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

我的照片本里有一张我最喜欢的照片。照片上，奶奶和我们全家围坐在
柿子树下的小桌子旁，桌上放着一盆黄澄澄的柿子，柿子在阳光下闪闪发
光。我们每人手捧柿子，笑得十分甜美。

我的家乡在广州市郊的花都，那儿青山绿水，一年四季鲜花盛开，但我
却最喜欢柿子树。

奶奶家的门前就有一棵柿子树。到了秋天，在茂密的树叶间，挂着一只
只橙红色的柿子。它们在阳光的照射下，好像一只只小灯笼，可爱极了。柿
子的样子跟西红柿十分相似，但它的味道跟西红柿却大不相同，又滑又润，
甜美可口。

奶奶经常跟我讲门前这棵柿子树的故事。每当此时，奶奶的表情显得十分
宁静，她凝视着远方，慢慢地进入了回忆。那年她28岁，看到周围邻居家都有柿
子树，于是也想种一棵。开始想得十分简单，以为只要种下树苗之后，就能吃上
柿子，没想到，每天都要细心地照顾它，浇水施肥，特别是在夏天。我打断了奶
奶的话，问道：“为什么？”奶奶回答说：“因为夏天天气很热，不浇水的话，树很快
会枯死。”奶奶天天如此，6年如一日，终于等到了那一天，柿子树结果了。奶奶
看着挂在树上的一个个金灿灿的柿子，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这棵柿子树一直
陪伴着奶奶，成了奶奶最亲密的朋友。一年四季，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
炎，她都会站在柿子树前与柿子树讲悄悄话。

2008 年夏天，那年我 6 岁，正在奶奶家过暑假。有一天晚上，电闪雷
鸣，狂风暴雨，吓得我缩成一团，直哆嗦，奶奶一直陪在我身边。第二天天
空又恢复了平静，奶奶起身推开家门，只听到奶奶“啊呀”大叫一声。我赶
紧跟着出了家门，只见地上一片狼藉。我们家的柿子树静静地躺在地上，树

根翘在半空，在它的四周，都是落叶和一个个还未成熟的小柿子。奶奶伤心
极了，眼泪流了下来。我第一次看到奶奶这么伤心，奶奶难过得一整天也没
出门。多年来的努力居然在一夜之间被毁了，我真希望这棵柿子树不要倒下。

两年后的夏天，我又回到故乡花都。没想到，在原来柿子树倒下的地
方，又长出了一棵新的柿子树，它虽然矮小，却郁郁葱葱，充满生气。原
来，奶奶在柿子树倒下的第二年春天，又亲手栽下了一棵柿子树，她还是一
如既往地浇水施肥，日复一日。

2015年秋是奶奶的70大寿，我们全家回家乡为奶奶祝寿。来到老家，第
一眼看到的就是奶奶家门前的柿子树。树叶在微风中飘舞，树梢上黄橙橙的
柿子在微风中摇曳，仿佛在向我们招手。刚满 3岁的小弟弟迫不及待地跳起
来，想摘柿子。我看着柿子树，凝视着奶奶微微弯曲的背影，被奶奶的坚强
和执著而感动。

就在奶奶70岁生日那天，我们全家在柿子树下合影留念，我们不用生日
蛋糕而是用奶奶亲自种植的柿子来为她
庆贺。我爱家乡的柿子树，更爱我那坚
强而执著的奶奶。 （寄自丹麦）

（本文获得第十七届华人少年作文
比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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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
协会顾问言恭达带来了一份“关于谨防互联网时
代汉字在传播中的缺失的建议”。他建议设立“汉
字节”，建立汉字文化教育基地，在国家层面重视
汉字和汉字文化。的确，现代人提笔忘字的现象
不能将责任全部推到电脑上。我们应当反思，是
否在学生阶段接受的汉字教育不够充分，社会氛
围是否有利于端正对汉字的态度。

提笔忘字频出现
手写汉字成短板

电子设备的普及与媒介的发展，使得“打
字”正在替代“写字”。书写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
化。启动电脑，随着“噼里啪啦”的敲击键盘
声，从屏幕闪烁的光标后面倾泻出一排端正的宋
体字，豆腐块似的，码得整整齐齐。五笔输入、
拼音输入、语音输入，记录文字工具变得多样与
便利。不可否认，下发通知、填写表单、记录会
议……绝大部分的日常文字工作已经离不开电子
设备了。新的书写形式的确方便了人们的沟通与
工作。但在这背后，汉字的书写却似乎成为了许
多人的“短板”。

据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 2002 人进行
的一项调查显示，37.1%的受访者每天都会写字，
33.6%的受访者每周写字一两次，16.4%的受访者每
周写字三四次，9.8%的受访者已基本不写字，3.1%

的受访者回答不好说。由于写字频率低，提笔忘
字 （61.4%） 成为受访者写字时最常遇到的问题。

在北京一家私企任职设计师的范欢说：“现在
公司盛行无纸化办公，用手写字的机会很少了。
虽然时常给文字做美化设计，但是提笔忘字的情
况还是经常能碰到。眼中有模模糊糊的轮廓，手
下却又无从动笔，只得借助手机输入法查询如何
书写。”

谈起汉字书写，现在就读于西安财经大学的
罗文龙也很感慨。高三时，他因为汉字书写不认
真，字迹过于潦草，导致接连两次模拟高考试中
没有检测出他作答的痕迹，因此试卷判零，没有
成绩。这给他的高考备战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
力。吸取教训之后，罗文龙养成了每日描摹字帖
的习惯。

汉字教学简单化
方法单一时间少

山东省青岛市某小学的语文教师王明月表
示，如今汉字教学存在的问题比比皆是：学校
不够重视汉字教学的基础性和重要性，教师在
教学中更多的是关注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而
对于汉字教学关注得甚少。这种教学思想直接
导致了教学汉字的时间少，方法死板单一。而
学生对于汉字学习只是机械记忆，对于音形义
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完全不理解，其结果
就是有些学生对汉字的学习完全提不起兴趣。

“种种原因造成我们的汉字教学效果不尽如人
意。虽然也花不少时间进行汉字教学，但是在
阅读教学时，学生还是有大量不认识的字，在
写作教学时，学生还是有许多不会写或者写错
的字。”

翁美华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第八中
学文科班班主任。她呼吁，汉字教学应该改变
单一追求数量与规模的指导思想，努力引导学
生发掘汉字中蕴含的美。每一个汉字当中都蕴
藏着丰富的内涵，承载着中华文化，要在汉字
教学中把这些传授给学生。此外，教育部门还

应当增加对中小学生汉字教学的课程数量，进
一步规范中小学课堂中的汉字教学行为。

汉语地位应提高
书香社会靠营造

目前汉字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劣，汉字得不到
应有重视，人们自然也就会提笔忘字。

首先，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不断接触的街头广
告标语、网络流行语、娱乐节目流行语中，其充
斥着大量不规范使用的汉字，这种不负责任的传
播，使原本规范的汉字变得不伦不类，影响了一
些人特别是学生对于汉语的正确使用。

其次，汉语与英语的受重视程度完全不对
等。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英语始终是学生
学习的重点科目，而语文只在小学、中学是重点
科目。大学对学生汉语成绩没有硬性标准，大多
数非汉语相关专业也没有汉语必修课。英语就不
同了，不但开设英语课，还有相关标准，若想获
得学位顺利毕业就必须达标。大学毕业进入职
场，汉语的地位就更低于英语了。英语水平是大
多数公司招聘员工、晋升加薪的“硬指标”。凡此
种种，使得汉字和汉语的地位不断下降。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苗笑武老师针对汉字的
社会环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要仅仅把汉字视
作表意符号和交流工具，而是要去理解它背后的
艺术价值与审美功能，保持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敬畏之心。”他认为，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并养成一
种能熟练应用汉字、汉语的氛围。要调动所有人
的积极性，营造书香社会。首先，作为教育主阵
地的学校和身负文化传播重任的媒体必须要大力
提倡规范使用汉字，创新形式，做好成语、俗语
和谚语这些语言精华的推广与传播，培育起全社
会规范用字的良好习惯和风气。此外，全民学英
语既没有必要，也会影响母语文化的交流与传
播，所以小学和中学阶段要适当弱化英语的影
响，适度加强汉字和汉语教育。

手写式微手写式微，，不能全怪电脑不能全怪电脑
韩昊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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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互联网时代，提笔忘字已经成为
不少现代人的通病。写信靠发邮件；聊天靠
打电话和微信语音；传递信息，大多是在手
机上用汉语拼音输入……我们书写汉字的机
会越来越少了。写字，这个以往极其普通的
事情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电子产品的使用的确改变了人们多年来
的书写习惯，这是面对提笔忘字现象时，大
多数人首先会想到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些
导致提笔忘字的因素往往被人忽略，比如，
学校语文教学中，汉字教学部分“缩水”；生
活中不规范汉字的泛滥；社会上重英语、轻
汉语的现象普遍存在，等等。

也许有人会说，只要能顺畅地进行交
流，用什么形式不必苛求，言外之意是对于
提笔忘字不必小题大做。事实真的如此吗？
非也。汉字并不仅仅是表情达意的交流工
具，它还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培养对中
华文化的认同，凝集全中国人的精气神，离
开汉字是根本做不到的。另外，据有关研究
表明，由于汉字独特的造字规律，书写汉字
对于儿童左右脑的开发大有裨益。中国历来
有“字如其人”之说。语言学习讲究听说读
写贯通，4项内容缺一不可，而写字恰恰是衡
量一个人汉语水平的最重要标准之一。

所以，要警惕提笔忘字现象的蔓延。治
疗“提笔忘字之病”，需要多管齐下。首先，
要在学生时代打下坚实的写字基础，学校和
家长尽可能多地为学生创造书写汉字的机
会；其次，有关部门应该持续有力地整治公
共环境中不规范使用汉字现象；第三，全社
会共同努力，利用公共媒体，介绍汉字书写
的作用和意义，鼓励开发出更多像“中国汉

字听写大会”那样受众广
泛、老少咸宜的文化娱乐
节目。在全社会提倡多识
字、写好字，假以时日，
使之形成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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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4 年 3 月到 2017 年 3 月的 3 年间，我
在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做汉语教师志
愿者。从26岁到28岁的这3年，是我人生中一
段宝贵的经历，也是我的财富。付出、奉献、
敬业、感恩……老师和同事用自己的一言一行
为我做出了榜样；认真、努力、坚持……学生
们用自己的行为向我展示了什么叫“活到老、
学到老”。

3 年前的春天，我来到日本。从抵达到上
课之间只有一周的时间，在那一周里，我既要
了解关西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的概况，获得本
年度工作计划，又要了解自己下一步的具体工
作内容。比如，第一周的讲课要怎么安排？如

何进行发音练习？如何导入语法点？是用日语
辅助教学还是用纯汉语授课？我在杏花雨与杨
柳风中，开始了新的生活。

天气一天天变暖，当夏天到来时，一学期
已经过半。学生们的汉语发音一天比一天标
准，会用的生词越来越多，口语会话也越来越
流利。其中，我对一个女孩的印象特别深刻。
她学得很快，从一点儿汉语都不会说，到能够
进行自我介绍、买东西等简单交流。随着中文
水平的提高，她对中国的兴趣也日益浓厚。有
一次下课后，她跑来跟我说：“老师，以后我想
从事和汉语有关的工作。”

夏天，也是春季学期课程进行得如火如荼
的时候，其中最受学生欢迎的就
是汉语会话沙龙了。

汉语会话沙龙不同于一般的
汉语课堂，在会话沙龙上，大家
或是端着一杯香茗，或是品着一
份美食，谈天说地，畅所欲言。
不管是什么水平的学生，都能在
这里找到开口练习的机会。入门
级、初级、中级班的学生练习汉
语发音，在老师们的带领下进行
词汇游戏。老师还会精心准备各
种场景，诸如“登山”“白滨沙
滩”等，引导学生练习在不同场
景中运用所学过的汉语知识解决
问题。高级班的学生在会话沙龙
中更能尽情感受汉语的魅力：春
节对春联，元宵猜灯谜，中秋饮
桂花，内容丰富多彩。

默默沉积力量的树在夏日盛
放繁花，勤奋努力练习的人也收
获着进步。

秋风乍起，天气微寒。而这
时的孔院老师和志愿者们却在热

火朝天地准备节目。因为中秋节、明月节、孔
子学院日、枚方市多国文化节等节日密集，文
艺汇演纷至沓来。每天课余时间，师生都在紧
张地排练预演。

而当文艺汇演纷纷落幕后，深秋来临，万
山红遍。孔院同仁会一起去登山赏红叶，看片
片枫叶在风中翩翩起舞。

数九寒天，冷风呼啸，无边无际的大海
上，偶尔飞过几只海鸟，海浪层层叠叠蔓延至
远方。看着海天相接的一抹流云，回忆会不由
自主地涌现出来。初次相见时的欣喜、新学期
上课前一天的辗转不安、在一起准备活动时的
笑脸、课程结束时学生们不舍的表情、机场离
别时洒下的泪水、师长们的谆谆告诫、学生们
灿烂的笑脸、朋友们伸出的温暖的援手……

如果有人问我，这 3 年里我学到的最重要
的东西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敬
业。在关西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每天都是忙
碌而充实的。2016年度，孔子学院完成了63个
项目和活动。外方院长和中方院长每天都很早
到办公室开始工作，很晚才离去；学务课的老
师们晚上 8 点多下班是家常便饭。然而从来没
有人说过辛苦，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默默付出。

我觉得自己并不是最优秀的汉语教师志愿
者，但关西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是最优秀的集
体。3 年后的今天，我手捧“孔子学院 （课
堂） 优秀汉语教师志愿者”证书，准备开始新
的人生历程。 （寄自日本）

（本文作者系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
汉语教师志愿者）

四 季 流 光 话 汉 教
吴 婷

日前，泰国曼松德昭帕亚皇家师范大学孔子学院
将中华饮食文化带进课堂，让泰国大学生在动手、动
脑的同时，“开心开胃学汉语”。

孔院教师先介绍了中国八大菜系和各地小吃，从
泰国人熟知的潮汕名菜“肉炒粿条”到江南水乡里的

“三丝春卷”，从齐鲁大地的“四喜丸子”到东北三省
的“乱炖”。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被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文化深深吸引。

随后，课堂变成小厨房。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做出了色香味俱全
的“宫保鸡丁”“麻婆豆腐”“醋溜白菜”“西红柿炒鸡蛋”。美味的菜肴上
桌后，大家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品尝，纷纷为中国菜点赞。

（詹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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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柿子树家乡的柿子树
洪洪 蕾蕾 （（1414岁岁））

认真学画团扇

汉语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