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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5 日晚，由福建省归国

华侨联合会和福建省黄仲咸教

育基金会联合指导，华侨大学华

文教育处主办的“海外华裔青少

年中医药素养直播课程”首播。

本次课程为西班牙专场，通过视

频号及 Zoom 平台进行全球直

播。

直播课程由华侨大学侨青队

校外导师、厦门中医院主治医师

王永丽主讲，题为“《西游记》之孙

悟空看病”。王永丽通过生动的西

游记故事案例和有趣的互动，向

孩子们解答了诸如“悬丝诊脉科

学吗”“孙悟空看病可靠吗”以及

“为什么摸脉可以诊病”等充满神

秘色彩的中医药话题，向海外华

裔青少年们生动讲解中医药文化

的历史渊源。

华侨大学华文教育处处长涂

伟、西班牙马德里华侨华人中文

学校副校长刘芸、西班牙巴塞罗

那孔子文化学校校长陈庆以及来

自西班牙马德里华侨华人中文学

校、乌兰教育、巴塞罗那孔子文化

学校等西班牙中文学校各校区的

海外华裔青少年共 900 多人参加

本次线上课程。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这次课

程，他们对中医药文化有了进一

步的认识和了解，对中华传统医

学的智慧和魅力有了更深的体

会，希望能在今后的直播课程中

更深入地了解和学习更多中医药

文化知识和技能。

据了解，“海外华裔青少年中

医药素养直播课程”是华侨大学

根据海外华裔青少年学习中国中

医文化需求所开发的课程资源，

以期作为更好传播中华文化的新

举措。

本次活动由西班牙中文学校
联合总会和厦门从慈中医药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协办。

（张皎皎 张文静 李靖慧 来

源：华侨大学）

“Z世代”“α世代”
感知福建漳州共赏文化之美
本报讯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5

月 28 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端午

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外“Zα 世代

感知漳州 游学共赏”活动在漳州

台商投资区举行。来自印尼、缅甸、

菲律宾等 9个国家的 30 名华侨大

学“Z世代”留学生与漳州台商投资

区角美中心小学“α世代”小学生携

手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共

同许下“友谊天长地久”的约定。

当天，华侨大学“Z世代”留学

生们参观白礁慈济宫，了解医德高

尚的宋代名医吴夲慈心济世的动

人事迹；来到杨厝村和林氏义庄，

见证乡村振兴发展的成果；前往佳

庆东美糕技艺研习馆，亲身体验闽

南非遗美食制作工艺。

留学生还与漳州台商投资区

角美中心小学生们共同开展六一

庆祝活动、感受端午传统节日文

化。其中，在“四海传福”书法创作

环节，小学生们在纸上挥毫泼墨，

现场当起“小老师”，指导留学生们

写下“福”“和”“我爱中国”等字样，

共同感受书法艺术魅力；“Z世代”

“α 世代”还互赠亲手制作的礼

品、手牵手演唱《爱拼才会赢》、朗

诵传统诗词《端午词·内廷》等，共

同演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

爱。 （洪珊珊 杨宇杰）

本报讯 据人民网报道 越南外

贸大学 2024 年华语辩论赛总决赛

5月 26 日在河内举行，本届辩论赛

主题是“爱：拥抱差异，与世相连”。

来自外贸大学(风信子队、水星队)、

河内大学(翱翔队)、外交学院(星星

之火队)、河内国家大学下属外国

语大学(从容应队)、菲尼卡大学(海

鲜队)等五所越南高校的 6 支代表

队入围了总决赛。

比赛现场，各支代表队围绕

相关辩题展开激烈辩论，为现场

观众呈现了精彩的知识与口才比

拼，展现出越南高校中文专业大

学生良好的中文水平。最终，风信

子队荣获冠军，从容应队和海鲜

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本届比赛由外贸大学、外贸大

学中文系和外贸大学中文俱乐部

主办。外贸大学华语辩论赛已成功

连续举办多届，旨在为越南热爱中

文的大学生提供具有高质量的学

术交流平台与中文学习技能展示

舞台。 （杨晔）

“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
澳大利亚赛区总决赛举行

本报讯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主

题为“追梦中文，不负韶华”的第

17 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

赛澳大利亚赛区总决赛 5 月 26 日

在悉尼举行。

中国驻悉尼总领馆代总领事王

春生、悉尼市副市长郭耀文出席并致

辞。中澳两国各界近百人出席活动。

当天的总决赛吸引了来自澳大

利亚各地的12名选手参赛。来自珀

斯的哈莉·理查兹赢得了此次“汉语

桥”澳大利亚赛区总决赛的一等奖。

她用字正腔圆的中文表达了自己希

望成为澳中两国外交使者的梦想。

在表演环节，她选择演唱了中国歌

曲《最初的梦想》，这一深情演绎赢

得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她说：“学

中文的 8年历程，不仅让我掌握了

一门新的语言，还打开了一扇通向

世界的大门。通过中文，我深入了解

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认识到两国

之间的许多共通之处。”

参赛选手们在当天的比赛中

展示了他们对中文的热爱和对中

国文化的深入理解，给评委和观众

留下了深刻印象。郭耀文表示，每

位参赛选手都是跨文化交流的桥

梁，为澳中两国的友谊和理解作出

了重要贡献。

王春生致辞指出，目前澳大利

亚学习汉语的人数高达 19 万人。

通过今天的比赛，希望大家带动更

多的朋友学习汉语、喜爱汉语。也

希望大家今后多到中国走一走、看

一看，多分享中澳交往的真实故

事，成为促进中澳友好的未来力

量，做中澳民心相通的民间使者。

（顾时宏 王心怡）

中国图书走进马来西亚：

2024 年东南亚中国图书巡

回展 5 月 27 日结束在马来西

亚的展览活动。回顾历时 4 天

的展览，厦门外图集团副总经

理吴畇希接受采访时表示，当

地读者对中国图书的热爱令其

感动。

吴畇希记得，他在展台遇

到一位马来亚大学退休教授。

这位教授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展区的《中国文艺思想史》丛

书爱不释手。教授告诉吴畇希，

自己正在研究中国文艺思想

史，但相关资料在马来西亚搜

集起来有一定困难；这部丛书

有的涉及两汉及之前时代，尤

为难得，对其研究很有帮助。

还有一位当地华人读者则

青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展区的

《送信的小白鸽》丛书。这些青少

年读物不但故事生动有趣，还标

注了拼音，在这位读者眼中是帮

助女儿学习中文的好教材。

吴畇希说，从这些读者身

上，他看到马来西亚华人传承

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情；当地马

来裔等其他族裔民众对中国图

书的青睐，则展现了他们了解

中国的愿望和对中华文化的认

可及共鸣。

“Sifu Mandarin”是马来西

亚一家专门出版汉语学习类图

书的出版社。此次巡回展上，

“Sifu Mandarin”出版社通过版

权对接与教育科学出版社就

《汉字故事》等图书达成版权合

作意向。出版社负责人告诉吴

畇希，在马来西亚，学习中文的

非华裔民众越来越多，汉语学

习类图书在市场上越来越受欢

迎。希望通过巡回展，与更多的

中国教育类出版社对接，引进

适合的图书或版权。

东南亚中国图书巡回展迄

今已举办七届，走过多个东南

亚国家，本届更是结合吉隆坡

国际书展搭建中国主题展区。

在吴畇希看来，中国图书要切

实走出去，得到外国读者欢迎，

要突出自己的鲜明特色。

“首先是彰显中国式现代

化价值及其世界意义的图书颇

受欢迎，”吴畇希说，很多外国

读者希望通过这些图书了解中

国的发展智慧，探索和中国的

共建机遇。

“其次是传播中华传统文

化的图书，”吴畇希介绍，这次

巡回展带来了反映“唐卡”“藏

戏”“藏饰”等藏族元素的图书，

展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

分———藏族传统文化的丰富内

涵和创新形态，受到马来西亚

业界和读者的广泛欢迎。

吴畇希指出，近年来，中国

的教材等教育类书籍也越来越

受到东南亚业界和读者欢迎。

此次巡回展上，马来西亚城市

书苑就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签署教材合作协议，共同推动

包括《汽车机械基础》等职业教

育教材在内的多种中国教材落

地马来西亚。巡回展也走进多

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机构，开

展国际华文教育研讨、友好赠

书等活动；和当地华教机构达

成共同在马推广华文教育、加

强教材教辅交流、开展中华文

化活动的合作共识。

在巡回展走进马六甲晋巷

华文小学，开展赠书活动时，马

六甲州政府对华事务特使林万

锋评价说，通过图书这一文化

载体，不但可以促进马中之间

的文化知识交流，“更能传递友

谊与合作的精神”。

（陈悦 来源：中国新闻网）

杜老师：

时常听到有人把“着急”

的“着”读成一声 zhāo，这种

读法是否妥当？谢谢。

河南读者钱女士

钱女士：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着急”的“着”读二声 zháo。

在《北京话词典》(商务印书

馆，2023 年版) 中，“着急”的

“着”读一声 zhāo。可见“着

急”的“着”读一声是北京话的

读法。20 世纪 30 年代出版的

《国语辞典》中“着急”的“着”

注音是一声，标注的其实是北

京话的读音。1959 年发布的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

（续）》中，规定“着急”的“着”

读二声 zháo。此后，1985 年

发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

表》，规定“着急”的“着”读二

声 zháo。现在的工具书如

《现代汉语词典》等，也因此给

“着急”的“着”注音二声

zháo。另外，在《现代汉语常

用词表》《义务教育常用词表》

及《新编学生词典》中，“着急”

的“着”也读二声 zháo。

从意思上说，“着（zháo）

急”的“着”表示“感受”“处于

(某种状态)”一类意思，表示

此类意思的“着”在其他词语

中也读二声 zháo。例如：

（1）天凉了，多穿点衣服，

小心着（zháo）凉。

（2）别着（zháo）忙，你先

看看这个新材料再发表意见。

（3）两个孩子对动画片很

着(zháo）迷，一看就是老半

天。

（4）小李看武侠小说很着

(zháo）魔。

（5）大伙儿都急得什么似

的，可他心中有数，一点儿也

不着（zháo）慌。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

习惯把“着急”的“着”读一声。

但是，在比较正式的场合，如

在会议发言、各类教学、播音

主持中，宜按照规范读音，把

“着急”的“着”读为二声

zháo。

（杜永道《语言文字报》

原主编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

版）

越南外贸大学
2024 年华语辩论赛总决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