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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西班牙，人们常常将其与“热情”联系
到一起。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翟莹熙就深深地体会
到了西班牙人对中文的热情。

从2013年9月到2014年8月，翟莹熙作为汉语
教师志愿者前往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孔子学院执
教，这期间她接触到了各个年龄段的学生。

“大多数学生是 18 至 28 岁的大学生，但也有
一些年龄更大的人来学习中文。其中有一位 60多
岁的老先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翟莹熙
回忆说，“老先生名叫提奥，他学习的是初级班课
程。班上除了他以外都是 20多岁的大学生，满头
白发的提奥在班里显得十分特别。在教学过程
中，我明显感觉到他在学习上有些吃力，记忆力
和反应力明显比不上年轻人。课堂复习时，如果
发现自己没有记住前两天刚学的单词，他会很懊
恼、很沮丧，小声嘟囔着说他明明复习了很多
次，为什么还是忘记了。这时我就会表扬他的认
真和进步。提奥的确学习极其认真，积极主动。
课下我时常和他聊天，让他尽量多练习口语，让
他更有成就感。”

翟莹熙在进一步接触中了解到，提奥的家离
孔院有 100多公里的车程，他每周二开车来孔院，
上完课就住在旅馆，直到上完周四的课他才回
家。看到提奥学习中文这般辛苦，翟莹熙忍不住
问他为什么对中文有这么大的热情，“他的答案很
朴实，是出于喜欢。中国对他来说是东方的遥远

国度，也因此显得神秘而特别，再加上现在中国
发展得很快，很多人都对中国感兴趣。退休后，
提奥虽然时间更充裕了，但年纪大了，身体又不
太好，不适合远行，无法亲自来中国看看，所以
他想学习汉语，这样也能间接地了解中国和中华
文化。”翟莹熙说。

教提奥这样的“大学生”，翟莹熙感触颇多，
“我真的非常钦佩他。可以说，学习的大部分时间
里他都会体会到挫折感，而且非常吃力，但可贵
的是他一直在坚持。反观我自己，如果不断面对
这样的挫败感，可能难以坚持下来。提奥的毅力
很值得我学习。”

海外执教期间，翟莹熙还接触到了一些6至14
岁的孩子。当地“超能儿童组织”与孔院联系，

由孔院为这些具有过人天赋的孩子设计了一系列
的汉语入门兴趣课程。“我们给孩子们安排了汉语
入门课，也有传统文化欣赏课。我负责给他们上
绘画课，教他们画大熊猫和京剧脸谱。”她翻看着
当时在课堂上拍摄的照片说。“这些孩子们上课时
很专注，作画时会和同伴讨论对中国和绘画的看
法，课堂效果很不错。课程结束后，他们还很羞
涩地送了我小礼物呢。从他们的眼睛里，我能看
出他们充满了对中国的好奇心。孩子们的家长也
反馈说孩子很喜欢这些课程，有不少孩子打算来

报名学汉语，并希望孔院能给他们专
门开班。”翟莹熙说道。

与西班牙人的零距离接触，使翟
莹熙亲身体验到了他们对中文和中国
的喜爱，也更增强了她教授中文、传
播中华文化的动力。海外执教经历还
让她收获了友谊。“在西班牙的一个
传统节日，提奥邀请我去他家做客，
我们相处得很愉快。还有不少成年学
生也逐渐地和我成为了朋友。一年汉
语教师志愿者工作结束后，我回到中
国，我的学生来中国时还会来找我相
聚。在海外教中文，增长了见识，积
累了经验，收获了友谊，交到了朋
友。看，我的收获大吧。”翟莹熙笑
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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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首席专
家曹志耘，著名节目主持人、“响应”计
划发起人汪涵，“足荣村”方言电影节创
始人陈宇，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大副主
任邱开祥，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琅琊镇镇
长吴向阳，齐聚北京语言大学语言文化保
护专题讲座“南山会讲”，畅谈全民参与
语言保护的非凡意义。

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遗
产。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的日益推广，我国汉语方言和
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性日趋显著。2015
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了中国语言资
源保护工程 （以下简称语保工程），建立
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中心，开展了汉语方
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口头语言文化的语料
收集、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等工作。然
而，语言保护工作任务艰巨无比，远非个
人、团队所能完成，也无法依靠一代人的
努力来实现，它呼唤着每一位中华儿女的
参与和践行。

语言加速衰亡 抢救迫在眉睫

语保工程宣传片里有一组触目惊心的
数据：“在中国的 130 多种语言中，有 68
种使用人口在万人以下，有 48 种使用人
口在 5000 人以下，其中有 25 种使用人口
不足千人，满语、赫哲语、苏龙语等使用
人数不足百人。”资料显示，在我国2.2万
公里陆地边境线中，有 1.9 万公里分布在
民族地区，有蒙古语、朝鲜语、哈萨克语
等 38 种跨境语言。然而，在这些跨境语
言中，有的逐渐消失，有的使用受邻国影

响较大，甚至出现了文化倒灌现象。在中
国的八大方言区范围内，随着自然村落的
消失，不计其数的方言小片和方言点正在
失去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壤。

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
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语言资源保护和
利用迫在眉睫。正如曹志耘教授所说：

“语言保护工作就是在和时间赛跑。”在严
峻的现实形势下，“语言保护”更近似于

“语言抢救”，需要我们争分夺秒、众志成
城。

保护初现曙光 大众参与是关键

2016 年 10 月，语保工程现场推进会
在陕西省延安市召开。据了解，在2015年
全国 4省市率先启动的基础上，语保工程
2016 年已在包括港澳台在内的 34 个省

（区市） 全面铺开。目前，语保工程已按
计划完成 81 个少数民族语言 （含濒危语
言） 调查点、53 个汉语方言 （含濒危方
言） 调查点和 32 个语言文化调查点的工
作任务。

深入田间地头、深山老林，语言保护
专家们要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耗费巨大
的人力、物力才能取得工作进展。然而，
正如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王
莉宁所说，路途艰险、经费困难、人才短
缺、不被理解，学者们都可以克服，转变
老百姓对语言的态度才是关键所在。

当普通话推广卓有成效，当无数农民
走向城市，当使用方言的人们逐渐老去，
使方言受到冷落，渐渐枯萎、丧失活力。
著名主持人汪涵坦言：“看到我身边的晚

辈不再熟悉当地方言，我十分遗憾。这也
促使我决定发起‘响应计划’湖南方言保
护项目，希望它能让人们珍惜方言、使用
方言。”

随着语保工作的开展，专家们发现，
只有当方言活在大众口中，才能真正让方
言得以保存，否则调查记录、录音采集的
成果都将会是令人惋惜的“语言化石”。
因此，语言保护必须转变方式，从象牙塔
走向社会，动员大众成为语言保护的主力
军。

举国家之力 走向全民语保

近一两年，语言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已经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全民语
保”正在逐渐走进现实。2015年7月，汪
涵发起“响应计划”，同年 12月，陈宇发
起“足荣村”方言电影节；2016 年 4 月，
非物质文化保护节目 《多彩中国话》 首
播，同年 7月，中华方言歌唱大赏 《十三
亿分贝》网络首播……丰富的活动和节目
让人们认识到，生活中习以为常从而不曾
珍惜过的方言和民族语言竟是珍贵的文
化，这激发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语言
的兴趣和热情。

在2016年底落幕的足荣村方言电影节
中，涌现出大批有才华的青年导演；《十
三亿分贝》吸引了全国的方言“麦霸”们
参加海选，其中大多是“80后”“90后”，
甚至还有“00 后”。在北京的“学院路共
同体”高校群，大学生们已可以选修“语
言文化及其保护”校际公选课。而随着外
国留学生在中国各地的游历、海外华人同
胞的回乡寻根，学习汉语方言也将成为汉
语教学的新趋势。

“全民语保”在官方语保工程中也迈
出了可贵的脚步。2016 年 10 月，中国语
言资源保护工程在线采录展示平台上线。
该平台包括专家平台、语保网、“语宝”
微信公众平台和移动应用软件，不仅可满
足专业调查人员的检索、对比、分析等需
求，还面向普通公众提供在线采录、字幕
编辑、互动分享等功能，实现了科学性和
社会化的互补。

汉语方言和各民族语言是历史的沉
淀、文化的标记，我们不能眼眼睁睁地看
着它们一天天衰弱消亡而无动于衷，而应
该尽己所能地参与到保护方言工作中，留
下乡音、记住乡情。

（压题照片：北京语言大学“南山会
讲”现场。）

《学中文》自2016年开设新栏
目 《梦里乡音》 以来，拨动了海
外游子的心弦，勾起了他们对于
故乡的思念，受到海外读者的欢
迎。究其原因，是因为乡音代表
着家乡风俗习惯，代表着故人亲
情。

乡音即方言。伴随着社会的
高速发展，人员流动增加，普通
话得以普及，方言却逐渐式微，
有的方言甚至面临着消失的严峻
局面。

中国方言种类繁多，每一种
方言都携带着特定的文化基因，
蕴含着独特的民风民俗。所以，
保护方言刻不容缓。国家有关部
门和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早已行动
起来，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对全
国方言进行摸底调查，建立方言
语音资料库……为保护汉语的多
样性而工作。有人说，现在只要
会说普通话就可以了，没必要学
习和掌握方言。其实，保护方言
和推广普通话可以并行，二者并
非水火不容。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
泪汪汪。而老乡之间得以相认，
靠的就是方言。操着相同的方
言，保持着相同的饮食习惯，海

外 相 遇 ， 一 定
激 动 不 已 。 海
外 华 裔 对 于 方
言 有 着 特 殊 的
感 情 ， 因 为 方
言连着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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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莹熙 （右前） 与学生合影

提奥在上课提奥在上课提奥在上课画京剧脸谱画京剧脸谱

岁月如梭，弹指一挥间。丹麦华人总会中文学校从成立之初的二十几
个学生，发展到现在有近200个学生；从最初的两个班，扩展到现在有9个
不同层次的班。回顾过去的二十几年，中文学校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饱
含着许多人的心血和付出，也离不开国务院侨办和中国驻丹麦大使馆，华
人总会，教师、学生、家长的支持和配合。

我们面对的教育对象是华侨、华裔子女，他们生在丹麦，长在丹麦，
他们的母语是丹麦语，每天说的、看的都是丹麦语。要使这些学生从不会
讲中文到会讲、会读、会写中文，这其中的关键是教师和家长。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对从事海外华文教育的教师来说，既
要明确自己肩负的传递文化香火的使命，也要在教学中不断丰富自己的知
识，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不断接受新的信息。教师的水平提高了，学生的
水平才有提高的可能。

在孩子学中文的过程中，家长也是关键一环。家长要与老师密切配
合，在家中坚持和孩子说中文，并督促、帮助学生完成中文学校老师布置
的各项作业。不能对孩子听之任之、放任自流。

学习语言，环境很重要。在学校里，我们要求老师用中文教学，对于
零起点的班级，也尽量少用丹麦语。老师们不厌其烦地教学生记一些常用
的礼貌用语及简单对话。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使学生耳熟能详。低年级班
的老师教学生唱儿歌、诵童谣。中、高年级的老师让学生背诵一些美文的
段落，复述课文，还经常要求学生讲述寒暑假、春节、圣诞节等假期的所
见所闻、所思所感，鼓励同学之间互相提问，互相交流，使学生从不敢说

中文到敢于说中文，从说得结结巴巴到说得比较流利。总之，中文学校逐
渐形成了一个中文的语言环境。

同时，我们也号召家长在家里为孩子营造一个中文环境，除了与孩子
用中文交流外，还建议让孩子看一些中文的儿童节目和中文卡片，以加强
对中文的认知和感知。

写作是一项综合训练，是衡量中文水平的重要标准。对从事海外中文
教育的老师来讲，培养海外华裔子弟的中文写作兴趣，提高其写作能力，
尤为重要，但也困难重重。

我们的目标是，学生在起点班，学会汉语拼音，认字、识字和掌握简
单对话；在基础班，学会理解词义，会默写、朗诵和背诵短文；在提高
班，学会遣词造句，会写一些便条和短文；在最高班，训练学生比较流利
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并能作文。这样循序渐进，达到了良好效果。

我们积极鼓励学生参加一年一届的“海外华人少年作文比赛”，从指导
学生审题、选材、组材着手，经过反复评讲、修改和筛选后，推选出两位
同学去参加比赛。至今，我们已连续12年参加该项公益作文比赛，累计获
得了11个一等奖、4个二等奖和3个三等奖。最重要的是，通过参加作文比
赛，全体学生都得到了锻炼，克服了“写作文很难”的思想。

通过在海外 20 多年的中文教学实践，我深深体会到，只要坚持不懈，
一定能让更多的华裔子弟学会祖籍国语言、了解祖籍国。 （寄自丹麦)

（本文作者系丹麦华人总会中文学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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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小班学生正在表演唐诗联唱图为小班学生正在表演唐诗联唱图为小班学生正在表演唐诗联唱

在不同的节日里游走在不同的城市，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
春节，我想待在自己的家乡和家人们一起度过。一家人围在一桌，大人

们有说有笑，小孩子们又玩又闹。春节一定要在家乡过才有味道。
元宵节，我觉得香港应该是个不错的地方。听说在香港，每年的元宵节

都有彩灯晚会：赏花灯，猜灯谜，处处洋溢着浓浓的中国式的喜庆和浪漫气
氛。满街的花灯，让人拒绝不了这么美丽的景色。

清明节起源在山西，那儿有一句民谣“清明细雨催人哀，漠漠墦头野花
开，手端祭品肩扛锹，都为先坟上土来”。在这里，不管贵贱贫富，不论男女
老少清明节都必须去祖先坟前，给祖先扫墓。所以我想去山西看看当地人是
怎么过清明节的。

端午节广东的习俗可不少，主要有划龙船、食粽子、挂艾草条、放纸
鸢、家庭午餐、洗药水澡等。听说广东有种特别的粽子，叫枧水粽，不知好
不好吃，但是名字却很特别，所以我想在端午节去那儿尝一尝。

中秋节时，吃货们一定得去江南，因为在那儿除了月饼以外，还有必吃
的“桂花鸭”，肥而不腻，美味可口。还有小糖芋头，浇上桂花糖浆，让人垂
涎欲滴。

重阳节得去山东。因为在山东北部有重阳节喝辣萝卜汤的习俗，有一句
谚语：“喝了萝卜汤，全家不遭殃”，所以在这一天当地家家户户都会做一锅

辣萝卜汤。我想，
去尝一尝辣辣的萝
卜汤，一定会被幸
运之神所眷顾。

冬至就要去我的出生地东北，在冬至没有拜贺的习惯，因为传说孟子死
于冬至日，老百姓非常悲痛，所以才废掉了冬至拜贺仪式。冬至这天要吃馄
饨或水饺，为了暖暖身子，因为冬至时的东北实在是太冷了。

中国的几大节日，我已经完美地计划好了，期待着计划实现的那一刻。
（寄自西班牙）

游历中国的节日
尹嘉豪

尹嘉豪近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