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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20岁，已学两年中文。
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我看一部电影，配的是中文字幕，我当时还

不知道这是中文。我就在想，这种语言也太可怕了，会这种语言的人一
定很厉害。没想到若干年后，我自己也成为了一个会汉语的人，这可能
就是缘分。

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老师给我起了“凯力”这个名字。每次我跟
朋友介绍我名字的时候，他们都会非常奇怪地看着我。刚开始我并没在
意，但是后来我发现基本上所有的中国朋友都会奇怪地看着我，我才意
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大家告诉我，在有些中国人的印象里，“li”是美丽
的“丽”，而不是力量的“力”。这个名字主要是给女孩儿用的。而且，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演员的名字就叫凯丽。从那以后，我跟中国朋友介
绍时都会强调一下，我的名字是力量的“力”。

有一段时间我很认真地想过，要不要换一个名字，换成一个听起来
很男性化的中文名，但是很多人都已经习惯了叫我凯力。如果我们不能

改变世界，那么就要改变自己。我想，既然不能改变，我就好好给别人
解释为什么我叫凯力，所以我就去查了我名字里的“力”字。我发现力
字在甲骨文就是古代的犁，古代称为耒耜。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人们学会了用牛去耕种，所以就造出了从利得声、从牛会
意的“犁”这个字，而表示最初“犁”的“力”这个字，就开始逐渐用
于表示“力量”了。

知道了这些，我觉得我名字里的“力”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字。
我后来还学会了一个成语叫做“铸剑为犁”，我对这个成语的印象十

分深刻，它象征着不要战争，把武器变为有利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工具
这样的意思。

我觉得我的名字很有文化，我也觉得我的名字很有意义。我喜欢我
的中文名字。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汉语，好好学习汉字。我要把自己学到
的中国语言和文化，介绍给更多的人听。

（作者为哈萨克斯坦留学生）

我很喜欢 《再见北京》 这首歌，所以我就跟大家聊聊歌名中“京”
字的故事。

我想，大家都知道“京”这个字。其实在古代“京”有很多意思，
甲骨文的“京”和甲骨文的“高”，两个字字形相近，像是一个带有塔楼
的建筑。有的学者说，这两个字的本义就是古代的城门形状，上面是用
于瞭望预警的亭，下边是用于进出的大门。以前，城门是一个城市最高
的建筑；有着高高城门的城市，一般来说都是大城。

“京”是“大城”，所以会出现“南京”“北京”“盛京”这些城市的
名字。当我知道这些的时候就想，有“南京”，有“北京”，有没有“西
京”和“东京”呢？

“东京”？我一下子就想起来，日本的首都就叫“东京”啊！结果我
的老师告诉我，日本的东京跟中国的东京并不是一回事。日本的东京是
在京都东部地区的意思。那中文里到底有没有“东京”呢？老师告诉
我，中文里确实是有东京的。历史上有的朝代曾经以开封为“东京”，开
封曾经是那个时代的大城市。

知道了东京，那有没有西京呢？我了解到，西安在历史上有朝代曾
经将其作为都城，被称为“西京”。

我刚才提到了北京、南京、西京和东京4座城市，但是就像一首歌唱
的，“走遍了南北西东，也到过了许多名城。静静地想一想，我还是最爱
我的北京”。

一说到北京，哪怕是说起在这个城市发生的小事，我也会热泪盈
眶，因为北京的大街小巷都有一些与我有关的故事。比如说，我对拥挤
的后海、有趣的鼓楼大街、热闹的南锣鼓巷、安静的大兴胡同等地方都
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每当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我都会听 《再见北京》
这首歌，虽然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简单，但是我很喜欢，其中我最喜欢
的一句歌词是“如果我真的哭了，是舍不得北京，带不走在这个城市我
留下的心”。

北京让我流过眼泪，也让我拥有希望。如果有机会，我愿意永远留
在中国，留在北京。

（作者为俄罗斯留学生）

你们看看我这娇小的样子，肯定想不到我是一个很会武术的小姑娘吧。记得
小时候我就特别爱看中国电影。15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了电影《少林
寺》，便深深地爱上了中国功夫。特别幸运的是，有少林寺的武僧团来德国表演，
我正好观看了那场功夫表演，看到那些功夫，非常羡慕他们。从那一刻起，我下
决心一定要去追寻我的武术之梦。高中毕业后，我到河南焦作学了 9 个月的功
夫。在学习功夫的同时，我开始学习汉语。我通过武术和汉语结缘，但是那些奇
形怪状的汉字每天为难着我，有时候学习汉字让我感到挫败，因为我怎么记也记
不住它们。

有一个特别的机会让我的想法改变了。我在北外学习时，每次在同学和老师
面前自我介绍的时候都会告诉他们我与武术的故事。大家听了后都会点点头，说
我很厉害。但是，有一位老师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并没有夸我，却问我：“爱
丽娜，你知道武术里的‘武’这个汉字是什么意思吗？”当时我这样回答：“老
师，我只喜欢武术，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老师就说：“没关系，来，我跟
你解释。”我当时才知道原来汉字的背后都有着自己的故事。

老师告诉我说，“武”是一个会意字。这个字里边有一个“戈”，就是武器的
意思，有一个“止”就是“脚趾”的意思。这个“脚趾”在这里表示“迈开脚步
向前走”。所以，“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手握武器坚定不移地向前走。

当我知道了“武”字的这些含义后，我觉得小小的汉字真的是蕴藏着丰富的
文化信息。每个汉字都有一段故事，都储存着知识宝藏，都折射出中华文化的丰
富多彩。这些也让我更加热爱中华武术了。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汉语，好好学习汉字，好好学习武术，争取做一个了解中
国的德国汉学家。 （作者为德国留学生）

“今年 9 月 13 日，我和常老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常耀华教
授） 准备到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参加主题为‘从古老汉字到现代艺术设
计’圆桌论坛。但那天赶上巴黎10余年来最大规模公共系统罢工，民
众出行困难。我们担心会不会有听众。”在日前于河南安阳举办的2019
中国 （安阳） 国际汉字大会会场外，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白乐桑
和老朋友常耀华教授聊起了今年“巴黎汉字节”的举办情况。

坐在白乐桑对面的常耀华陷入了回忆：“那天，我和白老师 （白乐
桑） 步行了1个小时才到论坛现场，让我们意外的是，之前报名参加讲
座的听众都来了。”

白乐桑接了一句：“这就是汉字的魅力。”

巴黎汉字节成功背后

“从古老汉字到现代艺术设计”圆桌论坛是2019“巴黎汉字节”系
列活动中的一场。从2014年动议办“巴黎汉字节”到 2017年2月巴黎
华人春节大游行时亮出“汉字节”旗帜，再到今年9月“巴黎汉字节”
再度举办，白乐桑和常耀华投入了大量精力。虽然经费有限，但反响
非常好。

“只有到汉字节现场，才能真正地感受到汉字有多受当地民众欢
迎。当我看到现场观众中既有老人，也有孩子，真是非常感动。”常耀
华说，“这些孩子让我看到汉字传播的未来，相信法国将来会有无数个
白乐桑出现。”

从 1969 年开始学中文起，白乐桑的中文之路已走过 50 年。他常
说：“没有汉字，就没有如今的我。”50年来，汉语在法国民众心中的
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学汉语那时，周围的朋友听说后就惊讶地说

‘你开玩笑吧’，而现在的法国街头可常看到汉字。”白乐桑说，“更重
要的改变是汉语被家长看做可以为孩子选择的语言之一。”

汉字的魅力，不仅在法国绽放。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汉字在
历史上曾传播到东亚的许多邻国，形成汉字文化圈。“汉字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根，中华文明在此基础上开花结果，枝繁叶茂，屹立于世
界文明之林。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汉字更是成为人文交
流的钥匙，开启外国友人认识、了解中国的大门。”中国人民对外友
好协会副会长户思社说。

汉字是人类共同财富

从传说中的造字之神仓颉到“一片甲骨惊天下”，从青铜钟鼎上的
金文到简帛文字，从文字一统到新中国汉字简化改革……位于安阳的
中国文字博物馆清晰地记录了汉字的漫长发展过程。

100多年前，清代学者王懿荣在一种被称为“龙骨”的中草药上，
发现了细小的刻画。后经专家考证这些刻画是甲骨文。中国社会科学
院学部委员宋镇豪认为，甲骨文是研究汉字原初构形与汉语言语法最
早形态的重要素材。甲骨文的字体构形和文辞体式，与当今的汉字及
现代汉语语法结构一脉相承。

由甲骨文沿着时间轴看汉字发展的脉络：从公元前14世纪开始，在
青铜器上出现了大量的铭文，被称为“金文”；公元前221年，小篆开始通
行；后来，简化为字形更为方正简单的“隶书”，隶变被视为古文字与今文
字的分水岭；此后经历了不断地发展沿革，逐步演变成现代汉字。

“众所周知，汉字的本质属性是表意性，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文
字，尤其是印欧语系文字的重要特点。汉字记录了中国的历史、社
会、民俗等，是记录中华文明的‘活化石’。同时，汉字也反映了中国
人的思维认知和价值取向，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内容。”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孟
德宏说。

汉字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正如清华大学教授赵丽明所说“汉
字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汉字作为形、音、义三
位一体的文字符号系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广泛的影响力，是世
界上最重要的文字系统之一。几千年来，汉字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
展现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创造，不仅促进了华夏民族文化的发
展，而且也对世界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汉字传播美美与共

本届国际汉字大会的主题是“汉字与世界”。中外上百位汉学家、
汉字学者齐聚安阳，围绕该主题进行交流探讨，以助力汉字国际影响
力的提升。

作为汉字国际影响力提升的一部分，汉字国际传播是重要话题。
从回顾汉字传播的历史到提出提升汉字传播有效性的建议，专家、学
者各抒己见。

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张西平认
为，西方人的汉语学习和研究首先从认识汉字开始。

孟德宏有一个观点，即如果说站在中国的视角讲述汉字是各美其
美；那么，能够站在他者的角度去讲述汉字历史、传递汉字文化、传
播汉字观念，那就是美美与共。“我们要站在世界的角度，通过比较分
析的方法，把我们的汉字理解好、表达好、传播好。”

在常耀华看来，汉字不仅具有记录汉语的实际功用，还具有展示
自然物象的艺术功用，本身就是天地万物变化莫测的写照。“汉字是文
化软黄金，可为视觉传达艺术设计等提供广阔的创造空间。”常耀华希
望余生可以投入到汉字产业化的事业中。

白乐桑和常耀华牵头的“巴黎汉字节”的举办，可谓汉字在海外
传播的一个成功案例。“‘巴黎汉字节’的首要宗旨，是让法国民众对
汉字加深印象。从几届汉字节的反响看，注重民众性这个理念是对
的。”白乐桑说，“汉字在法国受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民众对远距离
语言和文化的兴趣。”

从接受者的角度，德国留学生爱丽娜因中国功夫而向往中国，但
汉字学习却让她感到挫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了解了“武”这个字
的含义，这让她“豁然开朗”。“每个汉字都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每个汉字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让我的汉字学习变得有趣起来，希
望我能通过汉字了解其背后的中华文化。”爱丽娜说。

汉字为媒 书写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我的武术情缘
爱丽娜

说说我的名字
林凯力

说说我的名字
林凯力

说说汉字“京”
夏辰阳

林凯力 （左）、
爱丽娜 （中）、夏辰
阳在 2019 中国 （安
阳） 国际汉字大会
期 间 ， 参 加 “2019

‘甲骨文杯’国际学
生‘我与汉字’演
讲大赛”并合影。

2019“巴黎汉字节”展板。 图片来源：百度

2019中国 （安阳） 国际汉字大会期间，来华留学生学写毛笔字。 赵晓霞摄

2019中国 （安阳） 国际汉字大会期间，专家学者在安阳古街为来华留学
生现场讲解。

北京外国语大学供图

2019中国 （安阳） 国际汉字大会期间，专家学者在安阳古街为来华留学
生现场讲解。

北京外国语大学供图2019中国 （安阳） 国际汉字大会举行“汉学家进学校”活
动。图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孟德宏在为学生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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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 （安阳） 国际汉字大会举行“汉学家进学校”活
动。图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孟德宏在为学生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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