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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文

近日，“一带一路”汉语普通话推广培训基地
（西北中心） 在西北师范大学成立，该基地将成为
中国西北各少数民族和中亚各国语言文化及教育
交流的窗口，并成为“一带一路”国家语言战略
和语言规划智力支持的专业化高端智库。《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确立了普通话是

“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它是我国不同民族
进行沟通交流的通用语言，也是联合国六种官方
工作语言之一。普通话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掌
握的基本技能。

说好普通话意义重大

普通话是目前在中国大陆使用频率最高、范
围最广的语言。不论是对社会还是对个人，从国
内来看还是从国际来看，普通话都有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和地位。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各民族之
间语言文化差异巨大，统一语言普通话的广泛使
用，有效减少语言不同带来的沟通不便和交流障
碍，使跨民族、跨地区的语言交际更加顺畅。中
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师熊燕谈到，随着现代市场
的形成，人口大量流动，跨方言交际、跨语言交
际的需求更加凸显，汉语普通话的作用也越来越
大。比如汉语普通话说“他先走”，赣方言说“佢
先走”，粤方言则说“佢行先”，直接用方言沟通
难度大，使得产生困惑和误解的几率增加，如果
都用普通话，则能更加简便及时地传达信息。

四川省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四川师范大学文
学院教师苗笑武认为，在现代社会，普通话越来
越成为正式场合、商务领域的一种交往礼仪，使
用规范、纯正的普通话是一种修养和气质的体
现，也是对交际对象、合作伙伴的一种尊重。

此外，作为对外的官方语言，普通话是中外
沟通的桥梁，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正如
北京语言大学新闻系郭之恩老师所说，从传播的

角度而言，语言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交流的工具，
更是文化的载体，以普通话为代表的中国语言正
是传播中国文化的先导。

说好普通话并不容易

然而在现实中，说好普通话并不是件容易的
事。许多人因为受当地方言的影响，在说普通话
的时候容易产生语法混淆、词语混用、语音不标
准等方面的问题。其中语音问题往往最容易发现
又最难纠正，还容易闹出各种笑话。

近年来，各地普通话的语音问题就经常成为
相声小品和网络段子的素材，在引起共鸣、博人
一笑的同时，也能够起到引起社会关注、重视普
通话发音的作用。例如，湖南人自称“弗兰人”；
四川人说的普通话叫“川（cuan）普”；福建人经常说

“我们胡建”人，把“飞机飞过去了”说成“灰机灰过
去了”；“l”“n”不分的湖北人永远说不对“榴莲牛奶”
的正确发音。此外，网络上还有一个著名的关于
东北人和福建人成语接龙的段子——福建人：心
心相印→东北人：印 （认） 贼作父→福建人：父

（互） 相伤害→东北人：害 （还） 想咋地。这些令
人捧腹的段子既幽默又典型，妙趣横生地反映了
受各地方言影响的普通话发音问题。

大致归纳来看，普通话发音不标准的问题有
平翘舌不分、前鼻音后鼻音不分、边音鼻音不
分、“f”“h”不分等，且大多数不标准的普通话都
带有方言口音。究其原因，有区域间普通话教育
教学水平不平衡的影响，也有区域间普通话使用
意识不强、从小训练不够的影响。

提高全民普通话水平

在日常生活中，普通话说不标准既降低了信
息传递的效率，增加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成本，
又容易造成误解，闹出笑话。所以，提高全民普

通话水平很有必要。
说到提高全社会普通话水平的有效方法，苗

笑武认为，关键是要形成全民使用普通话的良好
社会氛围。首先，在工作环境和正式场合，要提
出使用普通话的硬性要求，使之成为必备要素。
其次，教育单位要把普通话教学工作落到实处，
从小打好国民的普通话基础。媒体单位要发挥好
普通话的宣传和示范作用，甚至可以多打造一些
寓教于乐的与普通话有关的综艺节目，吸引人们
关注。此外，社会公共服务部门也应该在日常工
作中坚持规范使用和传播普通话，逐渐将使用标
准普通话变为国民的一种日常习惯。

每个人都应该从我做起，树立普通话意识，
学习、使用标准普通话。正如熊燕所说，应该多
听多练，适当学习些语言学知识，了解母方言与
普通话之间的差别，以便有针对性地解决方言口
音干扰普通话的问题。

“学好普通话，走遍中国都不怕”，在跨区域
交流越发频繁的今天，在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中
国，说好普通话既是每个中国人必须掌握的基础
技能，也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一份责任。

普通话——高效沟通的“万能钥匙”
谢 丹

一年一度的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颁奖仪
式如期而至。作为这项赛事的组织者之一，我
感到十分欣慰。

欣慰一，参与大赛的海外华裔子弟的数量
越来越多。记得 2000 年刚开始创办大赛的时
候，作为主办方的各个单位四处推广，希望吸引
更多的海外华裔子弟参赛，可是费了不少工夫。
多年的坚持，换来了这项作文比赛的影响力日
隆。现在，还没到征稿时间，不少海外中文学校老
师和学生家长就来问询：“今年的作文题目是什
么？”“什么时候开始投稿？”

欣慰二，参赛作文的水平逐年提高。大赛
创办初期，高水平的作文不多。许多国内的阅
评老师在看了海外来的参赛作文后，对海外中
文教学现状和海外华裔子弟的中文水平有了感
性了解。依靠十几年的多方共同努力，如今，
海外中文教育从规模到质量都实现了很大飞
跃，提交来的作文水平也越来越高。阅评老师
说，每年水平不断提高的参赛作文，显示出海
外华裔子弟中文水平的进步，一年一届的作文
比赛，见证了海外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

为了鼓励海外华裔子弟学中文、用中文进
行写作，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应运而生。17
年的坚守说来不易，公益性的方向始终不改。
多年来，各主办方负责此项工作的人员换了一
拨又一拨，但这个平台始终稳稳地立在这里。
最早参赛的华裔子弟如今早已步入社会，但他
们的学弟学妹踊跃参赛，水平更胜一筹。

正如中国侨联副主席康晓萍在颁奖仪式上
所说，海外中文学校教师肩负重任，要通过教

授中文，帮助更多的海外华裔
青少年成为中华文化的热情传
播者、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积
极促进者，中外人民友好交往
的民间使者；带动更多地海外
华裔青少年以及身边的外国朋
友接触中文、感知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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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刘菲） 由本报和中国侨联、全国台联、中国国际广播
电台以及 《快乐作文》 杂志联合主办的第十七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
颁奖仪式日前在京举行。

本届大赛的作文主题是“中华传统文化”和“美”。自2015年10月开
始征稿，历时 9 个月，共有来自 21 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各省、自治区、
市，港、澳、台地区的700多万华人学生提交作文参赛。大赛分别设立特等奖
和一、二、三等奖，为组织学生参赛的学校或机构设立了组织奖，为辅导学
生写作的老师设立了辅导奖。

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自2000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了17届。该
项赛事以推动海外华文教育发展，引导海外华裔子弟用中文写作为宗
旨，始终秉承公益性原则，获得了越来越多海外中文学校老师、学生及
其家长的认可。参赛人数逐年增加，参赛作文质量逐年提高。已成为传
承弘扬中华文化，推动华文教育在海外兴盛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

第十七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在京颁奖

又到一年开学季，我被妈妈
连拖带拽地拉到了中文学校初三
班教室的门口。“不，我不要缴费
了。我已经学了7年中文了，干嘛
还学？生活在荷兰学中文有什么
用？这中文学校我坚决不读了！”
我气呼呼地说。“你看你们中文学
校这么多的外国人来学中文，你
作为中国人不能不学。你不上
学，今天就别回家。”妈妈也放下
狠话。就在我们娘俩吵得不可开
交的时候，新的班主任过来劝架
了：“雪瑶，你只要再继续读一年
初中就毕业了，但如果现在停止
就半途而废了，不可惜吗？这样吧，你今天先试听一节课，如果感觉没
兴趣，就停止上中文课。要是感兴趣呢，下周让妈妈缴费也不迟。”我很
不情愿地进了教室。这就算给妈妈一个台阶下吧，我想。

从我咿呀学语开始，妈妈在家就跟我用普通话交流。我虽然出生在
荷兰，但是母语却是中文。等到了上幼儿园，我才开始讲荷兰语。周
六，别的荷兰小朋友可以玩电脑、看电视。而我从6岁开始，每逢周六总
是被妈妈带进中文学校。好不容易等到放学回家，妈妈又逼着我做中文
作业。我读荷兰学校所有课程的作业加起来也没中文作业多。我讨厌中
文学校。

我心不在焉地坐在教室里开始了初三的第一堂课。没想到，老师讲
的第一课 《心愿》 深深地吸引了我。课文中的法国小姑娘维勒尼克一家
对中文的迷恋超出了我的想象。他们一家虽然是法国人，却是地地道道

的中国迷。法国小姑娘维勒尼克才4岁半，她的爸爸已打算让她学中文。
父母的心愿是想让他们的女儿长大后去北京留学，架起一座中法友谊的
桥梁。课文里维勒尼克的爸爸向我们讲述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北京
故宫、桂林山水、洛阳龙门石窟……随着老师图文并茂的讲解，我对中
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时间过得飞快，我觉得第一天的4节中文课一下子
就过去了。就这样，我开始了这个学期的课程。

此后，每周六的休息时间自然是没有了，但我觉得收获挺大。老师
在讲授 《负荆请罪》 一课时，给我们介绍了 《史记》 中的毛遂自荐、完
璧归赵、指鹿为马、四面楚歌等成语故事，太吸引人了。课后，我迫不
及待地回家找出少儿版《史记》，一口气读完。老师在教元散曲名家马致
远的 《远浦归帆》 一曲时，穿插着学习了他的另一首著名的散曲 《天净
沙·秋思》。那小桥流水人家的唯美画面深深地印入我的记忆中。老师在
讲授张可久的 《鲁卿庵中》 一曲时，从诗人对梅的情有独钟，引出了

“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介绍了“花中四君子”的寓意，告诉我们中国
文人以梅兰竹菊为友的原因。其中郑板桥画竹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
印象，从此我牢牢记住了“胸有成竹”这个成语。老师时刻提醒我们，
学中文不能只满足于认几个汉字，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中国上下五千年的
历史和文化。只有这样才会提高学习兴趣，并且做到学以致用。一学期
转眼过去了，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了中文，也爱上中文学校了。

这7年半的中文学习，使我这个生活在荷兰的“香蕉人”跟中文结下
了不解之缘。 （寄自荷兰）

（本文获第十七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特等奖）

中 文 缘
陈雪瑶（12岁）

加拿大的文化是名副其实的多元。
儿子自幼生长在欧亚非拉各色小朋友当中，

见的是世界各地的文字，听的是五湖四海的语
言。一进幼儿园，就开始英文阅读，升入四年级
即投入法语训练。在如此纷繁的语言环境中，孩
子能把中文普通话说好已属不易，至于我家乡那
逗趣可爱的成都话，平时在家里我们几乎很少提
起。

直到有一天，一首劲爆的成都方言说唱歌曲

《明天不上班》横空出世，瞬间抓住了全家人的注
意力。我和老公听在耳中，只觉得亲切无比、痛
快爽利。儿子则是瞪大了眼睛，感叹道：“哇！太
帅了，太酷了，太好听了！ 他说的是什么？” 我
说：“他说的可是我们家乡的方言——成都话
呀。”儿子惊喜道：“真的吗？那我要学，我一定
要学！”在以后的半个月里，儿子每天放学回家便
跟 着 电 脑 手 舞 足 蹈 、 勤 学 苦 练 ： 爽 翻 、 爽 翻
……虽然完全不解其意，却也学得惟妙惟肖，风
生水起。

三年级暑假时，儿子凭着一口无往不利的普
通话，自信满满地回成都探亲。一进家门，奶奶
便把一双卡通拖鞋摆到他脚边，说：“乖乖，把

‘孩子’穿起”。儿子瞬间就凌乱了，嗫喏着说：
“可是，我还没有‘孩子’啊……”我赶紧在旁边
解释：“成都话中的‘孩子’，其实是鞋子的意
思。”为鼓励儿子广交朋友，我们送他去跟同龄孩
子打篮球。一回家，儿子就追着我问：“小朋友们
开玩笑，总说‘瓜娃子’‘抓一脚’。什么是‘瓜
娃子’？什么是‘抓一脚’？”我说：“‘瓜娃子’
就是小傻瓜，‘抓一脚’就是踢一脚。”儿子大
乐：“成都话真是太好玩了。”

看着孩子汗津津的小脸，我竟恍惚起来，仿
佛时光倒流，又回到了每天骑自行车、跨彩虹
桥、去石室中学求学的青葱时代。不时会听见调
皮的小男生用成都话自说自唱：“胖娃胖嘟嘟，骑
马上成都，成都又好耍，胖娃骑白马，白马跳得
高，胖娃耍关刀…… ”我自幼生长在成都一个科
研大院，爸爸妈妈及身边的叔叔阿姨均来自中国
北方，一切交流沟通统统用普通话搞定。于是，
我成了学校里一枚打死也不说成都话的奇葩。有
同学开玩笑说，你不说成都话，说明你不爱成
都。我不以为然，反问：你不说普通话，难道你
不爱中国？我们当然爱成都，我们当然爱中国。

流水已带走了光阴的故事。当年的小伙伴已
散落在世界各地，今天的成都也多了几分热闹喧
嚣。一有空，儿子就会跑去中外驰名的民俗一条

街——锦里，看变脸喷火，吃张飞牛肉，摆弄三
国玩偶，听成都话叫卖声声，直玩得不亦乐乎。
忽然，儿子指着一件T恤上面的字问我：“‘恼火
得很’是什么意思？”我抬头，只见那T恤印着一
个怒发冲冠的小人儿，小人儿头顶上4个大字——
恼火得很。我说：“‘恼火得很’就是让人非常非
常头大、非常非常抓狂的意思。”忽一想：咦，这
说的不就是捣蛋时的儿子吗？赶紧买下一件给他
罩上。转身又见一T恤，上印一个张牙舞爪的小人
儿和两个大字——歪人。我告诉儿子：“‘歪人’
就是超级霸道、蛮横不讲理的人。”儿子听了大
笑，调皮道：“我想当歪人。”于是我再抓一件放
进购物袋里，依然觉得不过瘾，又买了一套号称
专业八级的 《成都话日常口语》 纪念扑克带回
来，供日后儿子在加拿大慢慢学习，也供我和老
公日后在异乡慢慢回忆。

漂泊在加拿大的我，无论是在地铁站、超
市，还是游乐场，每当听到成都话，都会忍不住
悄悄侧耳倾听。我这才发现，那曾以为被淡忘了
的乡音，却原来留在了心底里一个最柔软的角落。

身上流着华夏的血，就要知道自己的根。成
都话，对于生长在加国的儿子而言，仿佛是一条
神奇纽带，系住了祖先的文化，系住了地球另一
端的亲情。在学校的才艺展示会上，儿子对着来
自五大洲四大洋的老师和小朋友，用地地道道的
成都方言大唱东方神曲——《明天不上班》。全校
师生，没有人听得懂，却个个听得嬉笑颜开、十
分欢乐。 （寄自加拿大）

长在加拿大 学点成都话
潇 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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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来到惠灵顿学校是在去
年 3 月底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五，
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哥哥来参观这所
学校。

来之前，我在网上看过惠灵顿学
校的图片，觉得学校的外观很雄伟，
今天终于能见到它的“真面目”了！我
在车子里面百无聊赖，一会就睡着
了。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爸爸说“快
到了！”我立刻惊醒过来，往外一看。
哇！眼前一片大草地，看起来像是柔
软的地毯，在香港我没有见过这么宽
阔、这么碧绿的草地，草地上的小野
花散发着阵阵清香，看起来像奶奶的
后花园。早上的阳光有些刺眼，金色
的光线透过那些高耸入云霄的松树，
在地上映射出斑驳的光影。沿着树干
往上看，有几只肥嘟嘟的松鼠忙着爬
上爬下，玩得不亦乐乎。

下车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建筑
物让我联想到哈利波特的学校霍格

华兹。来到学校主楼，大钟、灰色
的屋顶、红色的砖墙看起来十分高
贵典雅。突然大钟叮咚叮咚作响，
我边听边数，一共响了 11 次，看到
时针指向 11 点整的位置。这时，附

近飘来一股香喷喷的烤牛肉及烤马
铃薯的味道，让我觉察到肚子已经
在咕噜咕噜作响。

我们来到等候室，等着接待人
员带我们参观学校的教室、宿舍、

图书馆和饭堂。不一会，一个叫敏
塔的十二年级女生过来，带我们先
去看旧馆。一进门就闻到老红木及
灰尘的味道，好像许久都没有人来
过。好奇地摸着墙壁，似乎能听见
墙壁在对我倾诉以前的繁华热闹。
在房间里走着，每踏一步，地板都
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我紧紧地
拉着爸爸的手，依偎在他身边。敏
塔把窗帘拉开，阳光透过玻璃窗，
懒洋洋地照到我的身上，就像妈妈
温柔的抚摸，阳光让房间也立刻显
得精神了不少，多了一分轻快。

傍晚即将离开学校时，太阳变
成了粉橙色，像是给云彩勾上了金
边，把惠灵顿幽静的风景、典雅的
建筑笼罩在温馨的气氛中，这一幕
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当收到入学邀请函的时候，我兴
奋万分，迫不期待地想尽快融入，成
为一位真正的惠灵顿人。（寄自英国）

走进惠灵顿学校走进惠灵顿学校
郑庭晞郑庭晞

图为本文作者和儿子在一起图为本文作者和儿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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