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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历史悠久沿用至今的自源文字体系，汉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凝聚

了丰富深厚的中华文化，是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汉字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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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汉语热的持续升温，

汉字在世界范围内绽放魅力。“汉字迎来了最美的春天。”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徐

晶凝教授的感受也是相关专家的共识。

新奇的甲骨文表情包、丰富的汉字文创产品、有趣的汉字体验园……作为人类的共

同财富，汉字正以多种形式进入世界民众视野，开启了外国友人认识、了解中国的大门。

本版即日起推出“玩转汉字”系列报道（上、中、下），从汉字体验推广、汉字文创

产品、汉字的艺术功用来打开“汉字之门”。

——编 者

汉字，离我们既远又近，既疏又亲。说它亲
近，是因为作为中国人，我们从小就开始识别汉
字、认读汉字、书写汉字、运用汉字，可以说，
每一天都离不开汉字；说它疏远，是因为作为中
国人，很多人一旦谈到具体的汉字时，可能对它
记载的语义信息不是那么清晰明了——不用说爨
底下的“爨”这样的非常用字，即使是“自然”
的“然”这样的常用字，其字形传递出来的到底
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枕”里有“木”，“碗”里
有“石”？可能也不是所有人都清清楚楚。从这个
意义上讲，所有的汉语语言文字工作者，都面临
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那就是必须让汉字活起
来。这既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需要，也是“中
国文化走出去”的需要；这既是“汉语作为母
语”的学习者的需要，更是“汉语作为第二语
言”的学习者的需要。

可喜的是，我们看到了古老的汉字重新焕发出
了青春的魅力。借着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的东风，
2019 年在甲骨文的故乡安阳召开了国际汉字大会、
在北京召开了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座谈会。众多
组织和机构，也开始把增强汉字魅力、扩大汉字传

播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途径，为“玩转汉字”
做出了很多有益尝试。

首先，通过互动式展览的方式玩转汉字。中数
集团组织策划了 《汉字里的中国》 大型互动式展
览，通过具体而生动的汉字，来讲述中国人的思维
方式、文化传统、历史经历等。值得一提的是，因
为对外汉语教学专家的参与，该展览站在母语为非
汉语的观众视角上，通过汉外对比的方式讲述汉字
故事。无论是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还是在泰国曼
谷中国文化中心，该展览都让众多外国友人对汉字
开始着迷。在展览中，通过“触摸字模”“感受木版”“毛
笔书写”“数字互动”等方式，汉字活了起来、动了起
来，让观众感受到了汉字之美。可以说，正是汉语和汉
字研究者的参与，让汉字被玩转了。

其次，通过数字化艺术的方式玩转汉字。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陈楠教授的团队，结合微博、微信等
传媒的传播特点，创造性地把甲骨文变成了一个个
萌萌的表情包，并利用汉字的表意性特点，把一个
个孤立的汉字联系起来，定格出一个个的小故事，
从而让汉字真正地“动起来”。那些通过数字形式被
包装起来的汉字，变得“酷酷的”、“萌萌的”，古老

的汉字因为科技的参与而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以此
为基础，陈楠还参与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

“甲骨文文化展”，用数字化的手段艺术地呈现出甲
骨文的故事。 可以说，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参与，让
汉字被玩转了。

最后，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玩转汉字。比如北
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的子项目“中
华汉字文化体验园项目”以汉字汉语教育为基础，
以创新汉字汉语学习模式为特色，打造了一个汉字
体验式学习平台。该体验园用更时尚、更国际化的
呈现方式来传播古老的汉字文化，通过“识汉字讲
故事”“汉字消消乐”等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得观众驻
足，同时走出国门赴希腊参展，吸引了众多的海外
观众。可以说，因众多汉语教学者的参与，让汉字
被玩转了。

由此可见，古老的汉字正逐渐突破“记录汉语
的视觉载体”这一单一功能，开始全方位地进入大
众生活，进入海内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们的视
野。科技、艺术、传媒等多领域的参与，会让汉字
绽放出别样美丽。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师）

人体拼成汉字、通过汉字猜成语……坐落在北
京国际汉语研修学院的中华汉字文化体验园常有来
自五湖四海的汉字爱好者体验汉字游戏。大家肤色
不同、年龄不同、所在的国家不同，但置身于这座
体验园时，都被汉字世界所吸引。

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体验园中，“巧拼汉字”展板上用磁铁做成的汉
字笔画静静地躺在田字格里。在“口”字展板前，
两名外国女孩正比划着组汉字。摆好笔画，便喊同
伴拍下与汉字的合影。一撇一捺、一点一横……汉
字笔画构成了变化万端的汉字宇宙，体验者开动脑
筋用肢体和笔画拼着自己心中最喜爱的汉字，也感
受着汉字的脉络，探索着奇妙的汉字世界。

进入木活字印刷的展室，浓郁的墨香扑面而
来，一字排开的木桌上，宣纸、墨汁、刷子、字
盘、砚台一应俱全。几名小朋友戴着围裙坐在桌
前，铺上宣纸，用刷子压过字盘。“我认为我的作品
更完美。”一名来自西班牙的小朋友自豪地把自己刚
印好的诗画举在空中。

相关专家表示，木活字印刷是雕刻在木板上的
单个文字，通过排列组合以印刷不同内容的书籍。
虽然我们的生活中已经看不到木活字的身影，但木

活字印刷体验游戏可以让体验者感受这门传统工艺。
“有时候项目老师也会跟体验者们来一局 《汉

字大富翁》 厮杀，这是一场汉字爱好者之间关于成
语、汉字、诗歌知识的比拼，有时候，一盘游戏会
将老师困在游戏室里数小时。游戏设计老师在亲身
体验中找到新思路，汲取新灵感，与体验者们进行
汉字思维上的交流与碰撞，做出来的游戏更加好玩
有趣。”中华汉字文化体验园项目负责人桂帆说，

“2020 年，项目将进行更多跨界合作，运用 VR 等
新媒体、新科技手段设计更多符合汉字教学规律又
生动有趣的汉字体验项目，为每一名体验者打开汉
字之门。”

知识点和趣味点相结合

中华汉字文化体验园设在北京国际汉语研修学
院内，既接待体验者，也承担教学功能。这就需要
既解决汉语非母语者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汉字难写
难记的问题，又要寓教于乐，同时适应教学模式差
异，以确保达到汉字知识点和趣味点的有机结合。
因此，该体验园的每个游戏环节的背后都有数位语
言领域专家无数轮的探究论证，这为体验项目提供
了强大的学术支撑。

事实证明，体验式汉字游戏经得起考验。2019

年 11 月，在希腊雅典扎皮翁宫里一个挑战甲骨文
展台前，当地民众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希望一睹汉
字风采。这正是中华汉字文化体验园推出的“挑战
甲骨文”系列体验活动，在希腊举办的“设计中
国·魅力汉字”展览上一经亮相，便受到当地民众
的欢迎。

展览吸引了一位希腊本土汉语教师的关注，“我
觉得活动非常有趣，增加了中国对我的吸引力。作
为一名中文教师，也想了解更多汉字教学方式，如
果有机会到中国学习就更好了。”

看到展览上那熟悉的笔画和文字，一位曾经在
中国生活的希腊留学生说：“我在读大学时选择学习
中文，后来到中国武汉大学留学。我热爱汉字，怀
念中国。”

中华汉字文化体验园项目是汉字体验游戏式学
习的一个缩影。相关专家表示，体验游戏式学习使
每个汉字爱好者能够“身临其境”，触摸汉字的骨
骼，感受汉字的灵魂，追溯汉字的历史，真正沉浸
在生动鲜活的汉字环境中。

“我因爱汉字而爱上中文，但对汉语为非母语的
汉语学习者来说，汉字是学习路上的一大挑战，学
起来有点难。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如果可以将学
习和体验游戏结合起来，会简单很多。”在中国留学
的美国留学生杰克说。

我是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州朱巴诺夫国立大
学孔子学院的一名本土汉语教师，也是中国发展
的受益者。2010 年，我作为阿克托别第一批交换
生赴中国新疆财经大学学习汉语，后来又以阿克
托别第一批孔子学院奖学金生身份赴新疆大学，
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成归来，我先在
阿克托别中资企业工作，最后选择到孔子学院担
任汉语教师。这是因为我发现，“汉语+专业”的
复合型人才才是企业所需要的，通过推广汉语，
可以帮助更多哈萨克斯坦青年在中企就业。

孔子学院是哈中两国之间的友谊桥梁。“一带
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哈中两国之间的友谊逐年
加深。阿克托别州朱巴诺夫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成
立9年来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现在它不仅是阿克
托别汉语学习中心，也是哈萨克斯坦规模最大的
孔子学院，先后有 13000多人次在这里学习汉语。
很多哈萨克斯坦学生通过孔院以交换生、奖学金
生的身份到中国学习汉语、学习专业，完成本
科、硕士和博士阶段学习。如今，很多像我一样
的青年已经学成回国，在哈萨克斯坦政府、企
业、教育等各个部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通过文化交流和科研合作，越来越多的中国
人了解了哈萨克斯坦，越来越多的哈萨克斯坦人
了解了中国。哈中两国人民在相互走近，从双方
角度考虑问题，这样能够化解彼此之间的隔阂与
矛盾，让两国之间的友谊基础更加坚实。在这个
过程中，孔子学院大有可为，它可以为哈萨克斯
坦提供更好的汉语教学服务，帮助建立本土教师
队伍等。

我很幸运自己去中国留学，并获得了丰富的
知识，也希望更多像我一样拥有“中国梦”的人
能够实现自己的“哈萨克斯坦梦”。如今，在中国
留学的哈国青年有1.3余万，还有为数不少的哈萨
克斯坦青年在中国创业就业。我相信，在“一带
一路”倡议下，哈中两国交流合作会不断地深化
加强，哈国青年也借此将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

（寄自哈萨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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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贝儿，给妈妈读读这是什么字？”
“娄 （老） ……虎。”小时候，母亲经常这样

指着识字卡问我。那时的我还不知道真正的老虎
长什么样子，只知道等我学会说“老虎”时，母
亲就带我去动物园看真正的大老虎。

直到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在我和母亲睡觉
的床头总是放着一沓识字卡。每天晚上，母亲总
会带着我过一遍，从“茄子”到“老虎”再到

“小汽车”，母亲说她最喜欢看我答对后开心笑的
样子。

母亲从小就让我背唐诗，两岁在托管班时，
我就因会背诗歌被称作“小神童”。听母亲说，每
次老师在小黑板写第一句诗时，我就可以背到第
四句了。有一次在全班同学面前背诵 《春晓》：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两岁的我当然不明
白诗的意思，也不明白诗作者的心情，那时的我
只是觉得背诗很神气。

也正是从那时起，我便萌生了对中文的浓厚
兴趣。咿咿呀呀诵读古诗，乐此不疲，即使那时
的我并不知道学习的是“中文”。

相比小学，上了中学的我打开了汉语新世界
的大门，诗词更是成了我抒发情感的出口。读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感刘禹锡的辛酸；
品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悟苏轼对宇宙哲学
的追求；诵 《月下独酌·其一》，念李白旷达不羁
的个性。

在诗词的意境里，我体会景色的美好，感受
诗人思想情感的复杂，也明白了社会的另一面。
正因如此，诗词激励着我通过文字流淌我的思
绪，抒发我的情感。随着思考更加深入，我开始
琢磨汉字背后蕴藏的无尽能量，也开始为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而深感自豪。

读初中后，父母把我送到加拿大留学，我在
感受异域风情的同时传播中华文化。不曾忘记父
亲教导的话：“不管走到哪里，别忘了自己身上流
淌着中国的血脉。”每次在学校课堂里提起祖国，
我都倍感骄傲和欣喜。遗憾的是，我希望用中文
铿锵有力地告诉他们“我为我是中国人而自豪”
的愿望从未实现。在这个英文为主的国度里，我
开始思考我继续学习中文的意义，也开始问自己
是否忘记了小时候学习中文的初心，又是否记得
自己最初拿着中文课本喜悦的样子？直到，当我
再一次翻开席慕蓉的《时光九篇》。

诗中提到：“我的了解总是逐渐的/是那种/迟
疑而又缓慢的领悟……”这不恰是我翻开这一页
后脸上惊叹又顿悟的表情吗？一时间，我意识到
与祖国的距离其实就在这字里行间，每个文字都
附着埋藏着的记忆，每一个句子都藏着中华游子
远在他方的深切眷念……

年龄稍长，记忆里，母亲再没问过我识字卡
上的字，我也知道了大老虎不是小猫咪。我怀念
着小时候学习诗词的兴奋快乐，不再会对“为什
么要学中文”感到迟疑和困惑，也永远不会忘记
蕴含文化密码的汉字和我深沉爱着的祖国。

（寄自加拿大）

距离不能模糊
中文的样子

尚嘉奇 （17岁）

古老汉字焕发青春魅力
孟德宏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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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外国友人在中华汉字文化体验园
体验木活字印刷。

上图：外国小朋友体验汉字大富翁游戏
后合影。

中华汉字文化体验园供图

玩 转 汉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