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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秋天，西班牙马德里，
我的汉字书法班来了一位名叫苏珊娜
的女学生，40 岁上下，是一家公司
的职员。她既不会汉语，也不认识汉
字，但喜欢中国书法，希望参加书法
班。刚开始，我教苏珊娜一些独体
字，讲解这些字形的演变过程，她颇
感兴趣，也能记住。后来，进入书法
教学过程，我教她写唐楷柳体，她写
得十分认真。对初学者来说，她的字
写得还不错，不过看得出来写得很费
劲。有时她感觉累了，就停下临摹，
放松一会儿，然后按自己的想法去
写。就在这时，我发现她写的字，线
条有点像弘一大师的字，我观察了几
次后，就让她临摹弘一大师的楷书。
令我想不到的是，苏珊娜练习了几个
月，居然把弘一体楷书写至逼真，实
在令人惊喜。这样的学习速度是临摹
欧体、颜体和柳体所无法达到的。

2011年5月，苏珊娜的书法作品
在西班牙华侨华人书画展上展出，获
得好评。一位书法家评论说： “还
没看到过一位外国人把汉字写得这么
好。”

弘一大师被中国书法界评为“20
世纪中国十大书法家之一”，国学大
师马一浮曾撰文道：“大师书法，得
力于 《张猛龙碑》，晚年离尘，刊落
锋颖，乃一味恬静，在书家当为逸
品。”

大师方外友人叶圣陶先生评论：
“疏处不嫌其疏，密处不嫌其密，只
觉得每一笔都落在最适当的位置上，
不容移动一丝一毫。”这种观点也有
助于向海外学生解释“弘一体”书法
的结体，使复杂的汉字结体变得明了
易懂，安排笔画有规可循。

为此，我给学生选弘一大师 45
岁至 55 岁时期的作品作为“弘一
体”的范本。大师 45 岁所写的 《佛
说大乘戒经》字体工整，点画分明稳
健；47 岁所写的 《华严经十回向品
初廻向章》，大师自评：“含宏敦厚，
饶有道气，比之《黄庭》。”

记得上世纪 70 年代初，在浙江
杭州，著名书画家沈本千先生教我学
书画时谈及弘一大师。沈老告诉我，
他早年就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
曾参加李叔同和学生创办的“桐阴画

会”。这是我对弘一大师最初的认
识，然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凡是在
报刊上看到有关弘一大师的文章，我
总是仔细地阅读，每次回国都要去书
店寻找大师的书法作品集，看到好的

就购买。弘一大师任教过的浙江官立
两级师范学堂是我的母校杭州师范大
学的前身。多么难得的缘分，令人珍
惜。这些就是促成我在海外编写教授

“弘一体”汉字的激情和因缘。
（寄自西班牙）

2013年6月，5岁的英国小男孩托比向世界寄出了第一封信。在他
小小的身驱里，蕴藏着让大人意想不到的感染力──他使世界变得温
柔、亲近。凭着对世界的好奇，托比开始给全球各地的人寄信，以了
解不同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转眼之间，托比已经学了 3年中文，而他的母亲萨宾也加入了学
中文的行列，在托比的学中文之路上，妈妈担任着亦师亦友的角色。

6岁开始学中文

当笔者问托比是怎么知道中国的？他回忆道：“当时我只有 5岁，
对中国的认识不是很深。借着‘写信给全世界’的计划，在寄出的
200多封信中，有一封是寄到中国香港的。我从香港笔友的信中得知
了一些中国的背景和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使我对中国文化开始产生了
兴趣，才有了学汉语的念头。”

托比真正了解中国文化是从6岁学中文开始的，“那一年暑假，谢
菲尔德大学孔子学院刚巧开办了汉语儿童暑期课程，我便报名参加。
暑期学院课程包括艺术、手工艺、工作坊、游戏及中文学习。我最感
兴趣的是学习中文，这个课程使我感到十分满足，也增加了对中文的
认识，令我更想继续学习。”没想到，一学便是3年。他最近通过了中
国国家汉办针对汉语非第一语言的中小学生而设置的新中小学生汉语
考试 （YCT3）。“那次机会让我认识到中国原来是那么美丽──长
城、故宫，全部都是我想去的地方。”

喜欢有故事的汉字

托比告诉笔者：“语言是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我最喜欢的一
部分，因为这是最不经修饰、最直接的一种沟通渠道。所以，学一个地方
的语言后，了解那里的文化便事半功倍。”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每个字背后都有一个
故事。

“我最喜欢的汉字是‘去’字，因为它笔画显浅而涵意深远，代表着你
将会去某个地方，有可能令你展开一段新的冒险旅程。另外，我最近还爱
上了另一种中国文化──中国音乐。我去过数个音乐会，深深地被充满
东方特色的乐器迷住了，尤其是古筝，希望将来我也能够学习。除此之
外，我也对中国菜十分感兴趣，听说有很多种烹调方法。”

托比说，在汉语学校收获的不仅仅是中文的知识，而且可以认识
来自中国的新朋友。“我最近认识了一位叫Kevin的中国男孩，他最近
才搬到英国，我们十分投缘，和他聊天时，我可以说更多中文，让自
己更有信心。”

托比也想给正在学中文的读者打气：“汉语是一门很难的语言，但
只要全力以赴，总有一天会学会。”

妈妈成学中文“搭档”

学一种新的语言，天赋固然重要，对孩童来说，家长的态度和教
育方法更为重要。托比的母亲选择和孩子一起去经历，“我得悉托比要
学中文时，十分支持。因为这是他的决定，他已经逐渐长大了”。

“我一直以来都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也与华人一起工作过。在
托比学中文的前两年，因工作关系我没报读成人汉语班，只打算在旁
陪着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学习过程中我会协助他完成作业，帮助
他记新词，这个亲子学习过程弥足珍贵。幸运的是，我从今年起能够
与托比一起学中文，我们十分享受在一起学习的过程。”萨宾说。

对于想学中文的外国孩子，萨宾说：“要尊重子女的意愿，如果他
们想学，也正好有合适的课程，那就豪不犹豫去学习吧。如果当时托
比对中文没有兴趣，我也不会强迫他。”她建议：“当两个人一起学习
时，事情会变得更有趣。托比知道他认识的一些字我不认识，而我认
识的字托比也不一定认识，所以我们用电子卡去学新的字词。我们一
起学习，也从对方身上学习。”

绿色是生命的像征；绿色是春天的景色；绿色是青春的代表；绿
色是环境美不可缺少的色彩。今年的春天刚来临，雨水让田野上的绿
色一天天地增多！

当我看到绿色时，就想到我家附近的小公园。公园里有高高大大
的绿树，还有那一大片的绿草地，上面还有足球场。我经常跟哥哥去
公园玩，打篮球，踢足球，在草地上跑呀，打滚呀！ 绿色是我和哥哥
心中的颜色！

当我看到绿色时，就想到国家公园——“优胜美地”。几年前我所在
的学校组织活动，去了那儿。到那里时，我看到了好多优美的风景：绿树
抽出了新的枝条，长出了嫩绿的叶子；那里的湖水真绿，绿得好像是一块
无瑕的碧玉。从此，我一看到一片绿色就好像回到了那个神奇的地方。

绿色真是有生气的一种颜色。它把大地妆成绿色，让人感到欣欣
向荣，让人感到地球上生命旺盛，让人感到世界的美好！我爱地球上
的花草树木，我爱绿色的自然环境！我的心中存着许许多多的绿……

（寄自美国）

亲爱的中文，
你好吗？

陈颖妍

绿色在我心中
王加悦（1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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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了解到亲身体验中医药文化

比拉尔和纳飞斯来自巴基斯坦，正在北京语
言大学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课，他们认为学习中
医药文化需要亲身体验。他们以中文课跟中医药
文化课程作比较，认为语言可以通过课本学习，
但是了解中医药文化知识需要学习理论并进行实
践训练。

“因为学习中医药知识，只学理论是不够的，
我们还要进行相关实践才会掌握。”纳飞斯说，上
中医药文化课的时候，老师会先示范各种中医疗
法，例如针灸、拔罐和推拿，然后学生互相练习
所学到的知识。

比拉尔和纳飞斯主修国际教育，他们原本对
中医药文化没有认识，刚开始学习时偶尔会感到
困难，不像学习其他学科那般轻松，然而他们认
为只要不断练习，学习也并没那么困难。

日前，2017 年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赴美
国、保加利亚汉语教师志愿者培训的近300名学员
参加了“中医基础·国粹经典”的中医理论实践学
习活动，学生在经历6周的培训后，体会到了中医

药文化的博大精深。
侯百谦、曹相东、曹凡和李婕便是其中的学

员，他们来自国内不同省份、不同学校，今年 5
月在北京语言大学相遇，一同参与汉语教师志愿
者的培训。通过学习中医药文化课程，增加了他
们对中医的科学性的“自信心”。

曹凡形容中医药知识是靠实践一点一点积累
而获得，是历史沉淀下来的财富：“通过学习，让
我们认识到我国原来有这么博大精深的中医药
文化。”

侯百谦也认为中医药文化课程让他发现中医
药知识背后的科学根据，当他将来到国外教汉
语，如果面对外国人的疑问或质疑时，会有自信
跟他们解释。

透过日常生活传递中医药知识

对于汉语教师志愿者而言，学习中医药知识
是培训的一部分，目的是将这些知识传递给外
国学生。

比拉尔和纳飞斯从学生的角度提出，最有效
的教学方法是让学生亲身体验中医药文化。比
如，他们会从学生的脸色诊断他们身体内的毛

病，然后告诉他们解决的办法。比拉尔亦提出将
来回到家乡教汉语时，可以邀请学生近距离指导
和示范中医的治疗方法。

对将出发到美国和保加利亚教授汉语的侯百
谦和曹相东而言，最大的困难并非了解了多少中
医药知识，而是如何把了解到的知识传递出去。

曹相东认为，中医药知识需要花很长时间学
习，再加上语言障碍，学习中医药文化有可能会
让外国学生感到枯燥，因此最直观的展示也会是
最适合的教学方法。

在侯百谦和曹相东看来，生活现象和中西文
化差异是传递中医药知识的合适切入点。曹相
东的期末作业便以食疗为题，他并不向外国学
生介绍中医的常用药材，其原因是如当归、枸
杞这类药材在国外并不常见，而是介绍一些外
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常用到的食材，例如白萝
卜和生姜，从中医角度介绍其药用价值。“其
实，在日常生活中就蕴含着中医文化与知识。”
曹相东说。

侯百谦也以茶道为例，说明中医药知识可以
嵌在汉语课里。他指出外国人都知道中国人喜欢
喝茶，然而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茶是一种养生的
饮品，因此汉语教师志愿者可以在教授茶道时，
将中医的知识融会在里面。

孔子学院开展的海外中医教学和中医药文化推广活动，取得了良好成效，成为
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平台。

中医特色孔子学院发挥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优势，中方院校积极派出中医药专
家学者，与国外院校合作开设中医专业和中医类汉语学分课程，或开展职业教育培
训课程，共同培养中医专业本土人才。例如，伦敦中医孔子学院每年培养中医专业
本硕学生近20名。韩国圆光大学孔子学院推动圆光大学和湖南中医药大学启动了本
硕博人才培养项目。此外，各国孔子学院举办高端中医研讨会和讲座，促进人员交
流和科研合作。与此同时，积极开展中医药教材编写，努力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与校
企合作。一些孔子学院还设立了“中医药文化展示体验馆”“中医养生中心”“养生
堂”“中医药角”等，吸引当地民众亲身体验针灸、中草药识别、中药制作、耳穴疗
法等多样的中医药文化。

我在海外教书法 —— 结缘“弘一体”
徐宗挥

我在海外教书法 —— 结缘“弘一体”
徐宗挥

中医药文化：

从孔子学院走向世界各地
黄诗雅 文/图

国家汉办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共有
51个国家的91所孔子学院开设了中医药课
程，并举办中医药文化讲座、研讨、体验
等活动。

据国家汉办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孔
子学院成为了世界认识中医药文化的重要
平台，中医药文化通过多种形式传递给世
界各地的人们，包括与国外院校合作开设
中医专业和中医类汉语学分课程、组织同
仁堂专家团队远赴各国孔子学院巡讲和编
写中医药教材。

相关数据显示，2016 年，共有 5088
人在孔子学院里学习中医药课程，5 万余
人参加中医药讲座、研讨会等中医药文化
活动。中医文化更是进入汉语教师培养课
程体系，旨在满足海外日益增长的中医药
文化学习需求。

从左至右，侯百谦、李婕、曹凡和曹相东在北京语言大学一同参加汉语教师志愿者的培训。

孔子学院开设的中医药课程

新闻链接：

纳飞斯（左）和比拉尔（右）在北京语言大学读中国文化课

5月26日，本版刊文《中国你好 世界你好》，内
容为来自英国的9岁男孩托比写给中国的一封信。文
章刊登后，读者对这个小男孩颇为关注，本版今日
刊出托比和他的母亲一起学中文的故事，以飧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