝”、“闪婚”等网络热词，但同时也拒
绝了“剩男”、“剩女”等具有歧义或歧视色彩
的词语。

粗俗暴力不是时尚

虽然《现代汉语词典》拒收，却未形成对

粗俗化网络语言的压力，粗俗词语反倒随着
在网络中的热闹而成为“时尚”，不断击穿传
统汉语的底线。

曾几何时，导演冯小刚炮轰“屌丝”一词引
来口水仗。巧的是，没过多久，巨人网络在美国
纽约时报广场投放的“屌丝”网游广告遭遇停
播。理由是，在美国广告、传媒界有规定，一些
俚语以及不雅之词会被技术手段过滤掉。

“有的网络语言反映了时代进步，值得肯
定；但有的网络语言粗俗猥琐，绝不能当作文
化的进步，如‘屌丝、装B、逼格’等。”为此，上
海政协委员张怀琼呼吁减少网络语言污染，
制定相应的语言文字保护条例，加强对汉语
的保护。

不仅是语言污染，一些粗俗化表达已经
在互联网这个公共语境中形成了语言暴力。
它们从网上走到网下，进入人们日常生活中，
同时在公共传播中被不断强化，在刷屏时代
形成一波波的刺激，从闻所未闻变成被动接
受，进而成为主动使用。谁若不知道、不会用
这些词就显得很落伍，追不上“时尚”。

“ 语言的使用存在边界，私人聊天语境
内，语言的使用可以相对自由随性。但在一
些比较正式的语言使用平台和语境内，需要
注意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性。”中国传媒大学
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副教授李智
解释，网络用语一旦出现
并 相 对 稳 定 下 来 之
后，有褒贬之分，

使用时当然要注意语境。

出新不能少了规范

“不必将网络流行语视为断送中华文脉
的洪水猛兽。宏观上无过分干预的必要，微
观应用方面却不可置之不理。媒体应用的规
范、教育领域的节制、出版行业的谨慎，是避
免部分粗俗网络流行语污染社会文化，保持
语言规范与文化健康的关键。”人民网舆情监
测室发布的《2014网络语象报告》指出。

事实上，国家语委在《国家中长期语言文
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也注意到了
这个问题，并提出，要引导网络、手机等新媒
体规范使用语言文字。打造社会语言生活监
测平台，跟踪研究语言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
和新问题，纠正语言文字使用不规范的现象，
引导社会语言生活健康发展，形成规范使用
语言文字的社会氛围。

对于网络语言的规范，国外也有不少经
验。英国早在 1996 年就提出要对互联网内
容进行管理，政府引导下的语言文化自由带
来了英国语言文化产业的繁荣；意大利、法
国、西班牙等都有负责维护本国语言规范的
机构，在努力保留有价值的创新词汇的同时，
也提供规范语言的标准，以保证本国语言与
时俱进、健康发展。

牛 力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