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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任信 任
林倚伊 (14岁）

有一位父亲跟儿子在户外玩耍。
儿子爬到墙上想往下跳，让父亲接住
他。在他跳下来之前，父亲讲了一个故
事，故事中的父亲是一位美国富翁。这
位富翁的儿子也爬上一面墙往下跳，
可是富翁并没有接住儿子，儿子摔在
地上，一面哭一面疑惑地看着父亲，不
理解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富翁对儿
子说：“我让你摔这一跤是为了让你学
到一课——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连
父亲都未必信得过，何况其他人呢？”

讲完之后，讲故事的父亲也伸出
手臂对儿子说：“来，跳下来吧，我
会接住你的。”这时儿子的内心不安
起来。但在父亲的连声催促下，儿子

还是咬咬牙闭上眼睛，跳了下去。他
以为自己会重重摔在地上，但是当他
睁开眼睛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躺在父亲
的怀里。父亲说：“我也想让你学到
一课——有时候你连陌生人也可以信
任，何况是你的父亲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有疑
心病。即使是对身边最亲密的人，也
难免存有一丝提防心理。俗话说“害
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人们往往无法
相信那些不熟悉的陌生人。但是如果
可以给予他人一些适当的信任，将会
带给对方巨大的力量。在遇到困难时
得到他人的信任与关心就如同旱地甘
霖，会让人获得许多力量。

信任其实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存
在，这种精神力量不知已成为多少人
心中的精神支柱，也正是这彼此之间
的信任，才会让世间处处充满着温
暖。

（寄自日本）

白话文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白话文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早已运用早已运用
自如自如，，熟视无睹熟视无睹。。然而然而，，在在100100多年前多年前，，它它
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生事物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生事物，，是倡导民主是倡导民主
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之一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之一。。今天今天
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胡适先生逝世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胡适先生逝世
5555 周年纪念日周年纪念日。。此刻重新回顾白话文的普此刻重新回顾白话文的普
及之路及之路，，让我们再次意识到白话文取代文言让我们再次意识到白话文取代文言
文给中国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文给中国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文学改良新篇章文学改良新篇章 白话文体历史长白话文体历史长

白话文就是一种以汉语口语为基础白话文就是一种以汉语口语为基础、、经经
过处理的书面语过处理的书面语。。通俗地说就是通俗地说就是““我手写我我手写我
口口”，”，白话文以现代中国人的口语为源泉白话文以现代中国人的口语为源泉。。
现代白话文主要有现代白话文主要有44种种，，分别是官话白话文分别是官话白话文

（（京白京白）、）、吴语白话文吴语白话文 （（苏白苏白）、）、粤语白话文粤语白话文
（（广白广白）） 以及韵白以及韵白 （（明代官话明代官话————中州韵白中州韵白
话文话文）。）。在这在这 44 种之外还有许多各具地方特种之外还有许多各具地方特
色的白话色的白话，，一并称为一并称为““土白土白”。”。我们日常生我们日常生
活中交流使用的白话文活中交流使用的白话文，，是指官话白话文是指官话白话文。。

其实其实，，白话文并非近代的产物白话文并非近代的产物，，其出现其出现
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期。。唐代的僧人为了推广唐代的僧人为了推广
佛教佛教，，宣扬禅门佛理宣扬禅门佛理，，以音乐以音乐、、画图和讲唱画图和讲唱
相互配合的方式向大众表演佛经中的故事相互配合的方式向大众表演佛经中的故事。。
其中的图画称为其中的图画称为““变相变相”，”，说唱故事的底本说唱故事的底本
则称为则称为““变文变文”。“”。“变文变文””韵白结合韵白结合、、浅显易浅显易
懂懂、、接近口语接近口语，，广受百姓欢迎广受百姓欢迎，，这就诞生了这就诞生了
早期的白话文学早期的白话文学。。宋代仁宗盛世诞生了说书宋代仁宗盛世诞生了说书
这一带有白话性质的表演艺术形式这一带有白话性质的表演艺术形式，，留下了留下了
许多话本许多话本，，比如比如《《水浒传水浒传》》就是由宋代的话就是由宋代的话
本改编而成的本改编而成的。。元代的杂剧元代的杂剧、、元曲里也有不元曲里也有不
少白话的句子少白话的句子。。到明清时代到明清时代，，众多白话小说众多白话小说
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在社会上广为流行，“，“文而不文文而不文，，俗而不俗而不
俗俗”，”，即使识字不多也可以欣赏得了即使识字不多也可以欣赏得了。。其中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便是 《《西游记西游记》、《》、《三国演三国演
义义》、《》、《水浒传水浒传》、《》、《红楼梦红楼梦》》这中国这中国44大名著大名著
了了。。民国时期民国时期，，出版了大量古代典藏的白话出版了大量古代典藏的白话
版本版本，，白话小说白话小说、、白话诗等白话文学作品蓬白话诗等白话文学作品蓬
勃涌现勃涌现，，中小学教科书也开始使用白话文中小学教科书也开始使用白话文，，
这一系列措施的施行这一系列措施的施行，，逐渐使白话文成为社逐渐使白话文成为社
会文化的主流文体会文化的主流文体。。

重整风气启民智 中华文化传泰西

推广白话文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普及教
育，开启民智。文言文艰涩难懂、文法繁
复，讲求用典对仗、摹仿古人。用其写作的
书籍典卷，普通百姓自然也难以理解。胡适
先生的恩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
威曾感慨文言文之难：“中国无论如何倾向
进步，其文字殊足为前途的大障碍。”应该
说，浅显易懂的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成为社会
文化的主流文体，使知识再也不是少数人的
垄断资源，顺应了时代的发展。

其次，白话文的应用也是一种思想解
放。“东学西渐”期间，一批外文著作被有
识之士翻译为白话文，大量音译、意译的外
来词充塞进汉语。语言是传输思想的介质，
新词语的“大爆炸”实际上就是新思想的

“大爆炸”。当时的中国人通过白话文这一工
具吸取西方的先进思想，开阔自身视野。

此外，推行白话文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对
外传播。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在吸收西
方文化的同时，作为载体的白话文也推动着
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较之文言文，白
话文浅显通俗、易懂易学，便于外国人理解
掌握。“白话文存在表达准确性强、交际效
率高的优点。以白话文为媒介，可以高效快
捷地在全球传播中华文化，提升中华文化的
影响力。”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
究中心的姚双云教授这样评价白话文的作
用。

韵律优美底蕴深 文言古语不可忘

在全面普及白话文的今天，文言文在日
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很低，其性质早已由原
来的交流沟通方式演变为理解古籍的专用工
具。但文言文凝聚和蕴含着中华祖先的智
慧，是现代人不可随意丢弃的。

姚双云教授认为姚双云教授认为，，学习文言文有助于更学习文言文有助于更
恰切地表情达意恰切地表情达意。。文言文是经过历代古人积文言文是经过历代古人积

累累、、加工加工、、锤炼而创造出来的语言形式锤炼而创造出来的语言形式，，在在
表达上具有言简意赅表达上具有言简意赅、、典雅优美的特点典雅优美的特点，，艺艺
术价值很高术价值很高。。比如要表达时间过得很快比如要表达时间过得很快，，我我
们常用的就是们常用的就是““岁月如梭岁月如梭”“”“光阴荏苒光阴荏苒”“”“白白
驹过隙驹过隙””之类的文言词之类的文言词，，如果换成白话文如果换成白话文，，
似乎很难找到太过文雅的表达似乎很难找到太过文雅的表达；；再比如描述再比如描述
一个女孩具有一个女孩具有““闭月羞花之美闭月羞花之美”，”，这样的说这样的说
法文言韵味较浓法文言韵味较浓，，若换成白话文若换成白话文，，显然不是显然不是
三言两语可以言喻的三言两语可以言喻的。。可见可见，，同样的意思用同样的意思用
文言与白话所展示的语言美文言与白话所展示的语言美以及给人的艺术以及给人的艺术
感受是不一样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沉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沉淀
是承载在文言文上流传下来的是承载在文言文上流传下来的。。可以说可以说，，文文
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因此，，对对
于国人来说于国人来说，，学习文言文可以更好地了解本学习文言文可以更好地了解本
国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充实个人的文化底充实个人的文化底
蕴蕴，，提升文化品位提升文化品位。。对于外国人来说对于外国人来说，，在中在中
文达到一定水平后文达到一定水平后，，适度接触和学习文言适度接触和学习文言
文文，，则可以加深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则可以加深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
知知。。

学中文学中文责编：刘 菲 邮箱：haiwaibanl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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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的前世今生
韩昊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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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于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
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巨大变化。提倡白话
文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项基本内容。1918年1
月，《新青年》杂志从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
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鲁迅先生于 1918
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第一篇白话小说 《狂人日记》。在 《新青
年》 的影响下，一些进步刊物改用白话文。
这又影响到全国用文言文的报纸，开始出现
用白话文的副刊，随后短评、通迅、社论也
都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在这些出版物的
带动下，白话文逐渐取代文言文而成为中国
人日常使用的语言形式。

不论是口头表达，还是书面语言，今天
的人们早已视使用白话文为理所当然。在汉
语国际推广的过程中，沿用至今的白话文功
不可没。试想，如果让外国汉语学习者一上
来就学习文言文，那不知要吓退多少对于中
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

那么，我们当代人又该如何对待文言文
呢？中国历史典籍绝大部分是由文言文记载
的，古典诗词、小说、戏剧等也是以文言的形式呈现并流传下来的。所
以，要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华文化，文言文是绕不过去的。近年来，在中
小学语文教材中加大了文言文、古典诗词的内容比重，其目的就是让学
生从小学习一定数量的文言文，为日后进一步学习中国历史、文学、艺
术打下基础。

对于外国汉语学习者来说，当然是以白话文入
门为宜。待汉语达到一定程度后，
可以适当接触和学习文言文。而对
于有志于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来说，
学习文言文是必修功课。因为只有
掌握了文言文，才能获得更多的第
一手研究资料。

基础汉语课本指的是针对汉语为非母语的学
习者编写的，适合汉语水平为零起点的外国学生
使用的汉语课本。我在韩国韩瑞大学教授汉语期
间，使用和查阅了大量的韩国本土汉语教师编写
的基础汉语教材，最深刻的体会是韩国本土基础
汉语教材融入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元素。相比之
下，中国老师编写的基础汉语教材中的中华文化
元素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基础汉语课
本中文化项目的设置不是“超前”了，而是“滞
后”了。

比如，关于“您贵姓”话题，韩国本土教材
会呈现“百家姓”的姓氏文化；关于“你多大”

话题，韩国本土教材会呈现十二生肖的生肖文
化；关于“一共多少钱”话题，韩国本土教材会
呈现人民币的基本构成和图案，有的甚至将同一
商品分别用人民币和韩币标注出在中国的零售
价，一方面让韩国学生了解人民币的构成，另一
方面让韩国学生对中国当前物价状况有一个感性
认识。除此之外，韩国本土教材中还会设置类似
于“文化小贴士”等辅助读物，用韩语简要介绍
中华文化，中国的旅游景点、节日习俗、京剧、
家常菜、电影、武术、中医以及中国人送礼、购
物、请客、搭乘交通工具等内容均包括其中，涉
及面之广确实超过国内出版的同类教材。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反差
呢？在国内常听学界发出这样
的声音：汉语教材中的中华文
化元素“太多太突出”会给外
国人以“强加于人”或强行

“ 认 同 ” 的 印 象 。 有 人 认 为
“第二语言课程和教材首先是
语言课和语言教材，而不是文
化课和文化教材”。持这种观
点的对外汉语教师往往认为，
基础汉语课本应该是纯语言教
学的教科书，外国学生要在汉
语水平达到中级之后再开始学
习中华文化。但事实并非如
此。我曾与一名编写过汉语教

材的韩国教师交流：“你觉得中国人编的汉语教材
与韩国人编的教材有什么不同呢？”这名韩国教师
对我说：“中国人编的教材在语言知识方面编得很
好，但是不适用啊。”我也曾向韩国学生提出相同
的问题。学生们说，他们选择教材考虑更多的是
教科书中的内容是否实用，他们在学习汉语的时
候也想了解中国，如果一边学习语言，一边了解
中国，学习起来就更有兴趣了。可见，基础汉语
课本不应该只是纯语言教科书，应大胆地、多角
度地融入中华文化元素。

很多外国学生选修汉语课，主要是对中国文
化充满好奇心。在我教授的 200 多名韩国学生
中，74%的汉语水平是零起点，21%的汉语水平为
中级，只有 5%的汉语水平达到高级。也就是说，
有 74%的学生在使用基础汉语课本。可见，基础
汉语课本不仅承担着教授语言的功能，更担当着
传播文化的使命，尽可能多地融入中华文化元素
应该成为基础汉语课本编写的基本原则之一。

初学汉语的外国学生，对中国和中华文化怀
揣好奇与向往之心，他们想习得能够用得上的汉
语技能，想了解中国现状、历史、风俗习惯等。
倘若非要学生到了汉语中高级阶段才大量接触中
华文化元素，则低估了学生们的认知能力和知识
需求，也错过了传授中华文化知识的最佳时机。

（寄自韩国）
（本文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外派汉语教师）

让中华文化元素
更多地展示在基础汉语课本中

刘香君

让中华文化元素
更多地展示在基础汉语课本中

刘香君

中国农历大年初一这一天，我们学校的所在地——西班牙马德里USERA
区显得格外的热闹，因为，区政府和当地华人联合举办了 2017 年“欢乐春
节”庙会活动。

我们爱华中文学校有一个摊位，老师让我们大班同学下午在摊位当志愿
者。于是，一放学，我就赶紧和同学们一起去附近的餐馆吃午饭。结果，我
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了一家有位子坐下来吃饭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
附近的每家饭馆都坐满了老外。我还纳闷呢，为什么今天会有那么多的老外
呢？后来突然意识到，原来他们都是来参加中国春节庙会的。只见好多西班
牙人头上戴着庙会发的“鸡”帽，手上还提着从庙会买来的各种东西。

吃完午饭，我和同学们急着赶往庙会。快到庙会举办地点的时候，我被
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远远看去，只见庙会门口排队的人如同一条长龙，大家
都是为了进去逛庙会的。许多外国人都带着自己的小孩子一起来参观庙会。
看他们一脸的笑容，就知道他们对中国文化是多么感兴趣。

我们一走进庙会，就被眼前琳琅满目的摊位和热闹的人群吸引住了，其
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糖画了。我一直想吃糖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多次回国
都没能吃到。虽然我知道糖画是麦芽糖做的，并没有什么特别，但能做出那
么多可爱的形状，足以让我对它“一见倾心”。

在糖画摊位前待了一会儿，满足了心愿后，我来到中文学校摊位上，帮美术
老师教小孩子画京剧脸谱。一个当地小男孩一边画京剧脸谱，一边说自己是毕
加索。天哪，毕加索可是世界闻名的西班牙画家啊！他的话真的逗乐我了。后来
我才知道，原来，小男孩跟毕加索同名，也叫毕加索。

今年的春节过得很开心，希望年年如此。 （寄自西班牙）

庙会上遇见毕加索
胡丽芳（1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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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所理解的年是漂泊异
乡的学子，在手机里收到亲人和朋
友 祝 福 ，却 想 着 ：这 热 闹 离 我 太
远。

去年 9 月初，一人踏进陌生的
国 度 。这 是 我 选 择 的 路 ，不 忘 初
心，方得始终。但是，每逢月夜，每
逢过节，内心总是惦挂着中国，回
忆的思绪总会毫无征兆地涌来。

瞥 一 眼 墙 上 的 挂 历 ，一 天 一
天，倒数着离过年还有多少天、多
少个星期、多少小时、多少分、多
少秒。我们相差着 8 个小时，相距
了一万公里，心系祖国的感情虽强
烈，却没有了以前的冲动。

春节期间，学校照常上课，自
己也重复着与昨天同样的内容。努
力去融入平常的节奏，都是为了麻
木内心，使其停止思念家乡，以免
内心波涛汹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
个体，孤独是无法避免的，但有时
孤独能让你心境逐渐透彻，用与以
往不用的角度看待事物。少了一分

浮躁，多了一分冷静。
谁不怀念国内的春节呢？谁不

想过年回家团聚呢？但既然选择了
远方，便只能风雨兼程。记住该记
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
的，接受不能改变的。我留下了回
忆给家人与朋友，带着亲友的祝福
上路。愿回忆能化成风，拂过年夜
饭桌上的家人的脸，掠过朋友聚会
中的笑语。而我在一旁看着他们一
切 安 好 ，心 虽 沉 甸 甸 的 ，但 也 平
静。

今天下了 2017 年第一场雪。大
雪过后，凝视山顶白雪皑皑，似乎
所有感情都伴着这雪飘飞，继而融
化于土中。每日都被无数平凡景色
感动，也许就是这股宁静，内心的
另一个我开始正视这个世界。以往
的喧嚣在漂泊的的旅程中被丢弃，
一人能更好地与孤独为伴。

当心足够强大，当春节成为奢
侈，一句嘘寒问暖，足矣。

（寄自英国）

我从4岁开始在丹华中文学校学习中文。去年
9月，我开始在丹华开设的国学班学习。我觉得这
个班的课特别有意思，每一课都有新的内容，我
们已经学了《大学》、《三字经》。我从古老的故事
中，学到了做人的道理。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故事是“孟母三迁”。
《三字经》 中说：“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
机杼。”讲的是孟子小时候非常调皮，他的妈妈为
了让他学习好的习惯、接受好的教育花了很多心
血，一共搬了3次家，直到搬到了学校附近，孟子
才开始喜欢读书，变得守秩序、懂礼貌。

我想，中国的妈妈们都从这个古老的故事里
汲取了教育孩子的道理，从而养成了中国人特有
的重视教育、严格要求孩子的传统。我的妈妈就
是一个例子。像孟子的妈妈一样，我的妈妈常常
教育我们做人不要偷懒，不要浪费时间，要努力
学习，做一个成功的人。她也为我提供了最好的
成长环境，还送我去最好的中文学校学习。每到
星期六，不管自己多忙多累，她都风雨无阻地从
海牙送我到鹿特丹去学习中文。

记得我小时候也跟孟子小时候一样不认真学
习，妈妈对我说：“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不好好
学习，很多梦想只能是空想，你不能做自己生活

的主人。但如果你努力学习，就可以达到你所设定的目标。世界上没有人
能为你安排生活，需要你自己为自己负责。”现在，我长大了一些，特别感
激妈妈，如果当初她没有告诉我这些重要的道理，我就不会努力，也不会
是现在的样子。我想，我之所以能在荷兰学校表现不错，成绩优秀，主要
是因为我有一个中国妈妈，她接受了很多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她就是我
的“孟母”。

（寄自荷兰）

我
的
孟
母

威
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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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

彼岸的年
陈乐思（16岁）

彼岸的年
陈乐思（16岁）

图为本文作者 （左） 和韩国学生在讨论课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