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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
诗词大会》第二季自春节播出以来广
受欢迎。本季 《中国诗词大会》 中，
不乏外国选手的身影。近年来，在世
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汉语热。不少外
国人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其中有些人
对中国古典诗词有着浓厚的兴趣。然
而，学习古典诗词的门槛之高又让许
多外国汉语学习者望而却步。如何才
能让他们更好地品味唐宋古韵呢？

诗句易解情难懂

在安娜 4年的大学时光里，她从
法国来到中国学习汉语，现在已经是
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了。安娜第一次接触中国古典诗词是
在大三的“古典汉语”课上，老师给
他们这些外国留学生介绍了不少经典
著作。这些从未见识过的汉语体裁可
让安娜犯起了愁。诗词中许多词语尽
管很美而且富有韵律，然而对安娜来
讲难以理解。虽然结合注释可以获知
诗歌的大概内容，但体会不到其中所
蕴含的细腻情感。

唐代诗人王维是安娜最喜欢的一
位中国诗人，“他的诗给我的感觉就
像中国的成语一样，短小精炼却意味
深长”。“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安娜认
为，这首诗措辞简单明了，理解起来
没有多大困难，可是那种委婉含蓄的
相思之情实在是让她捉摸不透。“诗
歌是诗人抒发内心情感而创作的，只
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就能感觉到诗人
想表达的意思。然而，因为语言差异
和文化背景迥异，即使外国人能够达
到读懂古典诗词的汉语水平，却不会
和以中文为母语的人获得相同的感
受，谈不上真正享受诗词之美。”

音义语法皆障碍

对于来华留学生在学习中国古典
诗词时常会遇到的困难疑惑，北京外
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孟德
宏总结说，首先，从语音的角度来
讲，中国古典诗词是一种非常凝练、
浓缩的语言形式，同时又讲求平仄与
用韵。对于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来
华留学生来讲，这种语言形式与他的
母语之间差距很大。要想体会古典诗
词中的韵，就要求他们要能够辨别清
楚，同韵的字之间细微的语音差别。
比如说，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
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
头思故乡”。“光”“霜”“乡”这些细
微的语音差别都集中在辅音与介音上
面。掌握起来颇有难度。

其次，从语义的角度来讲，中国
古典诗词是很凝练的，一些单音词之
间的拼合关系也并非固定的，它实际
上是由于诗人的一种主观创造，造就
了独特的用字用词，给不少外国汉语
学习者加大了理解的难度。以宋代词
人宋祁的 《玉楼春·春景》 为例，其
中最著名的一句“绿杨烟外晓寒轻，
红杏枝头春意闹”历来被人交口称
赞。其中“闹”这个字把红杏拟人化

了。也许留学生们能够学习，也能够
背诵此诗，但如果不理解这个“闹”
字背后所蕴藏的丰富的语义信息，体
会不到诗词所蕴含的意境，那么这种
死记硬背不能帮助学习者体会诗词蕴
含的美感。

第三，从语法的角度来讲，中国
诗人在创作诗词时，为了押韵符合诗
词特定的格式，实际上可能会调整语
法结构关系。元代散曲家马致远的

《天净沙·秋思》 通篇没有一个动词，
采用形容词与名词的堆砌：“枯藤老
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
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相
比较英文的十四行诗，里面即使出现
了少量名词短语句，但毕竟还是个句
子，可是 《天净沙·秋思》 里全都是
一个个的词语，不成句子。那么这种
不符合语法规则的作品，与外国汉语
学习者已经获得的中文知识相矛盾，
令其产生困惑。

打好基础把诗学

帮助外国汉语学习者了解和学习
古典诗词，汉语教师责无旁贷。首都
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汉语教师王进
曾在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国
立大学、韩国启明大学执教，有着丰
富的对外汉语教学经验。王进介绍
说，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属于高级汉

语教学范畴。一般情况下，古典诗词
在教科书中以课文、阅读练习等方式
出现，有时也会在古代文学课里做一
些相关介绍。而真正开设古典诗词这
门课的并不是很多。她通常的做法
是，先在教学中对相关诗词进行背景
介绍，让学生知道诗词产生的历史背
景，然后逐字逐句分析讲解，使学生
明白各句的基本意思后，理解、体
会、欣赏诗词的特点及妙处。

外国学生学习中国古典诗词的意
愿取决于他们自身的汉语水平，特别
是对古汉语的掌握和理解程度。汉语
水平高的、认真的学生甚至能够针对
某首诗发表读后感。

毋庸置疑，外国人要想有效地学
习古典诗词，首先要提高汉语水平，
其次还要了解相关的中国历史文化知
识。可以请老师帮助，本着由简到难
的原则，推荐适合自己水平的诗词。
王进强调，学习古典诗词确实不容
易，但人类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学
好也是可以做到的。

孟德宏提醒：“诗词不仅仅是语
言学习的一部分，它本身也是一种艺
术。诗词中的语言并非生活中的语
言，这个特点决定了外国汉语学习者
不应该通过诗词来解决自己的汉语入
门问题。就好比自身没有接触过英
语，直接去通过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学习英语，这是行不通的。”

外国人学古诗 有点难
韩昊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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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学校叫莫尔文·圣·詹姆
斯，是一所女校，所以有 480 名女学
生，没有男生。我们的新校长叫拉拉
提夫人。

今天我们有中文课，中文班原来
有 20人，现在只有我们 4 个人坚持下
来。我们都是英国人，都是 10 年级学
生。迪娅和凯贝是住宿生，杰茜和艾
玛每天回家。每星期我们有两次中文
课，在课上我们学习汉语的听说读写。

大家都说中文难学，但我们很努
力。去年 12 月，老师带着我们 4 人去
伦敦参加汉语比赛，机会难得，我们
非常兴奋！

今年的中国春节期间，我们学校
组织了庆祝活动。作为中文班的学
生，我们4人很高兴。 （寄自英国）

从左至右：艾玛、迪娅、凯贝、
杰茜。

我们的中文班

点 点

滴 滴

中国人学习英语，除了校园里的学
生，其他人的学习方式五花八门，有的追
美剧，有的迷恋rap说唱，还有的常年坚持
去“英语角”……其实只要是适合自己、
又能提高学习兴趣的学习方式都是好的。
对于外国汉语学习者来说,道理也一样。除
了坐在课堂里，通过课本循序渐进地遵照
常规方法学习中文外，还可以有多个方
法、以多种形式进入汉语世界，比如唱中
国歌、看中国电视节目、学习中医……当
然，学习古典诗词也是其中的一个。

在不久前火遍大江南北的 《中国诗词
大会》 上，几个外国选手格外引人注目。
古典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包含着汉语的精妙和丰富、显示着汉
语的独到表达形式，因此流传千百年而不
衰。毋庸讳言，学习古典诗词对于母语非
汉语者的汉语水平有着较高要求，但从简
单的篇章入手还是可行的。另外，不少古
诗词已经被谱上了优美的曲调，可以唱出
来。唱熟了，词的意思也就渐渐明了了。

海外汉语教师普遍认为古典诗词是教
学难点。因为首先要让学生达到一定的汉
语水平，其次要让学生理解诗词创作的历
史背景及作者的身世。有一位在美国执教
的老师尝试创新，在课堂上播放电视连续
剧《红楼梦》，再挑选其中经典诗词加以解
释，一下子就引发了学生的兴趣，引领他
们进入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优美意境中。这
个做法值得借鉴。

如果海外汉语教师开动脑筋，创新形
式，将古典诗词作为学汉语的一个抓手，则

对外国汉语学习者大有裨
益。更何况古典诗词所涉及
的范围甚广，在讲解古典诗
词的同时，也是在介绍中华
文化；在学习古典诗词的同
时，也是在了解中国的历
史、风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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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看到了
熊 猫 最 喜 欢 的 食 物
——竹子。

第一次看到竹子
是在北京大观园。大
观园是拍电视剧 《红
楼梦》 的地方。那里
有很多小楼、小桥和
亭子。另外那里还有
很多小院子，其中一
个院子里种了很多竹
子。我想，这里的主
人种了这么多竹子是
因为竹子很漂亮，也
让人很放松。

我第二次看到竹
子是在河南安阳的中
国文字博物馆。很久很久以前，还没有发明纸张。古代中国人就把文
字刻在骨头和乌龟壳上，还写在帛和竹子上。我在文字博物馆看到的
不是生长的竹子，而是竹条，每根竹条上有文字，这种竹条叫竹简。
把带有文字的竹简拴起来就是一本书。

我再一次见到竹子是在贵州农村。那地方有很多山，山里的竹子
长得很高很粗。因为到处都是竹子，当地人就用竹子当拐杖，也用来
抬东西。

我最后一次见到竹子是在重庆磁器口古镇的一家竹器皿店里。在
店里，人们卖用竹子雕的扇子、竹雕等小玩意儿。突然，我看到一些
竹蜻蜓，“这是干嘛的呀？”我问。有个阿姨告诉我：“这些竹蜻蜓可以
待在你的手指尖上，不会掉下来。”我觉得很新鲜，很好玩，于是就买
了26个送给我的美国同学。后来，当我回到美国，把竹蜻蜓送给他们
的时候，同学们都很喜欢，连老师也觉得很好玩。

原来我只知道熊猫喜欢竹子。但是我现在知道了，在中国，人们
都爱竹子，也会用竹子。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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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如（9岁）

人群中央，他一身笔挺西装，用口才和气度
建立起跨文化的沟通桥梁；回到书房，他也常将

《论语别裁》 握于手上，品读欣赏，感受着古老
而深邃的中国智慧散发出的光芒。来华近十载，
路易早已深深地恋上中国文化。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作为一名留学生，路易深知远离家乡、独自

求学的不易。他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加强留学生
校友之间、校友和母校之间以及中外校友之间联
系与合作的平台，在增进校友间友谊的同时，为
母校的发展贡献力量。在路易的建议之下，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校友会成立了。

从2012年国际校友会成立至今，路易和他的
同事们已经共同策划并举办了近百场活动。从校
友交流会上的相见恨晚再到后来商界的并肩作
战，来自世界各地的校友通过国际校友会这个平
台结识了良师益友以及合作伙伴。“有许多校友
告诉我，是国际校友会这个大家庭的温暖让他们
获得了归属感。”路易说，“他们中有的人向母校
捐款50万元设立奖励金，有的人回到贸大把自己
的工作经验分享给学弟学妹们。大家都在用自己
的方式回报着母校。”

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寻求帮助、资源共享、感恩回馈”，国际校

友会活动带来的良性循环背后，是路易及其团队
的倾情付出。身为秘书长，他时刻提醒自己以公
正之心处理日常事务，不带任何偏见地维护好校
友会中每位成员的利益，他坦言，这对他的确是
个不小的挑战。

对待难以避免的分歧，他也
有化解矛盾的独到经验：“我会让
大家充分地阐述自己的看法和理
由。我认为意见不统一不可怕，
可 怕 的 是 每 个 人 把 不 满 藏 在 心
里。”在路易的协调下，成员们每
次都能在深入讨论后达成共识。

君子不器，道行天下
在校园中从事学生工作的路

易也没有停下走进社会、拓宽视
野的脚步，他一直努力让自己在
尽可能多的领域中有所尝试。他
是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历史上首位外籍员工，担任重
要会议中英文口译员和英文笔译

校稿者，尽自己所能减少中美双方股东因文化差
异产生的冲突；他是远赴甘肃支教的贸大留学生
代表，为多达1万人次的当地中小学生提供丰富
教育课程。

来华留学后，从组建“‘老外汇’国际人才
服务平台”，再到通过国际校友会为学子的创业
计划提供有力帮助，“创业”二字从未离开过路
易的生活，他也对创业的意义有着独到的见解。

“创业会带给你极大的痛苦，也会促使你以最快
的速度成长。”

谈到对未来的憧憬，路易表示，他只愿通过
自己的修为慢慢接近仁者的标准。“我的中文名
字叫路易，但世上有什么路是容易走的呢？但如
果我们能够保有一颗宽容仁爱的心，能够真正无
私地站在别人的角度看待问题，那么，再艰辛的
道路也会好走得多。”路易如是说。

恋上中国文化 架起沟通桥梁
李子涵

路易是美国人，现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企业管理方向攻读博士生。他是该
校国际校友会发起人之一，现任国际校友会总秘书长。在中国求学期间，他曾多次
获得教育部优秀来华留学生奖学金等荣誉。

路易 （左） 和部分国际校友会成员路易路易 （（左左）） 和部分国际校友会成员和部分国际校友会成员

陈思如在大观园参观

尽管是在寒假中尽管是在寒假中，，上上
海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海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
学院的来华留学生并未中学院的来华留学生并未中
断中文学习断中文学习。。来自韩国拿来自韩国拿
撒勒大学的寒假班留学生撒勒大学的寒假班留学生
们们，，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在近一个月的时间
里里，，每天上午在汉语课堂每天上午在汉语课堂
读书读书，，下午学习太极下午学习太极、、书书
法法、、山水画山水画。。适逢中国春适逢中国春
节节，，他们还与来自其他国他们还与来自其他国
家的留学生一起深入当地家的留学生一起深入当地
社区社区，，体验中华民俗文体验中华民俗文
化化。。 林林 希希摄摄

寒假不忘学汉语寒假不忘学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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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图为伍淡然在中国诗词大会比赛中
图片来源：《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