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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汉语的新用法”

“我记得从一档名为 《爱情保卫战》 的
电视节目的弹幕中，学到了一个词‘菜
鸟’，用来表示‘新手’。”林希鹏还喜欢看
一些体育类节目的弹幕，比如排球比赛。

“主要是能学到一些汉语的新用法。”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喜欢通过

弹幕学习中文的学习者，年龄相对较小。
这也符合弹幕的使用群体情况：《中国语
言生活状况报告》 数据显示，弹幕的用户
主体以 25 岁以下青年学生为主力，其次
是 国 内 较 早 接 触 日 漫 、 游 戏 的 “70 后 ”

“80 后”一代。“90 后”“00 后”是最迷恋
弹幕文化的群体。他们与互联网及网络游
戏共同成长，是具有网络文化自信的一
代。

该报告分析认为，弹幕的吸引力不仅在
于其为观众的表达欲、创作欲，搭建了舞
台，还在于观众内心吐槽被他人表达出来时
所感受到的心弦触动，继而升腾出“你不是
一个人”的情感共鸣，契合了观众对于构建

“观影共同体”的心理期待。
就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孟德宏老师表

示，一些中文学习者喜欢通过弹幕学习语
言，主要原因在于弹幕形式新颖、活泼，互
动感很强，对观看的人来说，有存在感却又
没有被纠正的紧张感。

曾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来自日本的
小松洋大说：“一边看自己喜欢的视频一边
学习中文，这种学习形式很自由。而且可以
学到不一样的词语。”

解读需做语境还原

“有时候我觉得弹幕有点乱，因为会同
时弹出很多字。”在林希鹏看来，弹幕确实
增加了一种学习中文的途径，但并非完美无
缺。“我周围的同学就有不喜欢的，他们还
是喜欢传统的学习方式。”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田
英宣有多年的对外汉语教学经验，在她看
来，弹幕对语言学习者而言，有一块短板不
容忽视。“大量评论语涌入屏幕时，破坏了
画面的完整性，分散了观者的注意力，影响
了观看效果。”

建立在弹幕基础上的弹幕语言是以字幕
形式呈现的网络语言，随着弹幕的发展，弹
幕语言也渐渐独具特色。孟德宏表示，就语
言本质而言，弹幕语言主要是年轻人网络交
际用语，是虚拟空间的公共交际话语，并非
是日常实际生活中的交际用语；就语言表现
而言，弹幕语言存在着将非自由语素自由化
使用的倾向；此外，弹幕语言的语体和语域
都不高，使用范围小，这使其很难进入到语
言交际的实际使用语境中。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弹幕语言与一般网
络聊天话语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种
高度依存于媒介场景的话语，在具体解读时
需要做语境还原，对相关文化语境缺乏了
解的人，面对这些语言会觉得不解其意。
这无疑增加了借助其学习中文的外国汉语
学习者理解的难度。如弹幕护体（用于遮
挡恐怖内容）、中国红（用于表达爱国热情
或吉祥寓意）都需要做语境还原才能了解

其中之义。

形式值得借鉴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分析认为，
时下的弹幕已不是小众化的游戏，它作为一
种流行文化和网络生活的时髦方式，不少领
域或行业都已开始了各种尝试，“弹幕+课
堂教学”便是其中之一。

具体到对外汉语教学，弹幕内容泥沙俱
下也是阻碍其进入课堂的拦路虎之一。虽然
有一些优质弹幕，比如观看 87 版 《红楼
梦》时，部分网友将脂砚斋评等内容以弹幕
形式发出来，但有些弹幕内容流于低俗。

在小松洋大看来，“中文本身是很美的
语言，但如果外国汉语学习者看到弹幕上的
不文明语言，就会对中文有误解。这反倒没

有起到学习的作用。”
“从语言教学角度来讲，因为弹幕中会

出现一些低俗语言，我自己不能接受，所以
不会把它介绍给学生。”田英宣说。

就在去年11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发布《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强调弹幕要
专人审核，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对
评论、弹幕等直播互动环节的实时管理，配备
相应管理人员。对于弹幕中有一些偏离主流
价值观的内容，如性别歧视、地域歧视、低俗文
化等，不能任由泛滥，平台需要把好关。

“弹幕中的一些新词新语，可以作为提
升学生学习兴趣度、激发其学习动力的补充
扩展词汇加以参考，但这些高频新兴词汇的
最终生命力如何，往往受制于很多因素。所
以，目前来说，就对外汉语教学而言，更有
借鉴意义的是弹幕的形式。”孟德宏说。

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刚到中
国时的感受：惊讶、奇怪、激动还
有害怕等。但是时间过得真快，不
知不觉我来中国已经1年了。

我 看 见 豪 华 房 屋 不 再 感 到 惊
讶，哦哦哦！

我过马路时不再感到害怕，随
便走，Go Go Go！

睡梦中听到别人问我：你吃辣
的川菜吗？我仍然会说：不不不！

由此表明，我已经习惯了中国
的生活。你们看，我养成了新的习
惯，是来自白俄罗斯的莉莉娅的中
国习惯。

第一个习惯是：吃吃吃。
如果有人问我：一天中什么事

情最重要？我的回答是——吃饭。
来中国后，我早饭吃包子，中饭吃
米饭和面条。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吃
了多少面条，也许我吃的面条长
度，可以从中国一直延伸到白俄罗
斯。

第二个习惯是：骑自行车，叮
叮叮。

我在白俄罗斯时，从来没有骑
过自行车。你们可以想象我骑车的
能力。现在呢？我的骑车技术非常
熟练。快看！我穿着高跟鞋跟中国
姑娘一样骑自行车。这里也有难过
的故事：我的第一辆自行车只骑了
一周就丢了。好吧，不提难过的事
儿。

第 三 个 习 惯 是 ： 观 察 “ 外 国
人”。

所有的留学生在中国人的眼中
都是“老外”。但是我发现我也开始
称呼外国人为“老外”。现在，我的
爱好是，发现人群中的外国人，并
猜他们是哪国人。

我越来越了解中国和中国人，
而且还养成了“中国习惯”。

（作者系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
学院白俄罗斯留学生）

在今年初美国丹
佛首届国际汉字书法
展闭幕日，笔者有机
会在书法欣赏讲座上
同与会者一起交流如
何欣赏书法作品，我
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一
幅草书《危机》。

这幅 《危机》 书
法 作 品 ， 用 笔 灵 活 ，
轻重有节；用墨或枯
涩、或丰满，就像美
妙的音乐旋律，扣人
心弦。更加难能可贵
的 是 ， 作 品 以 文 领
艺，汉字形构与其文
义 内 涵 ， 紧 密 相 扣 。
其用笔用墨两个字有
浓淡反差，线条有强
弱 节 奏 ， 把 “ 危 险 ”
和“机会”之间的连
接和转化之哲学内涵
显现出来。

这次丹佛国际汉
字书法展，引起了关注与好评，也激发了不少中美人士学习和
欣赏中国书法艺术的激情。书法艺术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上得以
传播和理解，这对于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和沟通，不啻是一个
独特和有效的文化艺术交流管道。

中华书法不仅仅是视觉艺术，不但要使作品布局章法得
当，而且要使字的结体韵味表现出个性、情感和神采；更深入
一步，则是书法作品中文字的涵义给人以启示和震撼，由此使
欣赏者的内心世界发生共鸣、有所感动。危、机二字，用笔工
稳而气势流美，充分发挥了书法笔墨的特质优势，含有辩证寓
意，给人以积极向前的力量。这就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力量。

这幅具有创意的书法作品的作者是落基山书协会长屠新
时，他去年创作的 《危机》 立轴作品，已经被丹佛艺术博物馆
正式收藏。

（任友谅）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
从2010年到2017年，我与彩虹桥中文学校一起

成长，一起走过整整7年。
首先，我要感谢老师对我的辛勤培育；其

次，我要感谢彭叔叔、小蕾阿姨给我们提供了这
么好的学习环境；第三，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是
他们给了我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最后，我要感
谢我们学校的同学们，在这7年里，我和大家一起
学习、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我们不仅是同学，
而且是好朋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在这7年的全日制中文学习中，我从一个刚满

5岁的小屁孩儿成长为一个渐渐懂事的、对知识世
界充满好奇的少年：从最初只认识汉字“一、
二、三”到现在能认识 3000 多个汉字；从 1 年级
学习儿歌到 6 年级学习中国四大名著节选；从学
1+1=2 到现在学分数乘除法、解简单方程式；从
学习水的三态、简单机械到现在学细胞核、转基
因；从学习我爱我家到现在学中国/世界古代、近
代、现代史；从一听说写中文就哭鼻子到现在什
么都想写、爱写而且能写；从读简单图画书到读
中长篇小说……

自我 5 岁起，就参加汉语水平考试 （HSK），
目前我已通过 HSK 1 到 6 级的初级、中级以及高
级笔考，同时还通过了汉语水平口语考试 （HS-

KK） 初级及中级考试，并取得了优异成绩。自我
5岁起，我一直坚持参加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孔子
学院组织的演讲、写作、书法、听写比赛。在演
讲比赛中，我获得 4 次小学组一等奖和一次二等
奖，在写作比赛中获得中学组二等奖。自5岁起，
我的习作就在人民日报海外版 《学中文》 版发
表，与世界各地学中文的小朋友分享；我积极参
加社区活动，在波特兰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的春节
晚会上表演并做节目主持人，同时还参加波特兰
市的春节表演……

在彩虹桥中文学校里，我的中文和英文比翼
齐飞。现在，我的双语能力很棒，我不仅可以
做口语翻译，还能流畅地翻译中英文故事和小
说章节。

在这样的学校学习、生活、成长，真是幸运。
今天我小学毕业了，会记住这7年的欢乐和坚

持,记住学习任何一种技能都需要毅力和坚韧，记
住在学习中如何建立自信，记住要学好知识首先
要学会做人，记住学无止境，永远前行。

学好中文，就是打开了一扇知识之门。小学
毕业并不代表我会停止学习中文。明年，我会在
学好英文初中的课程外，回彩虹桥中文学校继续
学习中文，以让我的中文水平更进一步，长大后
能为世界作出更多贡献。

（寄自美国）

今年我17岁，我的中文名字叫包伊丽。
我是混血儿，我的妈妈是芬兰人，爸爸

是意大利人。我们家住在伦敦。
我家有 4 口人： 爸爸、妈妈、弟弟和

我。此外，我奶奶和爷爷也跟我们住在一
起。我妈妈是模特儿，爸爸是银行家，弟弟
和我都是中学生。我有两只小乌龟，但没有
狗和猫。

我喜欢学语言，可以讲法语、英语、 意
大利语、芬兰语、西班牙语和汉语，每周二
和周四我会上中文课。将来我想去中国工作。

（寄自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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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伊丽 （左） 和妈妈、弟弟在一起

一年前，就读于泰国曼松德·昭帕亚皇家师范大学中文专业的
林希鹏开始接触中文视频中的弹幕。他最初的想法是通过弹幕学
中文，因为在观看视频中遇到听不懂的词，可以根据弹幕，去进
一步按图索骥。“这样不仅能学到不少新词，而且可以了解观看者
所关注的点，从而可以理解中文思维。”林希鹏说。

林希鹏所说的弹幕，在日前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
况报告》中是这样解释的：网络视频中像子弹一样“发射”的网
民评论。起初，弹幕只是作为一种小众化的网络社交（娱乐）方
式在青少年网络群体中流行。近年来，随着国内网络流行文化影
响日盛，弹幕这一字幕形式开始为更多人所熟知，并渐渐进入大
众网络语言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