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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一级演员、著名昆曲表演艺术
家、戏曲研究者张卫东亮相首届“孔学堂·国学图
书博览会”，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名为“文采风流
——国子监官韵诵念”的精彩讲座。诵念是古代
文字阅读的基础，通过诵念，人们能聆听国学真
正的声音，感受汉语的音韵之美。

汉字传承数千年，不仅有着悠长的纸上历
史，而且有着口耳相传的吟读习惯。汉字富于智
慧和变化的结构带给人美丽的视觉体验，而汉字
和谐优美的音韵如同一曲曲美妙的音乐，带给听
说者美妙的听觉体验。

古往今来
音韵之美宛如歌

音韵也叫声韵。音韵的核心是汉字的声、
韵、调三者的结合，和现代语音学里面的元音、
辅音、声调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副教授李禄兴认为，汉字的音韵美不仅仅
表现在押韵上，很多汉语的句子本身就是由声调
构成的美的旋律。例如，元代关汉卿的《南吕·一
枝花·不伏老》 中：“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
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这句话
读起来就抑扬顿挫，琅琅上口，如音乐中跳动的
音符。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冉启斌也认
为，古代文学作品中经常使用音韵手段来增强作
品的感染力，提高其艺术美感，如叠字、叠词或
叠句，双声或叠韵，巧用声调等。

汉语的音韵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社
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唐正大指出，中国
古代的韵律文学，从古老的 《诗经》 开始，到

《离骚》，再到汉唐以降的诗词，直至今日仍经久
不衰，创作者和读者对于韵律和谐、平仄有序的
音韵之美有着极其执着的审美和坚持。这种文化
底蕴，不仅有汉语的语音特征作为其物理载体，
更体现出人类对于音乐艺术之美的永恒追求。大
家耳熟能详的 《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全诗朗朗上口，韵律和谐悦耳，其中双声
和叠韵的巧妙运用，读来别有一番情韵。

在外国人眼中，汉语是如音乐一般的语言。
外语中没有汉语的四个声调，因此外国人听汉语
音调的高低起伏，就如同欣赏音乐一般，觉得听
说汉语是一种悦耳的享受，并深深为汉字的音韵
美而着迷。

理解不同
初学更感音韵美

与许多中国学生对汉字音韵熟视无睹的情况
相反，曾在泰国从事汉语教育的黄老师反映，刚
接触汉语的外国学生对于汉字的发音更敏感，许
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发音和韵律，在他们看来就有
很多虽不理解却很感兴趣的地方。通过多学多
问，就会挖掘出汉字音韵背后的文化知识，加以
学习和理解，他们会进步迅速，也会对学好汉字
发音产生浓厚的兴趣。唐正大在这一点上也颇有
感触。他认为，既然我们享受了音韵之“美”，同
时也意味着得遵循音韵之“限”。要学成“地道的
汉语”，音韵和韵律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因为
它是中国人约定的韵律美的模式。若无视它，不
美不说，还会触“雷”，说出诸如“大街上黑
暗”、“我在浇灌花”这种看不出外伤的“残句”
来。因此，作为对外汉语教师，应该抓住留学生
对音韵的敏感，教会学生欣赏音韵之美，从而帮
助他们更好地学习汉语。

巧用音韵
汉语学习不再难

来自新西兰的丹尼尔已经在北京生活两年
了，初学汉语时，他就在汉字的语音上闹过笑
话。一次，他打车回学校，明明说的是“北京语
言大学”，却被司机听成了“北京音乐大学”，直
说没有这个地方，这让他对自己的中文发音自卑
不已。为了把话说清楚，把语调弄准确，丹尼尔
在老师的帮助下，把一些生活中常用且容易混淆
的字词按声调和韵律编成类似顺口溜的小段子，
并仔细标上每个字的解释，闲暇时候就拿出来念
念。这一招挺灵，他的口语很快得到了提高。

尽管在汉语学习中，音韵的识别存在困难，
但巧用音韵却能将汉字的学习变得简单而有趣。
以音韵为主线编写的 《中华字经》 就受到海外中
文学校孩子们的喜爱，在教学实践中也取得了很
大成功。

“韵”作为开启中国古文化的钥匙，被认为是
最古老、也是最有效的一种记忆方式，《中华字
经》 以四字一句、八字一韵、分门别类、韵语连
篇的形式，巧妙地串起几千个汉字。孩子们在摇
头晃脑的诵读中，抛开传统枯燥的拼音识字，借
助汉字音韵的抑扬顿挫，让汉字更加牢固地印在
脑海中。

生活在美国加州的 6 岁男孩刘亮亮就是巧用
音韵学习汉语的受益者。通过诵读 《中华字经》，
他在 4个月内就学会了 4000多个汉字，单字识字
量达 90%以上，这样的识字量即使和国内同龄孩
子相比也很惊人。通过 《中华字经》 的学习，亮
亮的综合学习能力也得到了同步提高，能看懂的
中文书越来越多。

汉字音韵之中蕴含着中国千百年来的文化精
髓，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童谣、绕口令、唐
诗宋词、歌赋名篇……不仅是学生时期的功课，
也不仅是语言学家的专利。作为一个中国人，受
惠于祖先的恩赐，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汉语，
在音韵美中进行着日常生活工作。那么，在闲暇
之余，我们是否能静下心来欣赏一下汉语、感受
中国传统文学遗产中蕴含的音韵之美呢？

读出汉字音韵美

抑扬顿挫学中文
王 冀 雷天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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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开始了，海外中文学校
也陆续开学。从四五岁到十五六岁
的华裔儿童少年在学中文的路上开
始了新的旅程。

曾有家长抱怨，生活在海外的
孩子学中文很难。的确如此。没有
语言环境，看不到学习的用途，还
要占用休息时间，这些对于懵懂的
孩子来说是挺难的。但随着年龄增
长，学习程度加深，除语言外，越
来越多中国文化内容的加入，会不
断提高孩子的学习兴趣。当然，在
这个过程中，家长和老师的作用至

关重要。
原中国社会科学

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
中筠曾经撰文谈到过
中文的两大特点：一
是口语和书写文字二
者相对独立。虽然方

言口语多种多样，但“书同文”。学
文化从识字开始，能正确地读写，
用多少字和词是衡量一个人基础文
化程度的重要标准。二是成语、典
故特别丰富，并且已经融入日常话
语中。生为华裔，如果不能欣赏中
国文字和文学中那么丰富美好的东
西，是很可惜的。

对于海外华裔子弟来说，中文
是他们的祖籍国语言。从小学习中
文，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在同时
接受所在国文化时，取舍之间，品
位就会不一样，会自然而然地对中

国文化，对中华民族产生亲近的感
情。一个人的家乡、故土、精神故
乡是不可替代的。为了让海外的华
裔 子 弟 长 大 后 不 成 为 “ 无 根 之
人”，从小引导和帮助他们学习中
文，了解中国文化，培育其对祖籍
国的感情是十分必要的。儿童少年
时期是学习语言的黄金时期，不容
错过。让海外华裔子弟在学习所在
国语言文化的同时，坚持学习中
文，就是在培养他们对祖籍国文化
的认同和亲近，培育他们的中华文
化之根。

学好中文 了解中国
刘 菲

点 点

滴 滴

在北京的大小相声剧场，经常可以看到一位身着长衫，
一脸灿烂笑容的年轻人。他站在一张小方桌后面，说一口流
利的北京话，和他的搭档一起有板有眼地表演相声，引得台
下时常哄笑一团。他就是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
业的日本留学生西田聪。

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西田聪曾因口语不好发愁。经老师
推荐，他第一次接触了相声这门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结识了当
时定期在北京语言大学授课的相声名家丁广泉老师。欣赏了
丁老师的外国弟子的相声表演之后，西田聪虽然不理解语言背
后的意义，但却被这种绘声绘色的表现形式深深吸引，对相声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坚持每周来上课，跟丁老师学艺。

相声这一传统曲艺形式，对表演者的中文水平要求很
高。相声中的语言多源自生活，非常接地气，这对当时口语
不太好的西田聪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他回想丁老师第一
次听他表演相声，对他说：“你的口语太差了！”这让西田聪
印象非常深刻。为了锻炼自己的口语，西田聪付出了很多努
力，他同时结交了5个中国语伴，和他们一起学习、吃饭、出
游，感受生活中的语言。为了学习更接地气的汉语，西田聪
用了很多“奇怪”的方法：模仿电视广告词，从“黄金搭
档”到“蓝翔技校”；录地铁里的广播和公交车上售票员的
话，回来一遍一遍地听；模仿综艺节目，前阵子很火的“跑
男”就被他时常挂在嘴边。

经过丁广泉老师的指点和自己的刻苦努力，西田聪进步
很快，口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可以
流利地背诵大段的台词，并开始尝试着自己创作、改编相
声。然而，新的挑战正在等待着他。在一次丁老师的课堂表
演上，西田聪使用了 《水浒传》 里的水泊梁山和梁山伯与祝
英台这个包袱，丁老师看完之后对他说：“你真的理解这个包
袱里面的含义吗？”西田聪老实地回答：“没有。”这才意识
到，要想把观众逗笑，光是把话说出来而没有真正理解其中
的意义是不行的。

西田聪意识到自己在中国文化知识方面的缺乏，开始大量
地阅读中国的古典名著、诗词歌赋、民间俗语。并在认真研读
理解之后，将其变成包袱，放到自己的相声创作中。在《北语故
事》这部作品中，他就使用了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这个历史
知识，将其编成包袱，将诸葛亮、孔明、卧龙说成3个人，触发了
观众的笑点。西田聪还将自己学习中文时犯的错误、闹的笑话
放到相声创作里，例如“上下不安”（忐忑不安）、“水许传”、“水
壶传”（《水浒传》）、“文化造纸（旨）”（文化造诣）等。将这些亲
身体会的错误放到相声里，既真实又新颖，不仅是很好的题材，
也为其他留学生朋友总结出了外国人学汉语中常见的错误。

对于相声的热爱让西田聪为之付出了很多努力，而努力终
究会得到回报，现在，人们看到了一个在相声舞台上生龙活虎、
应对自如的西田聪。西田聪说，学习相声对他的中文提高有很
大帮助。练习贯口、唱段规范了他的发音，京味十足；读名著、
古籍丰富了他的文化知识；相声内容的丰富多彩让他的日常口
语更地道。在采访的最后，西田聪也分享了他甜蜜的烦恼：

“现在我走在大街上，开口说中文，没人相信我是日本人了。”

“我用中文逗您乐”
雷天戈

““我用中文逗您乐我用中文逗您乐””
雷天戈雷天戈

不少女孩子在小时候都有
偷偷拿妈妈的化妆品涂在脸
上，或偷偷试穿妈妈的裙子和
高跟鞋的经历。我也不例外。

小时候总是想变得成熟。
街上的大姐姐们化着漂亮的
妆，穿着轻盈的裙子，走起路
来，高跟鞋发出悦耳的声音，
这一切都让我好羨慕。有一
天，我在家中的柜子里无意中
发现了妈妈没有放进化妆包的
一支口红。我没有多想，就拿
着口红来到镜子前。

打开口红盖，发现口红是
粉红色的，这让我有点失望，
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拥有红红

的嘴唇才是成熟的象征。虽然
失望，但我还是拿着口红涂了
起来。

也许是力度过大吧，就在
口红刚碰到我嘴唇的时候，一
下子断掉了，一截掉在地上。
我心里很害怕，为了不被妈妈
责备，我捡起地上那截断掉的
口红装回口红套管里，然后把
口红放回柜子里。妈妈回來的
时候，我不敢承认错误，看妈妈
沒有发现什么，我也不打算跟
她解释我做的“错事”。

谁知第二天妈妈下班回家
后就开始抱怨那家卖口红的商
店，说他们卖的东西不干净。

在爸爸细问之下，妈妈说出了
原因，原來她在口红上发现了
一根头发。虽然我知道肯定是
我把沾着头发的那截口红弄回
去的，但我当时什么都沒说，
只是低头吃饭。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
来覆去睡不着。凌晨时，我终
于忍不住跑去叫醒妈妈，把整
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出乎
意料，妈妈并沒有责备我，只
是对我说，下次如果发生这种
事情应该主动给妈妈讲。

这件童年时的往事尽管已
经过去多年，但仍令我记忆犹
新。 （寄自加拿大）

一天，我坐在学校教室里，这是一节很无聊的课，我
的脑子开起小差儿来。转头向外看，哇！树叶怎么这么快
就变红了？好美呀！别的树都是绿绿的，但是就这一棵树
的树叶是红色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去弗吉尼亚看枫叶。快到
山底的时候，红色断断续续地跳出来，进入我们的视线。
车子沿着山路一路开上去，越往上开，红色越多，大片大
片的红色映入眼帘，满山满坡都披上了红色的外衣。

我家后院也有一棵树，很矮。虽然很小，但入秋以
后，它的叶子也会变红，红得像一团火。

在我教室外面的那棵树很大，它的树皮很粗糙，甚至
可以一片一片地撕下来，整个树干是深棕色的。仰头往上
看，只见很多拐来拐去、长短不一、形状也不同的树枝。
树枝上的树叶不是一个颜色，而是由深浅不同的橙色和红
色拼起来的。从远处看，这棵树是橙红色的。

我觉得秋天最能让人记住的就是那山坡上、街道边的
美丽红色。 （寄自美国）

秋天的颜色
万子易（12岁）

口红的故事
严婉文（19岁）

2013年 8月，我第一次来到北京。一下飞机，我
就发现北京非常漂亮，后来生活一段时间后，我更发
现北京生活是那么丰富多彩。一年的时间里，我不断
发现新的地方，收获新的情感。我很想说说我对北京
这个美丽的城市的印象，很想向你们介绍一下北京的
四季。

春天——最多彩的季节。到处是花儿的芬芳，天
气变得暖和起来。北海公园里春色撩人，樱桃树开花
了，柳树也发芽了，国花牡丹开得十分茂盛，散发着
淡淡的清香。

夏天——北京最热的季节。每个公园都绿融融
的，每个人都欢欢喜喜的。朝阳公园是一个我特别喜
欢的地方，这里到处都有快乐的人群：家人、情侣、
朋友都愿意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来这里野餐。小孩子玩
球、钓鱼；年轻人玩轮滑、跑步； 老人打太极拳、
踢毽子……无论你什么时候来，这里都很热闹。胡同
里的夏天也很特别。在长长的、灰色的胡同里，你可
以跟当地人学怎么打麻将，品尝各种各样的可口的串

儿， 吃红红的西瓜解暑。也可能遇到一场
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你得尽快跑到一个地

方避雨，往往过不了多久，太阳就会重新
露出脸来，这时灰色的胡同会显得很通
透，和平时不太一样。

秋天——最浪漫的季节。树叶开始从树上落
下。这时的最好去处是香山，因为那里的每棵树都
变得火红火红的。美女们都喜欢去那儿，在红叶映衬
下拍许多照片。看江山如画，享受美丽的香山的秋
天。中秋节与国庆节也在秋天来临。很多外地人会来
北京参观名胜古迹，感受首都的魅力。在颐和园这个
昔日的古代皇家园林里种着许多银杏树，秋天来临
时，树叶变成纯净的黄色，就仿佛整棵树穿上了一件
黄金色的斗篷。 中秋节时公园里会变得很拥挤，人
们高兴地唱歌、跳舞、吃月饼，放眼一看，到处都是
花团锦簇。

冬天——最寒冷的季节。这期间人们常常喜欢在
后海见面。因为天气冷，什刹海蓝色的水面结了冰。
有时候，我和朋友会在冰上滑雪橇，尽管冷得要命，
但我们仍不断地大笑，感觉很快乐。如果再去吃个涮
火锅，那种幸福感无以言表。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
节日，人们纷纷回老家跟家人团聚，一起过年。春节期
间的北京，少了往日的喧嚣，街道上人很少，显得很安
静。进入夜晚，你能看到五彩斑斓的焰火点亮夜空。

中国最有名的象征是长城。一般来说最好在天气
暖和的时候去游览，但是也不尽然。下雪的时候，如果
你站在长城上眺望远方，白色的雪与灰色的长城搭配
得是那么和谐，像一条巨龙伏在山上，雄伟又美丽。

北京有很大的魅力，有很多人来到这里，却很少
有人舍得离开。我已经在这里经历了 4 个季节，这 4
个季节皆是好时节，各有各的颜色与优美。正因
为这样，北京才成其为北京。（本文作者系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西班牙留学生）

北京的

四 季
贝 雅

图为西田聪 （左） 正在表演相声图为西田聪 （左） 正在表演相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