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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是承接春节的又一股节庆热浪。作
灯诗、猜灯谜、贴灯联，人们用汉语将浓烈的
节庆气氛点燃，在字里行间传达情感与祝愿。

猜灯谜 趣味多

“十五天”打一个字，胖；“七仙女嫁出去
一个”打一成语，六神无主；“红公鸡，绿尾
巴，身体钻到地底下，又甜又脆营养大”打一
蔬菜，红萝卜；“愚公之家”打一成语，开门见
山 ……面对五花八门的灯谜，猜谜者需要“脑
洞大开”。猜灯谜启迪智慧又饶有趣味，所以流
传久远，受到男女老少的喜爱。

“千里随身不恋家，不谈酒饭不谈茶，日落
西山不见它。你猜这是什么？”现在在天津电视
台做主持人的乌克兰小伙儿耶果和笔者打趣
道，笔者回答说是影子，耶果笑道：“是影子。
猜灯谜太有意思了。”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苗笑武认为，“猜
灯谜”对于学习汉语帮助很大，首先是寓教于
乐，能够进一步激发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兴趣。
中国灯谜内容丰富，包含字谜、成语、人名、
动植物、典故等，外国人可以借助猜灯谜内容
活学活用汉语词汇，加深对汉语语素的理解。
比如灯谜中的字谜“七十二小时”，谜底为

“晶”，可以帮助外国人进一步理解汉字中会意
字的内涵。其次，可以帮助汉语学习者深入理
解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一些带有习俗知识的灯
谜揭示了中华典故，如“兔子请老虎”，谜底是

“寅吃卯粮”，其中包含了中国的生肖文化、天
干地支的对应等知识，猜谜者通过探求谜底，

可深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贴对联 节意浓

元宵佳节，有对联一副“增福添喜”：时际
上元，玉烛长调千户乐；月当五夜，花灯遍照
万家春。春节，也有春联一副“恭贺新春”：迎
春迎喜迎富贵，接财接福接平安。清明节，有
对联一副“寄托哀思”：睹物思亲常入梦；训言
在耳犹记心。端午节，有对联一副“抒情言
志”：龙舟竞渡，不忘楚风余韵；诗台抒怀，更
忆圣哲先贤。中秋节、重阳节……对联包含着
诗词歌赋，体现着汉语言文字的声韵美、形式
美，寄托着人们的情感愿望，体现着作者的才
思。

“‘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前车后撤两
轮左右走高低。’这是我记得的一副对联。我认
为接歇后语、对春联、打灯谜等汉语言游戏非
常有趣，也很深奥，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的中华
文化知识。”来自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专业的日
本留学生西田聪说。

“对联要求对仗，即语义上要求相对、相
类、相似，同时也蕴含了相异；韵律上除了整
齐对等以外，还要求音韵平仄相对，这样读起
来才好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
员唐正大如是说。

苗笑武认为，常见的春联表达一种中国民
俗心理，求富贵、兴旺、和睦、平安等，如“一帆风
顺全家福，万事如意满堂春”，浅显易懂，寄寓美
好愿望。外国人认识了解这样的春联容易融入
中国人日常生活，贴近感强。而一些有诗词特

征的对联则彰显中国文
学的魅力和文化意境，
如郑板桥的“汲来江水
烹新茗，买尽青山当画
屏”，能够让外国人在
学习汉语基础知识的同
时，领略到中国文化的
美学高妙境界。

民俗字 寓意美

下图中几个笔画繁琐、似曾相识但又叫不上
名字的“字”是民俗字。民俗字是民间喜闻乐见
的一种书法形式，又叫组合字、团结字等。民俗
字不仅具有装饰性，还表达着吉祥的含义，是中
国传统吉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春节这
样的喜庆节日中常常作为窗花张贴。如第一
张图中的民俗字，是“招财进宝”4 个字组成，4
个字巧妙地构图，形成一个具有美感的“新
字”，传达一种吉祥的寓意。第二张图是人们
最熟悉的双喜字，在新婚场所贴于新房内，也
设计在各种结婚用品上。两个喜字方正对称，
寓意结婚男女并肩而行，其中的 4 个“口”字寓
意“子孙满堂”。第三张图“日日有见才（财）”
为明朝大才子唐伯虎所创，原义勉励自己每天
要勤奋。后被人们延伸为日日见财，亦通“日
日有见财”、“日日有财见”。

“民俗字是已有汉字的组合，即一些具有吉
祥、喜庆意义的字眼的组合。它们的文化彰显
和传播功能所起作用的范围是特定的，例如招
贴画等，基本略等同于绘画，或者是介于绘画
和文字之间的形式。有意思的是，这种文字组
合规则，也往往是汉字造字法的延伸。例如上
下结构、表里结构等等。”唐正大说。

对联、灯谜和民俗字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
语言民俗形式，它们既有游戏的欢愉，又有教
化的深意，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珍宝。

“对联包含中国人天地和谐的观念，灯谜依赖
对于汉字音形义的熟练把握，民俗字积聚吉祥祝
愿，这些语言民俗形式依靠汉字音义二维、符号繁
多、语素定型等特点，提供了丰富的汉民族文化信
息。想要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人，不妨参与这些
活动，不仅有利于学习汉语，更有利于理解中华文
明。”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李
明洁教授如是说。汉语在节庆民俗中的使用与发
明，体现汉语的特点与文化魅力。发扬这种魅力，
让世界更喜庆，更和谐，更精彩。

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民间有一个
说法，叫作“没过十五都是年”，意思是说，只有
过了正月十五，春节才算真正过去，回家团聚过
年的人才能再次离家启程远行。正月是农历的元
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
节。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一
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因此元宵节又称为上
元节。按中国民间的传统，在这一天要点起彩灯
以示庆贺，所以元宵节又称为灯节。现在你知道
了吧？上元节、灯节、元宵节说的都是正月十
五。赏月、燃灯、放焰火、猜灯谜、吃元宵……
人们在正月十五要再热闹一番。

元宵节的一个重要活动内容是猜灯谜。它是
一种机智、诙谐的文字游戏，以汉字的形、音、
义为基础，利用字形的拆分离合、增补、减损等
方法构成谜底与谜面。古时把谜语写在灯上，高
高挂起，供众人猜射，所以“猜灯谜”又叫“打
灯谜"。灯谜体现着中文的精妙和魅力，作为中国
独有的民间文学艺术形式而流传千百年。灯谜雅
俗共赏，文人雅士自然大显身手，平民百姓，甚
至是文盲也能参与其中，不少民间灯谜就是靠口
口相传而流传下来的。

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内容
改变，过元宵节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但汉语这
座“金山”始终是我们背靠的支点。稍加留意就
会发现，在不少中国传统节日中，都有汉语、汉
字作为主角的活动内容：春节制作春联、元宵节
猜灯谜、中秋节吟诗作画……近年来，不少海外
中文学校和孔子学院把中国传统节日作为学习中
文、展示中华文化的一个良好时机，在节日前后
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学生。发掘和传承
中华文化传统是当代中国人的责任，而对于众多

的海外华裔子弟和外国汉语学
习者来说，利用中国传统节日
这个时间节点参与相关的文化
活 动 ， 既 能 有 趣 味 地 学 习 中
文，又能借此了解丰富的民俗
知识，可谓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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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灯谜猜灯谜、、写春联写春联、、辨汉字辨汉字

趁着过佳节趁着过佳节 玩着学中文玩着学中文
凌 波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神秘而古老
的国度，是一片承载着多元文明和悠久
历史的土地，她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孕
育着无数人的梦。

一次，我偶然在一本书上看到了一
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倘若你有梦想，
你应该把它藏在心底，不要随便地宣扬
它，这样做，能给你带来实现梦想的力
量。

其实，在很久以前，我就在心底埋
下了一颗梦的种子——去中国，欣赏中
国的美。这么多年来，我用点点滴滴的
努力不断地浇灌着这个梦想。

我用来浇灌梦想的第一滴水是学习
汉语。刚开始，我真的对这门语言望而
生畏，束手无策。因为无论发音、书
写，还是语法，汉语都与我的母语阿拉
伯语截然不同。它对于一个初学者来
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世界，难免会让
人产生挫败感。但是我没有放弃，因为
梦想的力量支撑着我更加努力和有信
心。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
在汉语的海洋里畅游着。虽然有时会很

累，但我的“中国梦”总能给我以力量
和憧憬，让我继续前进。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后，在学校
举行的一次考试中，我脱颖而出。当我
的老师告诉我，我因为成绩出色而获得
去中国留学的奖学金时，我激动地流下
了喜悦的泪水。在亲人的依依惜别和朋
友 的 欢 送 中 ， 我 踏 上 了 去 往 “ 梦 之
地”中国的路，我的心在梦的光环里无
比欣喜。

很奇怪，第一次来到中国这个仰慕
已久的地方，我并没有感到陌生和隔
阂。一种亲和感让我很快习惯了在这里
的生活，中国仿佛在一瞬间变成了我的
家乡。在这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中，我开
始更加努力地学习汉语，更加认真地了
解中国文化。

我渐渐明白人为什么要谦虚，因为
“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周围有很多值
得学习的人，所以要保持谦虚的心态；
我渐渐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中总会有
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因为“岁寒，然后
知松柏之后凋也”，生活中的困难是在考

验我们；我渐渐明白为什么真正的友谊
总是很平淡，因为“君子之交淡如水”。

我了解了中国人“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的超然心态；“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壮志决心；“斯是陋
室，惟吾德馨”的高洁情操；“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感；
人与人之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与尊重……

假若中国文化是一片汪洋，那我就
是每天畅游其中的一条鱼；假若中国文
化是一片沃土，我就是那上面茁壮生长
的一棵树苗，吸收着中国大地神奇的营
养 ： 谦 虚 、 友 爱 、 真 诚 、 平 淡 、 伟
大 ……我的梦想之树仍在生长着。

（本文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埃及留学
生） 摄影：雷天戈

实现梦想——去中国
俞小玲

春节期间，海外中文学校周末
照常上课。丹华文化教育中心《中
华字经》 1班的李卫老师把教室布
置得年味十足，来上课的孩子们也
都换上了喜庆的节日衣服，头上的
十二生肖头饰还是学校专门从北京
购买回来的呢。课后，孩子们欢喜
地从老师手里接过红包。老师说，
这是对他们小小年纪坚持学中文的
鼓励。

作为荷兰规模最大的中文学校
之一，丹华文化教育中心成立 16
年来，每年坚持开展春节联欢活
动，既有全校集中的文体表演，也

有各班级在课堂上组织的迎新春活
动。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制作

“春”字书签、学写“福”字，背
诵十二生肖……把过年与中文课堂
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鼓励
孩子们坚持学习中文、表彰老师们
的付出和奉献，该校已连续 16 年
在春节期间上课时给学生和老师派
发红包。

大图：手举红包的孩子们和老
师合影。

小图：展示自己制作的“春”
字书签。 （沛 雁）

在中文课堂上过春节

去年9月，我和一位
中国留学生参加了“走
进 日 本 家 庭 ” 的 活 动 。
来到日本快两年了，这
还是第一次到日本人家
里做客。我们去的那一
家几代都是教师，是当
之无愧的“教师之家”。
但这次做客最令我难忘
的，不是美味的日本食
品，而是主人家里随处
可见的中国物件。

这家人十分热爱中
国，家中放满了各种自
中国购入的摆设和装饰
品。他一边兴致勃勃地
带我们参观，一边如数
家珍地介绍着他的中国

“宝物”。
进门玄关处摆放着

一方造型独特、玲珑剔
透的奇石，光滑的石皮
透着微微的红光，我们
问 主 人 这 是 什 么 石 头 ，
主 人 摇 头 说 他 也 不 知

道，那是他在一次去中国旅行时，在河滩上
捡到的。当时觉得这块石头形状很独特，就
带回日本并打磨抛光做成了摆件。

客厅里挂着一幅装饰画，画中无边无际
的沙丘绵延到天际，漫天的黄沙之中，几处
绿洲若隐若现。据主人介绍，这幅画是几十

年前他去新疆吐鲁番旅行时买回来的。他回
忆说，当时的中国和现在很不一样，交通远
没有如今那么便捷。他们一行人坐了好几天
的绿皮火车，又换了几趟汽车，才到达目的
地。但是，当沙漠在他们面前掀开面纱，悠
悠的驼铃在耳边响起的那一刻，连日旅程的
疲劳一扫而空。为了铭记看到的美景，他专
程带回了这幅画，摆在客厅的显要位置。

休息室里铺着的精致地毯、画着传统图案
的中式屏风、吉祥的中国结、秀气的梅瓶……
这些都是主人多次去中国带回的宝贝。这个
摆满各色中国物件的日本人家用一种十分直
接的方式，向客人们展示着对中国的喜爱。

我有一个学生是一名护士。她说，有时
会有一些中国游客去她工作的医院就诊，这
些病人几乎不会说日语。她说，她想和中国
病人直接交谈，更好地安慰他们、减轻他们的
病痛，帮助他们早日康复。为了实现这个愿
望，她开始学习汉语。这个学生随身带着一个
小小的笔记本，每上完一节课，她就在上面写
上新学的字词和句子，然后每天在通勤的电车
上、休息的间隙进行复习。一次课间休息时，
我问她这样累不累，她笑了笑回答说，因为工
作的原因她偶尔也会缺课，班上的同学汉语说
得比她好，所以她要好好加油。每天去上班，
在电车里的通勤时间比较长，能利用这段时间
多学点儿东西，让她很开心。

我想，正是因为日本民间这些喜欢中
国、愿意了解中国的人，中日和平的纽带才
得以延续。（本文作者系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
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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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去湖畔中学上课是七年
级的第一天。刚进学校，就有招待员
欢迎道：“欢迎你来湖畔中学！希望你
今天一切快乐！”我点了点头，有一点
儿紧张，所以赶紧走到七年级新生的
会议室。只见老师和学生正在会议室
里交流着。半小时后，大家彼此都认

识了，一个老师站起来叫我们按导师
组分开，分别跟着导师去他们的办公
室。

我所在的组有 8 个学生，导师姓
陈。陈老师是湖畔中学的副校长和历
史老师。陈老师的办公室比较小，可
是里面有舒服的沙发。陈老师招呼我

们坐下， 然后开始介绍湖畔学校的情
况。其中有两点我最感兴趣，一是5至
11 年级的学生必须留在校园内，但是
12 年级的学生可以走出校园。二是非
常强调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互相尊
重。

谈话结束时已经到了午饭时间。
大家一起走进餐厅。最先吸引我的是
浓香的披萨味。吃完饭，我拿着自己
的上课时间表，按照第一节到第九节
课的次序一一见过我的任课老师。七
年级新学生入校时还有一项内容，要
去一个绘画工作室，每人领一块空白
陶瓷片，可以在上面任意写画。我画
画的水平有限，就写下了愿望：“努力
学习，睡个好觉，吃个好饭。”然后我
找到粉红色和蓝色的颜料，先用粉红
色颜料覆盖白陶瓷片作为背景，再把
蓝色颜料描到字上。写完后，把“作
品”留在店里等烧好以后再来取。

从绘画工作室回到学校的时候已
经放学了。我看见妈妈来接我，就对
我的新朋友们说“再见”。在回家的路
上，我想：“今天过得挺好，我会喜欢
湖畔中学的。”

（寄自美国）

走进中学第一天走进中学第一天
宋雅晨宋雅晨（（1313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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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财进宝 双喜 日日有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