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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微博上掀起一阵用文言文翻译中
文网络用语的热潮，有网友将中文网络用语
翻译成中国古代的文言文，比如“A4 腰”
原指腰的宽度和 A4 纸的宽度一样，被翻译
成“一纸束楚腰”。网络用语具有更新快，
时效性、背景性强的特点。在中国，网络用
语不仅出现在网络对话里，还出现在人们的
日常交流中。那么，外国汉语学习者又是如
何看待中文网络用语的呢？他们有必要系统
和集中地学习这些网络用语吗？

老外眼中的中文网络用语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生
张楚贤来自泰国，她说，她知道的中文网络
用语大多是听别人说或者在微信聊天中看到
的，在中文课上老师一般不会专门教授中
文网络用语。张楚贤说，对她而言，中文
的网络用语挺难理解的，主要是因为之前
没有见到过，而且这些网络用语的出处不
一，查阅起来比较困难。“此外，这些网络
用语一般过了一段时间就会‘过时’，大家
不会再去使用，因此随着时间的变化，要
不断学习新的词语。”张楚贤补充说，“但
是学习网络用语的确有很大好处，其中最
主要的好处就是当身边的人使用网络用语
的时候，自己能够迅速理解其含义，交流
就变得更加顺畅。”

现在在雅加达新雅学院读汉语专业的印
尼学生郑伟恩说，他们的中文课本上偶尔会
出现一些和网络用语相关的词汇。他回忆，
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课本中出现“博客”
一词，老师把几个“博客”的界面添加到幻
灯片上播放给他们看，使他们更加容易理解

“博客”的意思。郑伟恩列举了几个他听说
过的中文网络用语，如介样、虾米等。“让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虾米’一词。看到这
个词，我以为它的意思会和‘虾’有关系，

没想到这个词只是闽南话中‘什么’一词的
谐音，和虾一点关系也没有！”

要不要集中学习视情况而定

对于外国汉语学习者来说，缺少词汇的
产生和使用背景等知识的介绍，要想理解这
些中文网络用语有一定的难度。那么，有没
有必要系统和集中地去学习它们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唐
正大认为，网络用语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
分，并且是了解当代中国人思想、思潮、价
值观的重要标引之一。不仅如此，由于现代
网络搜索引擎比较发达，想要短时间内了解
网络用语几乎没有难度。“外国汉语学习者
在基本汉语训练之外，适当了解一下这些

‘活色生香’、有些调皮的网络用语，对其中
文学习还是挺有好处的。”

郑伟恩也觉得，系统学习中文网络用语
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想深入学习中文、
了解中国人，不仅要学习基础的中文词汇，
也要了解中文网络用语。”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禄兴则认
为，留学生学习汉语应该以规范的普通话为
主，不必把精力过分地放在网络用语上，更

不必集中学习这些网络用语。原因有三：一
是并不是所有的网络用语都被全民所熟悉，
有的只不过在一部分网民中流行，例如一些
字母缩写，PM （论坛的私信）、ZT （转
贴） 等；二是很多网络用语流行的时间很
短，转瞬即逝，如果要集中学习，学习者必
须不断地跟进时事；三是有些网络词语是非
常不规范的，大部分靠谐音、转音而成，完
全是为了求奇、求怪而编造出来的，比如

“木有”（没有）“神马”（什么啊）“造”（知
道） 之类的词语。他补充说，有些网络词汇
经过时间的考验是能够补充进现有词汇的，
它们的出现体现了汉语的发展，例如“给
力”“囧”等。对于这类网络用语，留学生
是可以适当学习和关注的。

张楚贤觉得，集中学习网络用语没有必
要。“我之前接触过一些网络用语，其中有
的连不少中国人都没有见过。我认为，如果
对这些网络用语感兴趣，自己再单独去学习
会更好。”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院长黄鸣奋认
为，外国汉语学习者最好根据自己学习的目
标来决定如何学习中文网络用语。“若是定
位于从整体上提高语言素养或是了解当下语
言生态，不妨熟悉一下最近几年的网络流行
语，足资自娱自乐；若是定位于想要和中国
网友们顺畅地交流，最好是从具体聊天中掌
握鲜活的修辞技巧；若是定位于塑造自我形
象，那么建议首先确定相应的身份，再决定
其对网络用语的态度。这 3种情况，在相互
区分的同时，也可能彼此渗透。”

外国汉语学习者是否需要集中学习中文
网络用语，应视自身的情况而定。网络用语
之于基础中文学习，就像调料之于菜品，是
否加、加什么，都应该根据食客的口味、偏
好、需要等具体情况来确定，盲目地加调料
不仅不利于做出可口的菜品，可能还会适得
其反。

网络用语要不要 集 中 学？
罗兰烁

我从四五岁起就能听懂一种语
言，它和我周围的人说的话不一样，
只限于在我父母以及偶尔从老家来
的亲戚之间使用。从没有人刻意教
过我，我也从没有特别去学，仿佛是
无师自通地听懂了这种语言，这就
是我故乡的语言——福建话。

我的故乡在福建，但我出生在
北京，又带着满口“京片子”来到

上海，喝着黄浦江水长大。为了更
好地融入当地的生活，我努力学习
上海话。随着人生的脚步越走越
远，我去国离乡，旅居德国。在许
多年里，德语又成了我的主要语
言。然而，从小那种无师自通的乡
音，却让我在海外很快认识了很多
福建老乡，还被热情邀请加入福建
同乡会。我真的挺惭愧，因为我还

从未踏上过故乡的土地。
直到年过不惑，我才头

一次从德国回乡祭祖。一路
奔波，风尘仆仆，在福州下
了火车后，还得搭两小时左
右的车，才开进了那个依山
傍海的小镇。一下车，耳旁

就充满了熟悉的乡音！这是我的故
乡，我从小就能听懂的乡音来自这
里！顿时，那山那水那父老乡亲都
变得那么亲切，那山路旁的大榕树
也仿佛曾在梦里相识。那是一种海
外游子寻到根的感觉。那一刻我知
道了，游子离家行万里，乡音始终在
心底，乡音是一种融入血液的基因。

在我认识的海外华侨华人中，
许多人在异国他乡始终没有忘记教
会下一代自己的乡音。一位上海朋
友坚持要求自己的女儿从小在家里
说正宗的上海话，问其原因，她
说，如果女儿不会说上海话，将来
回国后怎么能很好地和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亲戚朋友交流？怎么能

认可自己的根在上海？
哪怕故乡远隔千山万水，哪怕

数十年未曾踏上故乡的土地，心底
里的乡音总会让我们这些海外游子
回望家乡，思念祖国。

乡音——融入血液的基因
林 希

《里约热了 who》《超级足球议会》《食
鉴出真知》《群英会》《非正式会谈》《时尚
海外帮》《北京客》 ……从网络节目到电视
节目，从节目嘉宾到节目主持人，他活跃
在中国观众的视野中。

罗斯文，一名新西兰小伙，从新西兰
维多利亚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后，到北京

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学习了 6 个月中文。
而他那一口流利的汉语，却不是仅靠这6个
月的课堂学习炼出来的。除了在学校课堂
上学习，他还在课下自学：听播客、看电
视、看电影、看书等。他说，最有效的方
式还是跟身边的中国人聊天。“尤其是跟出
租车司机聊天儿，跟他们‘抬杠’特别有

趣。在北京，经常会堵车，打车的
时候往往要在车上坐很久，我觉得
利用这个时间学汉语是很有效的。”

一口流利的汉语，加上富有磁
性的声音和温文尔雅的气质，使罗
斯文受到许多电视和网络节目录制
组的青睐，被邀请作节目嘉宾或者
节目主持人也成常事。罗斯文说：

“录制这些节目，不仅是我的兴趣
所在，而且从国际关系上讲，对中
新两国的友好关系也有所帮助，所
以我会努力去做。”他还补充说，
在北京语言大学读书期间，他就曾
在学校做过主持人，大概就是从那
时起，与主持这个职业结下不解之
缘。

录制节目对罗斯文的中文水平
也有促进作用。“我觉得，录制中文
节目是我学习中文的方法中最有效
的一种。因为在每一期节目中，我
都会遇到一些之前从没有接触过的
话题，而我需要在节目中用中文参
与讨论，并说出自己对这个话题的

见解。因此在节目录制之前，我会查阅很
多相关资料，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要讨论
的话题。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就学
到很多。”

对于罗斯文来说，更重要的是他在录
制中文节目的过程中感受到乐趣。有一
次，他参与录制北京电视台的 《北京客》
节目中一期与东北虎有关的节目，这一期
节目要求他在主持的过程中和东北虎关在
同一个笼子里。“虽然驯虎师同时在笼子
里，但我仍心惊胆战，却又不能表现出
来，同时还要说很多关于东北虎的解说
词。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次难忘的体验。”
罗斯文还补充说：“不仅如此，通过录制这
些节目，我结识了许多形形色色的、有趣
的人，比如在一期节目中我认识了‘中国
最高的男生’。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感觉非常
新鲜。”

罗斯文说，他选择留在北京，一是他
觉得中国与自己家乡很不一样，对中国充
满了好奇；二是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
后，觉得中国非常有意思，中国人也很热
情。现在，罗斯文已经在中国结识了不少
中国朋友。“在中国生活得越久，我越觉得
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随着时间推移，这
种感觉变得越来越强烈。我到了中国就有
种‘回家’的感觉。”他幽默地说：“新西
兰也非常欢迎中国朋友去玩。我相信，你
们到了新西兰，了解了那里的文化，也会
和我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第二故乡。”

“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罗兰烁

我眼中的北京我眼中的北京
张世财张世财

澳大利亚的“90”后小伙
马慈潭长相秀气，一说话就爱
脸红。聊起他学汉语的原因，
挺有意思。4年前，马慈潭在澳
大利亚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航
空航天工程专业学习。因为不
是墨尔本当地人，所以住进了
学校的学生宿舍。巧的是，宿
舍的室友是中国人，室友经常
和中国朋友用中文交谈。小马
听着听着就心痒了，问室友：

“你可以教我中文吗？我很感
兴趣。”二年级的时候，马慈
潭正式开始学中文，刚起步就
碰上一个机会，申请到去台湾
留学的奖学金。台湾的老师用
中文授课，逼得马慈潭不得不
每天把自己“泡”在中文里，
结果听说写读都进步了很多。

“你看我现在每个音都发得很
重、很清楚吧，就因为当时我
是在台湾打的基础。台湾人说
汉语时没有‘ne 和 le’‘he 和
fe’ 的 区 分 ， 也 没 有
轻 声 ， 比 如 “ 认 识 ”
的 “ 识 ” 必 须 读 二
声。这虽然有助于认
识 这 些 字 的 本 来 发
音，但也显得我说汉
语 没 那 么 地 道 、 流
利。”他这样介绍自己
的汉语发音特点。

2014 年，马慈潭
通过朋友介绍，结识
了在澳大利亚留学的
一个武汉姑娘，并谈
起了恋爱。现在，女
朋友变成了太太。“我
们刚刚结婚 3 个星期，

还没有‘回门儿’呢。微信真是
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感觉我们所
有的恋爱经历都在里面了。”

作为今年汉语桥比赛大洋洲
参赛选手，这次太太无法前来加
油，丈母娘亲自率亲友团来助
阵，让这个洋女婿在备感压力的
同时，也觉得十分温暖。轮到马
慈潭上场时台下总是最热闹的，
丈母娘率领的十几人的亲友团助
威声、喝彩声不断，令马慈潭多
了几分自信。

迈入婚姻殿堂的马慈潭感觉
肩负了更重的责任。今年夫妻二
人都即将毕业，他们计划着先在
墨尔本找工作，累积些经验，然
后去和中国有业务关系的企业就
职，也许还会到中国开家小店。
马慈潭很喜欢中国，习惯了中国
的过年习俗和礼节，特别爱吃麻
辣口味，同时立志踏遍中国的名
山大川。无疑，漫长的幸福之路
在等着他。

来北京留学不是我第一次出国留
学，也不是我第一次离开故乡。在泰国
初中毕业后，我曾去马来西亚，在槟城
一所充满国际文化气氛的中学上高中。
这段经历不只让我学会了诸多的新知
识，还让我学会了更多的人生道理，学
会了如何跟不同国籍、不同文化的朋友
相处，学会了如何抓住机会来实现梦想。

我一直想来中国上大学，现在这个
梦想实现了，留学“旅途”再一次开
始，我来到了一所充满国际文化氛围的
大学——北京语言大学。

刚到北京时是秋季，凉快的秋风一
阵阵地扑面而来，格外舒服。不久，北
京的天气渐渐地变冷了，树上的绿叶也
变黄了，静悄悄地落到了地上，让来往
的人们欣赏着它们的美丽。据说，北京
冬季里下雪的时候并不多，但可能是上
天对我格外眷顾，在我来到北京的第一
个冬天，下了好几场大雪。我很高兴，
说实话，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雪。雪
花从天上慢慢地降到地上，像是洒了一
层白糖似的。兴奋的我忍不住和朋友一
起跑进雪中打起雪仗来。对我而言，四
季中我最喜欢秋季和冬季，因为我的国
家没有这两个季节。在北京学习，不仅
让我学会了汉语，还让我感受到了四季
不同的特色和美丽。

北京语言大学有“小联合国之称”，
我在汉语言专业汉英双语方向深造。我
在这里过得很愉快，老师们都很善良，
上课时很用心地教导我们。我认识了许
多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虽然我们有不

同的文化背景，但互相分享、互相学
习、互相了解，我们相处得十分愉快。
我一周上4天课，对我来说，学习虽然有
点儿累，但总没有父母工作那么辛苦
吧。我曾对父母发过誓，我会努力学好
汉语和英语，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我在北京的生活中还有一件有意思
的事。我住在十七号楼留学生宿舍，我
的同屋也来自泰国，他叫乐玏。他来北
京的目的是为了在学习汉语之后，能考
取他理想中的大学—— 北京电影学院。
空闲时，他喜欢跟我述说他的梦想，而
我是一个认真的倾听者。乐玏的愿望是
当一名导演，有时他要赶时间呈交电影
作品，就求我当他镜头中的演员，我心
里暗暗高兴，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我们
趁着周末，到北京的旅游景点、名胜古
迹以及一些风景美丽的地方拍摄。我是
电影里的男主角，呵呵。我认为这是一
个难得的机会，也是一个难得的经验，
同时还能帮助我的同屋实现他的梦想，
真是太棒了。

现在，我在北京生活将近一年了，
对这里的美食、建筑、文化等方方面面
越来越熟悉。我发现北京同时存在着古
代和现代两种感觉，它既是一个迅速发
展的现代化城市，也没有失去固有的历
史和文化魅力。

当然，在北京留学有时也会难过，
有时也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但这些对我
来说都是次要的，和在这里获得的快乐
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本文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泰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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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马慈潭在汉语桥比赛中

随着新学期的开始，西班牙爱华中文学校迎来一年级新生。为了丰富孩
子们的学习内容，也为了满足家长的要求，除了上午的中文课外，学校还在
下午开设有数学、英语、朗诵、乒乓球等兴趣课程供学生选择。

爱华中文学校是中国国务院侨办授牌的“海外华文教育十分学校”。其办
学风格既注重基础教学和实际效果，又强调启发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通过生动形象的教学方式和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和热
情，挖掘他们的内在潜力和才能；通过单元测试、期中测试和各类竞赛，让
他们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中快乐地学习中文。

图为应红老师和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 （黄小捷）

林希在故乡

罗斯文在《北京客》录制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