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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文

近日，2016北京外国留学生汉语辩论邀请赛决赛在北
京电视台《北京客》栏目拉开帷幕，来自京津冀4所高校
的代表队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中决出了冠亚季军：北京语言
大学代表队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代表队分别夺得冠军和季
军。

实践证明，作为一种语言类比赛，辩论赛能够帮助外
国汉语学习者在“会说”中文的基础上，进一步 “说
好”中文。

提高语言能力

辩论，是指彼此用一定的理由来说明自己对事物或问
题的见解，揭露对方的矛盾，以便最后得到共同的认识和
意见。在辩论赛中，辩手需要在正方与反方、观众与评委
面前就某一问题侃侃而谈，阐明己方观点，反驳对方观
点。这就需要辩手具有较强的语言组织能力，不仅要口齿
清晰，还要注意语速语气。所以，辩论赛往往能够有效地
训练汉语学习者快速准确使用中文进行思维和表达的能
力。

本次辩论赛北京语言大学代表队的指导教师孟德宏认
为：辩论赛能够提高汉语学习者的语言能力，主要体现在
3方面。一是精炼性。在辩论赛中，每个辩手的发言时间
有限，必须压缩语言，这就要求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将自
己的观点阐述完整。二是准确性。在辩论赛中，辩手说的
每一句话都要在论点上，不能说太多相关性不强的内容。
而且一个句子的“杀伤力”往往就集中在其中一个词上，
所以辩论中的用词也要力求准确，不能出现语义混淆、自
相矛盾、含糊的情况，以免被对方抓住而作为其攻击点。
三是幽默性。在辩论赛中，如果辩手一直板着脸讲大道
理，就会减少聆听者的兴趣，减弱语言的感染力，所以学
生还必须试着增强中文表达的幽默性。

北京语言大学代表队辩手巴图萨娜是来自蒙古国的留
学生，她说：“通过这次比赛，我的听力水平和口语语速
都有很大提高。刚开始参加辩论训练的时候，老师给我们
示范的语速特别快，我有些跟不上，很容易漏听一些内
容。现在，我不仅能听清楚别人语速很快的中文表述，自
己说汉语的速度也大大提高了”。

同时，从学汉语的角度来说，辩论赛能快速增加留学
生的中文词汇量。因为辩论赛的议题涉及面广，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均包含其中，所以在训练和现场辩论的过程
中，留学生会接触到很多在课堂上没有学过的词汇。北京

外国语大学最佳辩手、来自马来西亚的许曼文举例说：
“在准备‘结婚随份子钱的习俗是否合理’这个辩题时，
我学到了一个新词‘攀比’，知道了它是指人们之间盲目
比拼的意思。巧的是，在一次考试中碰到了这个词，其他
同学因为没学过而不会，我却答对了，心里还暗暗有些小
得意呢。”

加深文化了解

辩论赛的辩题范围很广，涉及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理
解辩题、搜集信息、准备陈述的过程，也是辩手加深对中国
文化和中国社会了解，感知国与国之间文化差异的过程。

本次辩论赛北京外国语大学代表队指导教师夏菁说：
“一方面，同一个问题，站在中国人的角度上看是一种观
点，而留学生站在其本国文化的角度上看可能就是截然不
同的另一种观点。所以，辩论中他们既在感知中华文化，也
在感知文化差异。另一方面，为了打动观众、打败对手，在辩
论场上辩手通常会举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来论证自己
的观点，运用相关成语和俗语来增强语言表达的力度。这些
成语、俗语、事例背后蕴含着中华文化，选手们通过学习，正
确地运用它们，也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理解。

北京语言大学代表队辩手、韩国留学生朴镇水说：
“从初赛到决赛，我们一共讨论了 5 个辩题，其中我印象
最深刻的一个辩题是‘生育二胎会不会使女性在职场中处
于弱势’。在准备这次辩论的过程当中，我了解到很多关

于中国的职场文化、生育观念、女性地位等课本上没有的
内容。我发现中国女性特别厉害，我很佩服她们，她们是
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巴图萨娜说：“我们第一场比赛的辩题是‘把年迈的
父母送到养老院弊大于利’。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愿意把年
迈的父母送到养老院，认为应该把父母留在身边，照顾他
们，陪伴他们。通过这场比赛，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了中
国人孝敬父母、赡养老人的传统。”

培养汉语思维

中外差异不仅体现在文化上，也体现在思维上。要想
做一个好的中文辩手，就必须培养自己的汉语思维，用中
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去思考，用中国人易于接受的方式来
表达。只有这样，才能击败对手、打动评委、征服观众。

孟德宏说：“用中文进行辩论，最基本的要求是表述顺
畅，进一步的要求是表述要符合语言逻辑。辩论赛不仅考验
参赛者的汉语表达能力，同时也考验其汉语思维能力。”

北京语言大学代表队辩手黄情情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
留学生，她说：“在辩论中，如果用自己的母语来思考问
题，思维就会很混乱，甚至可能跟不上对方的节奏。要想
既准确又流利地在辩论时表达我方的观点，就必须培养汉
语思维，让它们内化，留在我们的血脉之中。这样对方随
便抛出一个问题，我们都能够轻松从容地回答。”

“在比赛中，我们必须学会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思
考并进行辩论，否则我们对于辩题的理解就会有偏差，也
不会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我们队的几个人来自不同国家，
刚开始培训的时候，大家有很多意见分歧，每个人都在用
自己的思维方式思考辩题，很难达成共识。一个辩题，我
们需要多次讨论，结合每个人的观点，再参考辅导老师提
供的思路列出辩论思路。改变思维方式的过程是很困难
的，但是在老师、同学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终于做到
了。”朴镇水如是说。

其实，文化的纵横交流和思维的理论争辩一直伴随着
汉语的演进历程，从庄子和惠子关于“鱼之乐”的辩论，
到公孙龙提出的“白马非马”命题；从诸葛亮舌战群儒，
到朱熹陆九渊“鹅湖之会”……汉语正是在文化和思维的
交流、碰撞中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外国汉语学习者参与
辩论赛，这本身就是对自己中文水平的挑战，同时通过辩
论赛，也会更加清晰地发现自己知识上的不足，找到努力
方向，进而促进自己整体汉语水平的提升。

唇枪舌战辩是非 据理力争论高下

辩论也是学中文好途径
谢 丹

虽然客居英伦多年，但乡音仍是我最能表达情感的载
体。我想，每个海外华人内心深沉而不平静的感情，也会
时时被它触动。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
听到熟悉的乡音，甚至可以面对面地视频交流。但是，我
更渴望真正地置身其中，每时每刻都被那熟悉的乡音包围
着，只有那样，我才会感到踏实，感到自己就是其中的一
分子。

记得第一次回国在首都机场转机，我推着行李车不小
心碰到了一个小伙子，我赶紧说sorry，小伙子用奇怪的眼
光看看我，我马上意识到该改口说“对不起”。真是的，
回到熟悉和思念的地方，反而不习惯了，话也不会说了。

我出生在上海，后来随父母支援大西北来到西安，但
是上海方言仍是生活中的主要语言。上学时说的是带上海
口音的普通话，工作后才渐渐学会了西安方言。这是两种截
然不同的方言，上海话吴侬软语，听起来很温柔；西安话粗
犷奔放，说话人往往习惯高声大嗓。我刚开始学西安话时，
除了说话软绵绵的，没有气势外，还闹出了很多笑话。第一
次到农户家里吃饭，好客的主人端出菜卷，指着边上的一碟
调料水说“蘸着吃”，我就马上站了起来，身边的人开始莫名
其妙，明白后又哈哈大笑。原来，西安话把“蘸”发音成zān，
我说惯了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卷舌音都不卷舌，所以把

“蘸”当成了“站”，这件事至今都被当年的同事当成笑料。

记得刚到英国时，通讯手段远没有像现在这样便捷，
与国内联系主要靠写信和打电话，写信很慢，而国际电话
费又很贵。所以，每周通过电话跟家人和朋友用家乡话聊
上几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己的思乡之情，但的
确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后来结交了几位来自西安的朋友，
我们聚在一起常常用西安话交流，感觉特别过瘾。

有一次，我到伦敦参加全英中文教育促进会的会议，边
上两位老师的吴侬软语钻入我的耳中，也顾不得互不相识
的尴尬，我凑过去用上海话自我介绍，然后加入了她们的聊
天，操起久违的上海话，那感觉别提多惬意了。我的学生家
长中也有几位老乡，我们之间的交流也大多使用方言。

英国的 A2 中文考试 （相当中国的高考） 内容中有一
篇论文，我有一位祖籍上海的学生，他论文的内容就是如
何推广和传承上海话。这个从小生长在海外的孩子能够关
注祖籍国，关心故乡的方言，并愿意为此而做出努力，这
是十分难得的，也令我这个汉语老师倍感欣慰。前几天，
几位家长联系我，希望我能在暑假期间给他们的孩子补习
中文。他们说：“我们就是希望孩子们在假期也能经常置
身于中国语言的环境之中。”

现在，中国走出国门的人越来越多，把中国的语言和
文化带向了世界各个角落。在我所居住城市的街上经常能
见到同胞的身影，耳边不时飘来熟悉的乡音。诗人北岛在

《乡音》 这首诗中有一句话：祖国是一种乡音。这个表达
太贴切了。在海外华侨华人眼中，早已把乡音的范围扩充
为汉语。不管中国哪个地方的方言，都是乡音，听到后都
倍感亲切。即使是老外，如果能用中文与我们交流，也能
瞬间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是啊！祖国虽然离我们很远，
但听到汉语、听到乡音就仿佛回到了它的怀抱中。

（本文作者系英国利兹普通话中文学校汉语教师）

乡音承载着我的家国情怀
孔 幸

近日，在北京语言大学2016届学生毕业典礼上，一批来自世界各地
的留学生完成了在中国的学业。不同肤色的他们身穿学位服，满怀喜悦
地从校长手中接过学位证书。

素有“小联合国”之称的北京语言大学，是我国开展汉语国际教育最早
的高校之一，也是留学生人数占学生总数比例较高的大学。本届毕业生来
自世界51个国家，其中既有韩国、日本、美国等来华留学生“大户”，也有吉
布提、智利、突尼斯等人们了解不多的国家。其中本科生 234人、硕士生 96
人、博士生14人。

几年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使这些外国青年对中国的了解从一无所
知到如鱼得水；中文水平从“你好”“谢谢”到看书、写论文。在他们的
青春记忆中已经深深地留下了中国的印记。 （王黎黎）

各位读者朋友：
《学中文》版于6月20日推出了新栏目

《梦里乡音》，为大家搭建起一个抒发思乡情
怀的平台。许多海外版的老读者看到后纷纷
反馈，表示对于《学中文》版上的这个新栏目
很感兴趣，有话要说，有感要发。

每个人都有故乡，每个人心底深处都
有难忘的故乡情结。故乡情结不仅不会随
着时光的流逝而被淡忘，反而会随着年龄
的增长而在心中扎根。夜深人静之时，传
统佳节之际，亲人寿诞之日往往更会心潮
澎湃，难以自己。伴随着故乡情结最直接
的表象就是乡音。不论离开故乡多久，不
论距离故乡多远，乡音都会伴随着儿时的
回忆，或清晰、或模糊地永远留存在我们
的记忆中。谈论乡音，就是在回望故乡；
回味乡音，也是在思念祖国。中国地域辽
阔，方言种类难以精确计数。但正如一位
海外华人所说，从小处论，自己出生地和
童年生活之地的方言是乡音；从大处论，
汉语即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乡音。

正因为如此，我们非常感谢广大读者
的关注，也非常希望收到大家的来稿，谈
论关于乡音的所思所感，讲述在海外由乡
音而引发的趣闻轶
事 。 文 章 可 长 可
短 ， 风 格 轻 松 自
由，若配以作者照
片一帧则更妙。是
为约稿启示。

——刘老师

图为辩论赛现场 图片来源：齐鲁晚报

今 天 我 们 毕 业 啦

不久前，我参加了
2016 年在沪华裔留学生
夏令营。3天时间里我过
得十分充实，遇到了很
多有趣的人和事，对自
己的华裔身份有了更多
的认知。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访问了嘉定小庙村陆
秀芬阿姨的家。我们受到
了她的热情欢迎，吃到了
真正的农家菜，还学了粽子、煎饼、草编包的制作方
法。我没想到上海竟然还有这么具有乡村风味的地
方！我体验了编草鞋、草包和杯垫，我觉得蛮有意思
的。但教我们的阿姨却说：“草编手艺面临着没有下一
代继承人的难题”。听了这话我觉得很可惜，因为草编
有悠久的历史，是一种中国传统技艺。我们应该多关
心、学习和继承这些古老的传统手工技艺。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是参观上海中心。当时
它尚未正式对外开放，我们夏令营成员有机会前往
参观，使我产生了几分优越感。我们坐上电梯，在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就到达了580米高的118层。有
点遗憾的是，我们去的时候有雾，从楼上向外望
去，周围白茫茫的，只能模糊地看到外滩的样子。
之前我去过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那时环球金融中心
是上海最高的建筑，但现在我可以在上海中心看到
环球金融中心的顶楼。我觉得，这一座比一座高的
建筑就像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似的。

通过这次活动，我有幸认识了来自6所大学、15
个国家的 29名同学。我们在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
时光。

参加完夏令营，我感到有了压力。以前我认为
自己比一般日本人更了解中国，我已经在中国 3 年
了，生活中没有任何困难。但这次活动让我认识了
很多跟我一样的华裔学生，他们不仅知道自己国家
的文化，还了解很多中国的文化，中文水平也非常
高，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我的妈妈
是中国人，所以我从小就有学习汉语、接触中国文
化的机会，但我一直不肯认真学。直到来中国以后
才正式开始学习汉语。现在我很后悔，觉得自己对
中国的文化和历史知之甚少。

日语中也有汉字，所以日本人学习汉语相对容
易一些。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日本人学习中文，
也希望中日两国加强经济、文化交流，中日两国人
民增进了解和沟通。

（本文作者系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日本留
学生）

我的妹妹绮其快到6岁生日时，我和爸爸妈妈准
备给她办一个游艇生日会为她庆祝。妹妹决定，不
但不收生日礼物，还要帮一个慈善组织募捐，募集
到的钱帮助中国一些偏远地区的学校增强师资力
量，让那里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妹妹之所以有
这个想法，是因为去年爸爸妈妈曾经带我们去过云
南一个地方的学校，看到学校的情况后，妹妹就想
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们。

不巧的是生日会那天早上，我和妹妹都生病
了，不停地呕吐、咳嗽，妹妹病得更重些。妈妈带

她去医院看病，医生说她得了支气管炎。而通常支
气管炎会导致支气管痉挛和咳嗽，需要待在医院里
治疗。但是生日会还是要照常进行，因为邀请的客
人已经按时出发了。小朋友们来了，爸爸妈妈的朋
友也来了，大家玩得很开心，也都很想念这个生日
会的主角绮其，大家在视频电话里祝她生日快乐。

虽然绮其没能参加自己的生日会，但是并没有影
响我们为慈善组织募捐，我们募集了近1万元呢。我和
绮其都很高兴，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经历中的一件重要
事件。这个没有主角的生日会令我难忘。

（寄自美国）

一次难忘的夏令营
清水优妃

一次难忘的夏令营
清水优妃

没有主角的生日会
陈致之（1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