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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文

华教人物

院校连线

本报讯 近日，2023 年“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青少年“汉

语桥”夏令营及第 22 届“汉语

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选

手夏令营开营仪式在北京举

行。中外嘉宾应邀参加仪式，

作为“一带一路”夏令营承办

方之一，厦门大学国际中文

教育学院 / 海外教育学院副

院长潘超青应邀出席此次开

营仪式。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 10 周年，本届“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青少年“汉语桥”

夏令营主题为“跨越山海的

10 年”。此次活动由教育部中

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旨

在为各国青少年搭建中文学

习交流平台，为促进民心相通

和交流合作贡献力量。近 100

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 260

名青年参加此次夏令营活动。

在启动仪式和北京段的行程

之后，各国青少年分赴中国十

个省市交流学习。

厦门大学作为此次活动

的协办单位，将接收其中的

24 名夏令营营员，为他们开

启重访“海上丝绸之路”的中

国语言文化之旅。这些营员

来自蒙古、越南、缅甸、马来

西亚、斯里兰卡、阿富汗、土

耳其、亚美尼亚、多米尼加、

格林纳达、捷克等 11 个国

家，大部分都是本国汉语桥

比赛的优胜者。在厦门段的

日程安排里，既有中国语言

文化的讲座，也有厦漳泉等

地的参访，营员们在学习中

文课程的同时，近距离感受

闽南文化，亲身体验中华传

统和当代中国。

（邓军 来源：厦门大学海

外教育学院）

第一届海外华裔

青少年中华文化

实践大赛瑞士赛区

颁奖仪式举行
本报讯 据中国侨网报道 第一届海外

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实践大赛瑞士赛区颁

奖仪式暨第二届五大洲华裔青少年中国汉

字棋邀请赛瑞士分会场活动近日在瑞士苏

黎世举行。

活动由苏黎世中国传统文化协会主

办，苏黎世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协办，得到

中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的大力支持。颁奖

仪式上，瑞士赛区的获奖选手、老师、家长

和评委嘉宾们欢聚一堂，现场布置了气球、

鲜花和孩子们的获奖作品，大家欢声笑语，

其乐融融。

中国驻苏黎世兼驻列支敦士登公国副

总领事余雄向获奖选手们表示祝贺，他表

示，此次大赛非常有意义，引导华裔青少年

观察、了解和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汉字是中

华传统文化的符号，也是文化交流的桥梁，

希望华裔青少年们继续发现汉字的乐趣和

奥妙，进一步学习和了解中华文化，为中瑞

友好贡献一份力量。

家长代表、Dao Tun 咨询公司创始人及

CEO 王天科说：“此次活动给孩子们提供

了切身感受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机会，在研

学活动结束时孩子们仍觉得意犹未尽。华

裔青少年在海外出生长大，对中华文化的

认同是他们建立自信最不可或缺的，希望

以后有更多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孩子能

够参与进来，有机会回到祖（籍）国怀抱去

感受和学习中华文化。”

出席本次活动的还有中国驻苏黎世兼

驻列支敦公国领侨处主任李晶、苏黎世中

国传统文化协会会长陆金莲、苏黎世中国

传统文化协会副会长焦素珍、苏黎世中国

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李许雯佳、苏黎世中

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公关部副部长杨锦涛、

瑞士中国舞蹈俱乐部创始人及主席宁文

珊、竹笛演奏家高任扬。

“汉字与中华文明”展

在匈牙利开幕
本报讯 据新华社报道“美美与共———

中国匈牙利诗歌吟诵会”暨“汉字与中华文

明”展开幕式 8 月 29 日在位于匈牙利首都

布达佩斯的匈牙利国家外文图书馆举行。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李希

奎、匈牙利塞切尼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盖伦

切尔·尤迪特、匈牙利国家外文图书馆馆长

霍尔瓦特·伊什特万等 50 余名中外嘉宾及

匈牙利友好人士、汉学家和青年代表出席

此次活动。吟诵会上，中匈青年代表分别用

两国语言吟诵《沁园春·雪》《再别康桥》《我

愿意是急流》《自由与爱情》等中匈诗歌。会

后，嘉宾们参观了“汉字与中华文明”展，并

进行拓印等文化互动体验与交流，现场气

氛友好热烈。

李希奎在致辞中说，中国和匈牙利都

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匈文化

理念相通，在文化上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汉

字作为中华文化的精魂，沉淀着中华民族

的文化底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

而诗歌与人类语言结伴而生，是文学最初

的起源。我们期待以诗歌为媒，以汉字为

介，推动中匈人文交流。

盖伦切尔表示，希望此次“汉字与中华

文明”展成为匈牙利人民了解中国和中国

文化的一扇窗口。

此次展览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发

起，联合河南省安阳市人民政府、中国文字

博物馆、匈中友好协会、匈牙利国家外文图

书馆、匈牙利塞切尼国家图书馆、欧洲“一

带一路”经济文化合作发展促进会等共同

举办。展览将持续至 9月 20 日。 （陈浩）

人物名片

吴芳思 (Frances Wood)，

曾任大英图书馆中国馆馆长，

国际敦煌计划指导委员会成

员。1971 年在剑桥大学学习

中文，1975 年前往北京大学

学习中国历史，1977 年回到

英国，担任大英图书馆中国馆

馆长 30 余年，管理中国馆藏，

修复敦煌经卷 1.4 万余件，出

版专著 10 余本，向英国读者

介绍中国文学和历史。

本报讯 上世纪 70 年代，

英国 汉 学 家 吴 芳 思 (Frances

Wood) 在剑桥大学学习中文，

其间受派到北京学习中国历

史。她回到英国后在大英图书

馆担任中国馆馆长 30 余年，参

与修复包括镇馆之宝———唐印

《金刚经》在内的敦煌经卷，撰

写了 10余部专著，向英国读者

介绍中华文化和历史。

近日，吴芳思分享了她在英

国修复、守护中国敦煌文物的背

后故事，讲述其对中华文化的

迷恋。

问：拥有 250 余年历史的

大英图书馆，从馆藏的 450 多

块中国甲骨，到被誉为世界上

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印刷本《金

刚经》，再到 2022 年收录的包

括《赘婿》《大国重工》等 16 本

中国网络文学作品，来自中国

的藏品跨越千年。对此，你如

何理解？是什么让你对中国考

古、中华历史文化、中国典籍

如此着迷？

吴芳思：当我开始接触和

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被

其深深吸引。中华文化，赓续

千年。如果不读中国历史、不

从连续性上来认识中国，就不

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

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

未来中国。我被中国各领域的

艺术之美所折服。例如玉石，

因其本身包含坚硬与温润并

存的特性，在几千年的文化传

续中，中国以玉喻人，不断升

华君子品德，玉石被提升到很

高的精神地位，而金银等贵金

属在消费和展示中所起的作

用远低于欧洲。

问：你多次来到中国游走

访学，出版过《马可·波罗到过

中国吗？》《丝绸之路 2000 年》

《中国文学》等大量有关中国

的书籍，在书中和你亲身感受

的中国中，你看到了什么？

吴芳思：新中国最大的成

就是消除了绝对贫困。我看到

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惊人

的，这必须得到赞扬。

我读的书多是关于历史

的，无论是英文或是中文。我

更喜欢读非小说类书籍，比如

文史、传记、自传等。最近，我

得到了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的图书《国宝流失百年祭》，由

美国堪萨斯大学中国艺术史

博士常青和在英国伦敦大学

亚非学院攻读博士的黄山所

著，介绍了 19 世纪末至 20 世

纪初中国文物流散情况。众多

外国探险家、古董商等从中国

各地带走了难以计数的文物，

包括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汉

代简牍、敦煌文书等。我很期

待研读此书，肯定会大有收

获。

问：典籍传承着中华传统

文化，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欣欣向荣的表征和见证。你曾

在大英图书馆工作 30 余年，

守护中国典籍，尤其是珍贵的

1.4 万件敦煌经卷。你曾说：

“轻轻抖动这些纸页，就像是

听见历史的声音。”通过对敦

煌经卷的研究，你有何感悟？

吴芳思：在大英图书馆照

看敦煌手稿是一种莫大的荣

幸，这份工作也有无穷无尽的

魅力。我不是一个敦煌研究的

专家，但我从那些来研究敦煌

手稿的学者身上学到了很多，

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学者。

我的工作是使这些原稿

能够通过数字化项目而获得

更加广泛的展现，使敦煌文明

的图像能够在网络上得以延

续和更大范围的认知，并为子

孙后代保存好珍贵原件。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我们

就在图书馆工作，由于原稿数

量巨大，我们不得不在图书馆

外筹集资金对其进行保护。在

4 名中国文物保护人员的帮

助下，我们使大约 7000 件敦

煌文物残片得以编录。同时，

我们对《金刚经》进行了近乎

完美的修复。

问：你曾表示，中国人对

英国文学的了解比英国人对

中国文学的了解要多得多。你

认为今天的西方世界对中国

的了解和认知发生了怎样的

改变？

吴芳思：我仍然认为英国

以及欧美国家的大多数人对

中国及其文化不甚了解。我很

高兴写有关于中国的文章，中

国的历史极具包容性，我总能

发现我的读者和听众对此十

分着迷。或许我们需要更多远

见卓识的政治家来引导一种

更开放的态度，来认知、欣赏

这个星球上不同的文化与文

明。

（高楚颐 史元丰 来源：中

新社）

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那时，年

轻人都出去打工，村子里留驻

的是老人和孩子。”请问其中

的“驻”用得是否妥当？谢谢。

（上海读者郑先生）

郑先生：

表示“居留”时，“住”指个

人或家庭的居住。例如：

(1)王老师的住处在东四

十二条。

(2)我家住在美术馆后街。

(3)老张住二楼，老李则住

一楼。

(4)老吴家当年住地在西

养马营胡同。

(5)几个同学在山脚下小

客店住了一夜。

“驻”则用于军事及公务

方面。例如：

(6)这里是部队驻地，门口

有哨兵。

(7)驻村工作队每天十分

忙碌。

(8)地质勘探队驻地在城

外，你再走两里路就到了。

(9)这些同志分头到几十

个村寨驻点。

(10)该市的驻京办事处在

西城区一条胡同里。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

“住”口语中常说，而“驻”则有

书面语色彩。“住”指一般的居

住，也就是指个人或家庭的居

住，而“驻”则用于军队、政府机

关，或者执行公务的人员。

“村子里留驻的是老人和孩

子”是说老人和孩子留在村里，

宜用“留住”，不宜用“留驻”。

另外，“驻”还表示“停留”

或“留住”的意思。例如：

(11)在这幅画面前，人们

纷纷驻足观看。

(12)许多走过窗前的人驻

足聆听这美妙的琴声。

(13)这位女演员真是驻颜

有术，五六十岁了，看上去跟

三十多岁一样。

(14)研究人员用数字化手

段实现莫高窟的“青春永驻”。

例(11)至(12)的“驻”表示

“停留”，(13)至(14)的“驻”表示

“留住”。

（杜永道 来源：人民日报

海外版 作者系《语言文字报》

原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