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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二课】

为人师
殷 旵

为人师与为人父，同样是“率教者”。俗语
说，师生如父子。对于子女，父母是表率；对于学
生，老师是表率，所以有为人师表、师范、师道尊
严等说法。

《说文解字》：“ （表），上衣也。从衣，
从毛。古者衣裘，以毛为表。”古人穿裘衣，皮
为里、毛为表。表是 的演变，还保留有衣字
形。表，表面、表现、表率。标与表同音，为
人师表，是学生看齐的标识。

范，原来是竹字头。《说文》：“笵，法也。从
竹，汜声。”汜与泛同义，水泛滥引申为广泛。笵，
即广泛适用。《通俗文》：“规模曰笵。”古代以土为
范曰型，以金为范曰镕，以木为范曰模，以竹为模
曰范。同样是模范，材料不同，称名也不同。那
么，以人为笵呢？曰师、曰师范。

古代有“师道尊严”一词。《说文》：“尊，酒器
也。”即指酒壶。斟酒的壶为尊，饮酒的杯为卑。
壶比杯高大，有尊卑之别。其实，尊卑又有上下
之分，《易》曰：“天尊地卑。”天在上，地在下。同
样，父母在上，称为上人；子女在下，称为下人，这
本是客观存在。《易》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
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
后有父子。”这是客观形成的人伦次第，有先后，
犹如“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
矣。”知道这一规则，便离“道”很近了。

认一认，比一比：
表、里，表现、表率、标识，汜、泛、笵（范）。
尊、卑、壶、杯，师道尊严，为人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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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召开的北京市“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针对时下
国人汉字书写水平日见降低的现象，提出设立“汉语日”的建
议。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字书写面临的严峻局面。

上世纪80年代初，一批知名作家率先使用电脑写作，当
时他们经历了从一手抚纸，一手握笔，到在电脑上敲字的巨
大转变。这个转变过程十分痛苦，有的作家说，当面对稿纸
时，文思泉涌，而当面对电脑时，思绪是间断的。但最终，电
脑写作凭借着诸多优势而逐渐取代了纸笔的写作方式。

现在的“80后”、“90后”、“00后”伴随着电脑长大，在学会
握笔写字前就已经熟悉了键盘和鼠标。因此，他们对电脑情

有独钟太自然不过了，不足为奇。
与熟练使用电脑形成反差的，是整体上

年轻人汉字书写水平的降低。且不说写出的
字美观与否，单就基本的笔顺、笔画，甚至

握笔的姿势，都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其实细想一下，汉字
书写水平降低并不仅仅是年轻人的“专利”，半路出家地
使用上电脑的中年人，汉字书写水平也在降低，提笔忘
字、落笔错字的现象几乎每个人都会碰到。虽然现在平板
电脑、智能手机附带有手写输入功能，但其使用者中年轻人
不多，且其高容错率对提高汉字书写水平意义不大。

当今，电脑日益普及，其作用延伸到我们生活中的各
个角落。限制使用电脑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有
没有一些方法，可以使我们的年轻人，在熟练使用电脑的
同时，也时常提笔写上一段？让书写汉字成为年轻人圈子
中一件时尚的、有品位的事情？让中年人重拾纸笔，重新
体会写出一手好字的骄傲？让我
们一起献计献策，共同延续汉字
书写的独特美感。

写好汉字——不得不说的话题
刘 菲

写好汉字——不得不说的话题
刘 菲

点 点

滴 滴

我出生在英国考文
垂，爸爸妈妈都是中国
人。我从5岁起开始学
习中文，到现在已经
学了 3 年。我的姥姥
经常和我说：“中国是
一个大国，以后会越

来越强大，你是中国人
的后代，一定要学好中

文。”
我记住了姥姥的话，每天放学回到家第

一件事就是学习中文。汉字很难写，比如，
捉迷藏的“藏”字笔画很多，我就一遍一遍
地练习，写得不好看就擦掉，然后再重新
写。我练字的本子已经有一摞了。中文学校
的老师直夸我的字写得漂亮，我很高兴。我
把这些漂亮的字都留着呢，准备给我的爷爷
奶奶和姑姑看。

姥姥说：“难在一贯，贵在坚持。只要坚

持天天学习，就会不断收获进步。”我不但每
天学习新课，还阅读之前学过的课文，这样
可以复习以前学过的字。每天在上学的路
上，我都跟着姥姥学唐诗，我已经背会了 21
首唐诗，而且还能把它们默写下来。我还和
姥姥学习了 《弟子规》，懂得了要“孝敬父
母，尊敬长辈”。我知道了和长辈说话时要说

“您”，在家里要帮助爸爸妈妈干家务。
我把自己写的 16 篇中文日记放在我的

QQ空间上，爷爷、姑姑、大姨看到了，纷纷
给我留言，夸我的日记写得好，我可高兴啦！

我们家订人民日报海外版好多年了，姥
姥每天都看，有好的文章还读给我听。我也
想看，可是看不懂。虽然我觉得现在认识的
字不少了，但还是读不下来一篇文章。所
以，我下决心要继续努力学习，认识更多的
汉字，争取早日自己阅读中文报纸和书籍。

等我学好了中文，我要去中国。
（寄自英国）

学好中文去中国
孙祎临（8岁）

学会中文避免尴尬
余嘉珏（14岁）

去年暑假，我们全家去中国旅游。刚下飞机，广州
白云机场有个工作人员用普通话问我一些事情，我没听
明白，只好请他用英文再说一次，可他的英文和我的中
文一样糟糕，我还是没听懂。那一刻，我觉得很不好意
思，如果我的中文好一些，就可以顺利办理手续，避免
这样的尴尬和麻烦了。

随后在中国的日子里，这样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
生。例如，我去餐馆吃饭，服务员拿来一个菜单让我点
菜，打开菜单一看，里面很多字我都不认识，最后只好
请爸爸妈妈帮忙。

这些事情让我不断思考一个重要问题：我是中国人
的孩子，为什么不会讲流利的中国话呢？记得上小学的
时候，爸爸妈妈送我去学中文。刚开始我很努力，但是
上中学后，由于功课忙，学校活动多，对学中文就放松
了。因为不经常进行读、说、写的练习，所以很多以前
学过的东西都忘记了，我觉得很后悔。

从中国回来后，我下定决心，要在生活中给予学中
文更多地时间，要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 （寄自美国）

在日前举办的法国图卢兹第一大学校园开放日活动中，图卢兹孔子学院展台前吸引了
不少学生及其家长。不少法国初、高中学生和家长对汉语课程以及中国文化活动颇有兴
致。许多家长表示，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更多机会了解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图为部分参加开放日活动的法国学生与孔院老师合影。 王金涛摄

在经历了严格
的 选 拔 考 试 和 培 训
后，我正式成为派往
日本福山大学孔子
学院的汉语教师。
福山是广岛第二大
城 市 ，人 口 只 有 48
万，城市虽小，历史

上却是儒风兴盛、人才辈出的地
方。在孔子学院工作 9 个多月以

来，我深深体会到，孔子学院的工作
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不仅是

在教汉语，也承担着两种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在每一件看
似细小的事情背后，可能都有常人无法想象的付出。

因材施教与求同存异

福山大学孔子学院面向社会人士教授汉语，学员中
既有高中生、大学生，也有公司职员、家庭主妇、退休
老人等，这对我来说，是挑战，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前任外方院长大久保勋先生卸任时，曾郑重地把他自己
用过的汉语教材交到我手里，我感受到的是一种传承和
沉甸甸的责任。

因为教学对象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我针对不同的教
学对象采用了不同的授课方法，比如和家庭主妇、退休

老人聊聊家常话题，和公司职员说说和中国的业务往
来，和高中生、大学生谈谈校园生活、教他们唱中文歌
曲等，这些都是通常的做法。另外，为体现汉语教学的
专业性，我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流程，还在设计
制作课件时花了很多心思。比如，在教生词时，每个例
句的选择不仅要考虑到它的用法、搭配，而且要和之前
学过的内容相联系，要考虑到文化的差异。有些单词可
以直接用图片展示，这样学员不仅看到了很多中国风物
和名胜，也了解了中国的发展成就。

用文化拉近彼此的距离

第一学期的汉语课结束后，我主动提出要在第二学
期开设中国文化讲座课程，因为我觉得要理解和感受中
国，文化的理解和体验是非常有效的途径，何况中日文
化之间本身就有密切的联系。

为了方便当地民众学习汉语，第二学期新开了一个

“松永教室”，在这个为初学者设计的基础汉
语课上，我也加入了文化讲座和体验的内
容。当我和志愿者带着学员们制作京剧脸
谱、体验中国书法写作的时候，当我们给他们
介绍中国电影、美食、养生、功夫、书法、绘
画、少数民族文化和风光地理的时候，我感到
自己不仅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贡献了一点力
量，也拉近了中日民众彼此的距离。

组织活动变全能

孔子学院的日常工作非常琐碎，除了教汉语，还要
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2014年是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
9月份的首个“孔子学院日”活动是重头戏，所以从年
初就开始策划准备。此外，每年的“汉语桥”世界大学
生、中学生演讲比赛我们也积极参与，选拔选手、培训
选手，既要纠正演讲稿每个字的发音，也要讲解知识竞
赛的内容，同时还要给他们的才艺展示出谋划策。

福山出身的日本江户时期著名汉诗文作家菅茶山曾
写过一首名为《冬夜读书》的汉诗，这首诗被收录到日
本中学生的教科书里，其中有“一穗青灯万古心”这样
的诗句。我觉得，汉语国际推广事业也将如一穗青灯一
般，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理解沟通贡献力量，而我为自
己能参与这项事业感到自豪。 （寄自日本）

（本文作者系日本福山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

一穗青灯万古心
——我的海外教学生活

蒋春红

““中国梦中国梦··青春行青春行””

为增进中外青年的交流理解，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为全球化的经
贸交往储备人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设立了精英励志海外研修项目。

日前，第三届精英励志海外研修团成员走进俄罗斯莫斯科国立人文
大学孔子学院。曾被评为“全球优秀孔子学院”的该院，其中方合作院
校即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团员们听取中外老师的讲座，了解孔子学院
的运作流程，参观课堂教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著名汉学家易福成教
授向研修团师生介绍了他对孔子学院的理解。

研修团成员还前
往圣彼得堡俄联邦总
统国民经济与国务学
院学习交流。

俄罗斯之行让研
修团成员深刻地感受
到了世界大国的历史
变迁，体会到了俄罗
斯人民对中国人民的
美好情谊，每位同学
都在思考中收获颇
丰，并将在收获中继
续前行。

陈佳琴文
杜 涛摄影

随着电子产品的快速普及和信息网络的日益发达，
人们越来越不需要手写汉字，致使全民书写水平下滑。
而在各中小学，为了应试，更是严重忽视与考试无关的
书写技能。目前，北京中小学生汉字书写普遍出现“荒
漠化”现象，具体表现为笔顺不分、书写潦草、卷面不
整洁等。针对这一现象，在刚刚闭幕的北京市“两会”
上，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加强汉字书
写文化教育的建议》的提案，建议设立首都“汉字书写
日”。

汉字书写“荒漠化”

使用汉语拼音发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
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的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人对于用
笔书写汉字感到陌生起来。你是否在拿起笔时有过尴尬
的停顿？即使是曾经无数次书写过的无比熟悉的字，也
一时想不起来。“‘钥匙’怎么写？‘沉默’的‘默’也忘记
了。”从事保险工作的任小姐说。她说，她平时基本上都
不用笔来写东西，而是用手机、平板电脑写字。

互联网键盘时代，不仅仅是上班族，现在的大学生
甚至是中小学生都习惯了使用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
大学生张艺馨说，她平时的作业都是交电子版或者打印
版，很少有自己手写的。她觉得打字比较方便，而且更

加整洁专业。除了提笔忘字之外，字迹潦草难看，错别
字多也是现代人书写水平下降的表现。在深圳外国语学
校高中部教语文的田老师就对学生书写难看感到很忧
虑，经常提醒同学们要多练字。老师们在阅卷或者批改
作业的时候，看到五花八门的字迹，实在苦恼。

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依托的一门独特的视觉艺术形
式，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字如其人、见字如画”的说法。现如
今，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写得一手“狗爬”体，
有的还错字连篇，实在与身份不符。针对这种汉字书写的
危机，呼吁设立首都“汉字书写日”是有其必要的。

“汉字书写日”如何推广

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建议将1月11日定为首都“汉
字书写日”，发挥首都北京独特的文化优势，纪念仓
颉、许慎、“书圣”王羲之等为汉字文化作出贡献的先
贤。“汉字书写日”将成为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节日，
但是要让人们意识到汉字书写的重要性，单靠一个节日
和一年仅一天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

为了加大汉字书写文化的教育宣传力度，使之深入
民众，提高社会覆盖面，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还建议北
京市将汉字书写纳入“讲文明、树新风”等公益广告

中；在车站、街头广告牌、旅游景点、胡同等地增添与
汉字书写文化有关的广告，把汉字书写变成全民容易参
与、热爱参与的一项群众文化活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
的相关主题精神文化活动，提升节日氛围。如此才能有
效地促进人们对汉字的热爱，提高对于保护传承汉字文
化重要性的认识。

汉字书写文化传承意义重大

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载体，汉字是国学文化的重要
构成。正是通过汉字书写，才记录下中华民族长久以来
的文化发展轨迹。没有汉字书写，就没有《诗经》、《楚
辞》、《史记》这些文化巨著的流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孙银新认为，汉字是记录中华民族语言的重要工
具，是传承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汉字本身即是汉民
族文化的典籍。在汉语社会中，所有的历史文化和古代
的科技都是用汉字继承下来的。除此之外，汉字书写还
极具审美价值，蕴育出一门特别的艺术——中国书法。

由最早的甲骨文到如今的简繁体，汉字书写文化的
演化蕴含着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对其传承具有重大意
义。在如今电脑已经完全渗透人们生活的环境下，呼吁
设立“汉字书写日”，传承汉字书写文化，或将引发时
代的共鸣。

呼吁设立“汉字书写日”传承汉字书写文化

莫让“指尖”代替“笔尖”
田 静

呼吁设立“汉字书写日”传承汉字书写文化

莫让莫让““指尖指尖””代替代替““笔尖笔尖””
田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