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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系列有关中国书法
的展览陆续在各地举办：中国美
术馆的汉字之美——驻华使节观
赏第 11 届书法篆刻作品展专场、
山东大厦美术馆的“汉字之美”
中国书法艺术展、福建泉州闽台
缘博物馆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书法作品展……这些展览不
仅吸引了中国人，也吸引了外国
人；不仅吸引了成年人，也吸引
了正值暑假的学生，体现出人们
对于书法这一传统中国文化形式
的喜爱。

中国书法文化符号

传统意义上的书法是以汉字
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四
维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琴棋书
画被概括为中国传统文人修身所
必须掌握的技能，其中“书”指
的就是书法，它可以反映一个人
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所
谓“字如其人”。汉字是中华文化
的载体，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依
托的古老艺术形式。千百年来流
传下的许多书法真品佳作，既是
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
人类文明的珍贵文化遗产。在当
今世界艺术品拍卖市场，中国古
代书法真品频频拍出天价就是一
个证明。

今天，书法伴随着中国文化
走向世界的脚步走出国门，世界
上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中国书法的

身影。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
里，大多展示有中国书法作品。
中国书法以中华文化代表性符号
的身份走向世界，被越来越多的
外国人所熟悉、喜爱和接受。

书法教育重回校园

不少人都有这样的记忆：上
小学时，每周都有书法课，这一
天要带着一支毛笔、一个砚台、
一瓶墨汁或一块墨条去学校。从
描红开始练习，逐渐进步到脱离
红模子，独立在大字本上书写。
而老师则会用毛笔蘸上红墨水，
把写得好的笔画和字圈出来。谁
的本子上红圈圈多，就说明谁的
毛笔字写得好。

曾几何时，书法课从学生的
课程表里悄然消失。随着书写工
具的改变，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
代，别说毛笔，就是钢笔、圆珠
笔等硬笔也在以极快的速度被键
盘和鼠标代替。汉字书写现状堪
忧。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各地教
育部门陆续开展了“书法进校
园”的工作。据悉，北京市在中
小学开设书法课，学生将按年
级、分阶段修习硬笔和毛笔书
法。1—2 年级着重培养学生硬笔
书写能力，要求学生能使用硬笔
熟练地书写正楷字，做到规范、
端正、整洁，3年级开始过渡到硬
笔毛笔兼学。

另一方面，不论出于何种动

机，学习书法的少年儿童不断增
多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个
可喜的现象。在刚刚结束的暑假
里，就有不少学生报名参加少儿
书法培训班，第一次握起毛笔，
接触书法。在北京中关村某重点
小学上4年级的男孩兆颉就已经在
课外少儿书法班上了两年。平时
好动淘气的他，端坐在桌子前写
起毛笔字来有模有样。

书法助推汉语教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汉
语教学事业飞速发展，而书法在
其中起到了助推剂的作用。在每
年的“汉语桥”中文比赛中，不
少参赛外国学生登台挥毫，凭借
中国书法而胜出。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朱天曙
的身边聚集着不少优秀的留学
生，其中俄罗斯留学生大卫表现
突出。大卫来华后，一边学汉语，
一边练书法。他喜欢秀美的风格，
主攻赵孟頫，并在2014年“汉语桥”
全球外国人汉语大会总决赛上夺
得冠军。日本北九州实力大学的
松森美树也曾以优美的书法获得
汉语桥地区比赛的第一名。

美 国 丹 佛 孔 子 课 堂 成 立 于
2007 年，以书法教学见长。多年
来，有几百名美国大学生在此研
习书法，其作品多次参加中美两
地的书法作品展，成绩斐然。屠
新时老师在美国大学和丹佛孔子
课堂执教多年，他说，来此学习
的大多数美国学生是第一次使用
毛笔，第一次接触汉字，汉字的
奇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
激发了他们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
的耿涛老师专门从事留学生书法
教学。他经常组织留学生到著名
的北京琉璃厂文化街参观。他
说，让外国学生亲自嗅一嗅徽墨
的芳香，摸一摸端砚的细腻，看
一看书法名家的真迹，可以使他
们直观地了解中国书法的博大精
湛，从而产生强烈的学习愿望。
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俄罗斯
学生尤拉。一次上课时，尤拉告
诉他，家人说她笨，1 小时才写 4
个字。耿涛觉得奇怪，详细询问
方知，原来，她先用毛笔笔尖勾
出字的轮廓，再小心地用点墨填

充。这实际是在画字而非写字。
经过解释，尤拉终于明白了写字
和画字的区别，慢慢练习，字越
写越好。

南开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
授冉启斌认为，书法虽然不能作
为汉语教学的主干课程，但了解
和练习书法对于外国汉语学习者
认读、书写汉字还是有所帮助的。

墨迹留白中体现的阴阳，挥
毫书写中的精气神韵，字落纸上
黑白间的朴素风致……中国书法
艺术直观地向世人展示着中国文
化的独特精神，传播着中华文化
那经久不息的魅力。

拾起熟悉的毛笔 翻开久违的字帖

中国书法让汉语更迷人
本报记者 刘 菲

钟潇是名“90 后”，毕业于中国人
民大学哲学院，曾作为汉语教师志愿
者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孔子学院工作
9个月。

初到芬兰，钟潇印象最深的是芬
兰的自然环境和孔子学院的人文环
境。芬兰被誉为“千湖之国”，宁静而
优美。孔子学院的老师，不论是外方
的，还是中方的，无不善良友好，很好
相处。顾不上倒时差，钟潇就进入了
工作状态，繁重的事务和挑战也随之
而来。时逢赫尔辛基大学成立 375周
年，除了 5 门中级和高级的日常中文
语言课程授课任务外，钟潇还承担了
校庆相关文化活动的策划、宣传和翻
译工作。

钟潇一直想把自己放在一个“亦
师亦友”的位置上。在她授课的班级
中，有年过七旬的老人，有对中国文化
有很深了解的中医针灸师，还有在宗
教哲学方面知识渊博的牧师等。她发
现，学生们在很多方面都比自己懂得

的多。于是，钟潇利用课间和课后，主
动和学生交流，向他们请教。向老人
讨教人生的道理和哲学；与医生讨论
道教和佛教的相互影响；从牧师那里
学习基督宗教的发源演变……在这样
的师生互动过程中，形成了文化和思
想的交流，让钟潇受益良多。

通过与学生们的交流，钟潇不仅
提高了英语水平，还了解到很多西方
的文化与历史知识。钟潇说，学生教
给她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对待知识
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可贵的务实精
神。他们大多心态沉稳，不急功近利，
把学习当作一件纯粹而美好的事情，
一件值得延续终身的事情。学生们的

这种态度给钟潇留下了深刻印象，也
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她。在工作中遇
到困难时，她不再怨天尤人，而是静下
心来认真分析，琢磨对策。比如，在教
学中，钟潇意识到自己的汉语语法知
识有所欠缺，便马上行动起来强化学
习，甚至在假期旅游的路上都要带着
中文语法书翻上几页。

对于对外汉语教师志愿者这一角
色，钟潇这样比喻：如果说汉语是一座
桥，沟通了不同的文化，那么孔子学院
的汉语教师就是建造这座桥所用的砖
块、水泥和钢筋。有了这些材料，才能
帮助更多的外国汉语学习者学好汉
语，跨过横亘在中外之间的鸿沟。

把学生当成自己的老师
雷天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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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首都苏瓦距离北京
9000多公里，南太平洋大学是
斐济及周边地区的最高学府，
许多太平

洋岛国的政府总理、部长都毕
业于此。2012年，由孔子学院
总部/国家汉办与南太平洋大
学合作创办的南太平洋大学

孔子学院落户南太平洋大
学苏瓦校区。

与世界上多数
大学不同的是，除
了斐济，南太平洋
大学还在汤加、萨

摩亚等 11 个岛国
设有校区，是一所名

副 其 实 的 区 域 性 大
学。借助南太平洋大学众

多的分校区，孔子学院已在瓦
努阿图、库克群岛等国设立孔
子课堂，今后计划将在更多岛
国开设中文教学点。

2015年，孔子学院社会班
学员已达到 434 人，包括斐济
政府官员、企业高管、专家学
者、外国驻斐济使馆的外交人
员、中资企业外方员工等。除
语言教学外，孔子学院经常组
织文娱活动，向当地民众推广
汉语教育和中国文化。

图为孔子学院举办的文
化活动现场。 （孔 萱）

中国语言文化远播重洋中国语言文化远播重洋

我是美国南卡莱罗纳州长老会孔子学院的一名汉
语教师，在教授汉语之余，也教授太极。

一些学生家长知道孩子们在学校有太极课，很感
兴趣，也想学习体验一下这一中国传统文化，所以，
我就开设了成人太极课程。开始的时候，学生们压根
儿不知道太极是什么，有的看着我比比划划觉得好
奇，还有的只关注我身上的太极服，跑过来问我哪里
买的。随着成人太极班教学的展开，我在镇上也成了

“名人”。有一次，我去参加当地红十字会的献血活
动，因为没有交通工具，索性就步行了。走着走着，
遇到镇上的一个司机，他主动停车要载我一程。交谈
中得知，对方在当地报纸上看到过我的照片，知道我
是来自中国的老师。

在美国工作和生活，时刻感受着美国文化。我在与
同事和学生家长的交流过程中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对
中国文化知之甚少，又很感兴趣，常常会提些问题。因
此，我就琢磨着除了课堂教学之外，还能做些什么介绍

中国。我想到了媒体。于是，我联系当地报社，和他们
沟通后达成一致意见：在报纸上开辟专栏，介绍中国文
化或者探讨中美文化的差异，从节日习俗到饮食习惯，
从婚嫁礼仪到发展现状，涉及到很多方面。这之后，小
镇上很多认识的、不认识的人见到我，都会和我谈起报
纸上文章的内容，有时也和我讨论一番。

“一起来说中国话，无论什么颜色的皮肤和头发。”
这首歌曲里的唱词，成了我的手机铃声，也是我与学生
们的一年之约。原来，上第一堂课时，学生们对中文一
无所知，觉得中文很难学。为了鼓励学生的学习热情，
我与他们立下约定：“一年后，用中文和老师交谈。”而这
也成为了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动力之一。到了第二学年，
学生们真的已经能用中文介绍自己的家庭、谈论自己的
喜好了。他们在享受成就感的同时，自信心油然而生。

今年是我从事国际汉语教学工作的第8年，美国是
我工作过的第 4 个国家。我热爱对外汉语教师这个职
业，喜欢体验不同的文化。这一路走来，虽有笑有
泪，但路越走越明媚。 （寄自美国）

我成了美国小镇上

的“ ”
郭广伟

早就听说庐山山清水秀，那里的
三叠泉瀑布美丽而神奇。去年暑假，
我终于如愿以偿到了庐山。

庐山五老峰海拔 1436 米，峰上现
蓝天白云，峰下涌长江巨浪，景色壮观，
是庐山诸峰中的佼佼者。从海会镇观
赏五老峰，可拜识“五老”真颜。从五老
峰下来，就到了三叠泉景区。

三 叠 泉 景 区 位 于 庐 山 海 会 西 南
面，海拔 1000 余米。它南与巍峨耸立
的五老峰相连，北同层峦叠嶂的九叠
屏想依，是庐山景观中首屈一指的旅
游区，因此有“不到三叠泉，不算庐
山客”之说。

三叠泉把五老峰和大月山泉水融为
一体，分为三叠飞流直下，注入幽谷深
潭，故称之“三叠泉”。三叠泉是庐山最
奇伟的瀑布，层层飞泻，落差 150 多
米，气势磅礴。我们未入其境，先闻其
声，震耳欲聋，响彻天空。在第三叠坐
观一、二叠泉，飞泉尽入眼帘，飞溅起

一朵朵水花，那水花在阳光的照耀下，
好似一颗颗闪闪发光的珍珠。整个瀑布
就像一座珍珠屏，摇曳空中，晶莹飘
渺，呈现出“飞珠散轻霞，流沫沸穹
石”的壮景。

晴天时，阳光照射在瀑布上，会
出现七色彩虹，犹如彩练当空舞，缤
纷夺目，绚丽多姿。两岸数百米高的
悬崖绝壁，怪石嶙峋，鬼斧神工，非
常壮观。

三叠泉景区的确是一个美妙的地
方。朋友，如果你有机会到庐山旅
游，一定会流连忘返，终生难忘。

（寄自匈牙利）

今年母亲节这天的早上，我起得很
早。平时总是妈妈给我做美味的早餐，
今天，我想让妈妈享受我亲自为她做的
早餐，作为特殊的节日礼物送给她。

热好牛奶，煮好鸡蛋，再烤上两片
吐司，一顿简单的爱心早餐很快就做好
了。当我把早餐摆到妈妈的面前，说一
声“母亲节快乐”的时候，妈妈的脸上流
露出惊喜的表情。我看到了妈妈的眼
里闪着泪光。她看着我为她准备的早
餐，高兴地说：“这是最好吃的早餐！”说
着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早饭后，我和爸爸偷偷溜了出去，准
备给妈妈买礼物。在花店，我精心挑选了
几朵玫瑰花和郁金香，请营业员帮我包装
得漂漂亮亮的，同时我们还给妈妈买了巧
克力和蛋糕。回到家，找出我早已写好的

贺卡和礼物一起送给了妈妈。妈妈高兴
极了，捧着礼物说：“好漂亮啊！我真喜
欢！谢谢儿子！”晚上爸爸带全家到中国
餐馆吃饭，特别庆贺母亲节。妈妈说：“这
是难忘而愉快的一天。”

母亲节是一个感谢母亲恩情的节
日。在这一天，我觉得每一个孩子都
应该精心地做一件让妈妈高兴的事。
看到妈妈收到礼物时欣喜又满足的笑
容，我也非常高兴。 （寄自瑞士）

游庐山游庐山
付鸿毅（12岁）

北京语言大学书法篆刻研究所朱天曙 （右） 老师正
在指导留学生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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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丹佛孔子课堂学生
恰尔希的书法习作

美国纳罗帕大学学生弗
瑞斯特和他的书法作品

母亲节礼物母亲节礼物
狄瑞辰（14岁）

人名名

不用介绍，大家一望而知我的爷
爷是个地道的中国农民。他穿着朴
素，喜欢穿平底布鞋、老式的中山装
和肥大的裤子。他从来都不穿名贵的
衣服，也不讲究名牌。常年累月的劳
作使爷爷的背有些驼，田间的风吹日
晒使他的皮肤显得黝黑粗糙。

爷爷的一生很艰辛。我的奶奶在
爸爸5岁时就去世了，给爷爷留下了我
爸爸、8岁的二姑和11岁的大姑。他们
常常吃不饱饭，有时候还得向亲戚借
粮食。爷爷为了一家人糊口，辛苦地
劳作，经常是爸爸半夜一觉醒来，还
能看到爷爷干活的身影。

爷爷的话不多，也不善言辞。平时
家里来了客人，大家有说有笑，他却一
个人默默地坐在一旁听着。可一但谈
论到种地的话题，他能滔滔不绝地说上
半个小时，眼睛里闪烁着对土地的热
爱。他对农节时令倒背如流，小暑、大
暑、春分、谷雨、立秋……如果真要我想

出爷爷经常说的话，那就是说我们太浪
费、不懂得珍惜。

起初，爷爷的节俭让出生在加拿
大的我无法理解。我觉得爷爷节约得
有点过分。他不许我们剩饭，吃了面
必须喝汤，排骨一定要啃干净……常
常挂在爷爷嘴边的一句话是：“你们没
有尝过挨饿的滋味！”每一次妈妈要给
爷爷买衣服，他都竭力阻止，有一次
还为此生了气，说：“你要买你穿，我
的衣服穿不完！”

记得有一次，家里卫生间的水龙
头漏水，爷爷就把桶放在下面接水。
我想，这一滴一滴的水算什么呀，家
里又不缺这点水。第二天早上，爷爷
把我和弟弟叫去，只见接了满满一桶
水！我惊诧于一夜间竟能漏这么多
水。爷爷说：“这就叫日积月累，积少
成多。从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呀！
学习和做人都是这个道理：不怕少，
一天一点点，几年、十几年下来就看
出成就了。”真没想到，不善言谈的爷
爷还能从一点小事讲出大道理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地感受
到爷爷那朴实的外表下，有着金子般
的美德，这美德会让我终生受益。我
为有这样的一个爷爷感到自豪。

（寄自加拿大）

爷爷的美德爷爷的美德
任原东（13岁 ）

钟潇在芬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