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段时间，“人生，易如反

掌”这句台词，在网络上热度颇

高。耳熟能详的话，为何能拨动

网友心弦？原来，这句外文电视

剧的台词，本可直译为“人生超

简单的”，翻译却用心地配合剧

中角色摊开手掌的动作，将其

意译为“人生，易如反掌”，使表

达更加贴切生动。

两句台词，含义相同，韵味

却不同。像这样的点睛之笔，在

翻译中并不少见。有一首英文

诗直译是“我喜欢这个世界上

的三样东西，太阳、月亮和你。

太阳代表早晨，月亮代表晚上，

你代表永恒”。在译者的“妙笔

生花”下，被意译为“浮世三千，

吾爱有三，日月与卿。日为朝、

月为暮，卿为朝朝暮暮。”不仅

表达更简练，而且内涵丰富，意

味深长。日用而不觉的汉语韵

味，让人深深折服。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

换，更是文化的交流。翻译追

求信、达、雅，简单来说，就是

准确、通顺、优美。比如，电影

《魂断蓝桥》的原名，直译过来

是《滑铁卢桥》。译为《魂断蓝

桥》，不仅凸显了电影主题，烘

托了哀伤氛围，更为其增添了

文化底蕴。因为“蓝桥”在我国

传统文化中，常常象征爱情。

在唐代小说《传奇·裴航》里，

男女主人公正是在蓝桥邂逅，

苏轼词句“蓝桥何处觅云英。

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又为

“蓝桥”赋予了求而不得之感。

而这些元素，构成我们理解

“蓝桥”的背景知识，成就了这

一经典译名。从这个角度也能

理解，为何说汉语文化是“高

语境”文化。

汉语博大精深，不仅是语

言交流的工具，更是中华文化

的载体。说到江南，浮现在眼前

的，大概率不是地理位置上的

长江以南，而是烟雨朦胧、小桥

流水；说到塞北，很难不想到大

漠孤烟、长河落日。望月是思

乡、折柳是送别、红豆即相思

……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的

5000 多年中华文明，为汉语注

入了丰富内涵。有人说，汉字

“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即

血脉”。的确，提笔挥墨，一笔一

画之间，写就的不仅是文字，更

是深厚的文化积淀。

在发展流变中，汉语的表

达效率不断提升。比如，“枯藤

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

道西风瘦马”，三个短句，省去

了一切连接、修饰，全由名词

并列而成。高度凝练的表达

下，九种景物看似独立存在，

实则互相照应、有机相融，构

建出一幅萧瑟秋景，游子离

家、悲秋之情溢于言表。光是

简练还远远不够，古往今来，

文人墨客还追求平仄、对仗和

押韵的音律之美，善用比喻、

比拟、用典等修辞手法，让有

限的文字言短而意长、辞约而

旨丰。将丰富的意涵浓缩于只

言片语之中，让汉语整体呈现

出诗性之美，有人说汉语是世

界上最适合写诗的语言之一，

可谓得之。

语言的使用场景、人们的

表达习惯总是因时而异、因势

而新。当前，网络用语层出不

穷，汉语词汇不断迭代更新。比

如，“点赞”“二维码”等词语由

互联网发展衍生而来，已被收

录进《新华词典》；一些传播范

围较广的日常用语，如“网红”

“脑洞”等也被增补到新版《现

代汉语规范词典》。不乏有人担

忧汉语的生态受到影响，然而，

语言的新陈代谢是客观规律。

正是在这样的与时俱进中，汉

语的实用性得到强化，适用的

场景更加广泛，古老的汉语得

以始终保持年轻态。

“古今几千年，纵横数万

里。”绵延不息的汉语，让今天

的我们可以跨越时间，与千百

年前的古人实现情感共鸣；让

华夏儿女即便隔着千山万水，

也能彼此感同身受。当更多人

由衷地感叹汉语的魅力，汉语

延续发展就有了更深厚的土

壤，文化认同也就有了更牢固

的纽带。

（尹双红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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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四期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岗前培训结营
日前，由教育部中外语言

交流合作中心主办，厦门大学

承办的 2024 年第四期国际中

文教育志愿者岗前培训仪式

暨汇报演出在厦门大学翔安

校区举办。来自全国各地院校

的 90 名参训学员参加了此次

仪式。

仪式以四个短片开场，学

员们以 Vlog 的形式回顾了五

周的培训历程，展示了他们的

学习成果和志愿风采。

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

樊子越代表全体参训学员发

言。他细数了从线上到线下学

员们的学习历程和收获，并向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

心、厦门大学及此次培训的每

一位老师、工作人员表示诚挚

感谢。他代表即将赴任的志愿

者们许下期望、立下誓言，争

做中外文化的桥梁与传播使

者。

本次结业证书颁发仪式

暨专属身份纪念套装首发式

具有特殊的意义。今年是国际

中文教育志愿者项目成立 20

周年，是该项目里程碑式的一

年。20 年来，志愿者们用勤奋

和热情做好中文教学，用青春

和笑脸展示中国形象，被称为

“最美的中国名片”，今年，志

愿者专属身份纪念套装首发，

将激励未来的志愿者们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

结业仪式后，参加本次结

营仪式的嘉宾及全体学员一

起欣赏了汇报演出。优美的歌

喉、酷飒的武术、婉转的笛声、

悠扬的筝音、爆笑的喜剧、灵

巧的剪纸与绣花、婀娜的舞

姿和华美的中国传统服饰悉

数登场，参演学员在最短的

时间内呈现出最完美的视听

盛宴。在压轴节目中，台上台

下用中、日、韩、意、德、阿等多

种语言同唱歌曲《瀚宇之花

盛开》，将仪式推向了最高

潮。

（陆畅 张可凡 来源：厦门

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 / 海

外教育学院）

中美青年走进海南

冀以交流架起“友谊之桥”
本报讯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6 月

17 日，参加“未来之桥”中美青年交流

计划海南行活动的 20 多位中美青年

走进海南华侨中学。其间，青年学生互

相交流、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冀以青春

力量架起“友谊之桥”。

书法写扇、剪纸、品鉴茶道……在

校园里，中美青年体验中国传统文化

的魅力。在老师的示范下，他们用毛笔

在纸扇上作画，或写下了自己的中文

名字，一笔一画有模有样。

在随行的美国带队教师黄蓓看

来，自己和学生都度过了一段美好的

时光，很高兴看到中美学生在活动中

建立友谊，学生们从活动中收获良多，

相信这份友谊将延续下去。

在海南的 4 天时间里，中美青年

参访琼海市“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博

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文昌市“椰子王

国”观光工厂等地，增进对海南的了

解。 （张茜翼）

2024 年“文化中国·水立

方杯”中文歌曲大赛

北京赛区决赛落幕
本报讯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2024

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

赛北京赛区决赛 6 月 16 日晚在北京

落下帷幕。

参赛选手以歌会友，以声传情，展

示各自的演唱技巧和个人风格。比赛

分为两轮进行，评委们从音准、节奏、

音色、歌曲表达、舞台效果等多个维度

对选手的演唱进行评分。

“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

大赛自 2011 年以来已连续举办十四

届。本届大赛以“龙腾四海，欢唱五洲”

为主题，大赛联欢晚会暨颁奖仪式将

于 8 月 8 日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

举行。 （吴侃 门睿）

“汉语桥”印尼赛区
总决赛举行

本报讯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当地

时间 6 月 16 日，第二十三届“汉语桥”

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第十七届“汉语

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第四届“汉

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印度尼西亚

赛区总决赛颁奖典礼在雅加达举行，

相关机构、学校师生代表等 300 余人

出席。

中国驻印尼使馆临时代办周侃

出席活动并致辞。他鼓励在场的同

学们以及越来越多的印尼年轻人，将

来都能成为促进中印尼两国文化

交流、推动人类文明对话的使者与

桥梁。

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执行主

席蔡昌杰表示，“汉语桥”作为连接两

国文化交流的桥梁，不仅让越来越多

的印尼青年走近中文、了解中国，更是

在推动华文教育发展的路上起到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

来自印尼 13 个省的 84 名选手参

加“汉语桥”印尼赛区总决赛，其中大

学组和中学组比赛由笔试、演讲、即兴

问答和才艺展示四个环节组成，小学

组分演讲和才艺展示两个环节。一等

奖获得者，将代表印尼参加在中国举

行的“汉语桥”比赛全球总决赛。

（李志全）

杜老师：

常常在媒体上看到“盈

利”“营利”“赢利”这三个词

语。它们发音相同，意思相近，

容易搞混。请您说说这三个词

的用法。谢谢。

云南读者 范先生

范先生：

“营利”是动词，表示“谋

取利润”。例如：

（1）这是公益广告，是提

醒大家注意的，不是用来营利

的。

（2）如果开公司，要照章

纳税，在合法的范围内营利。

（3）我们办的“老年餐桌”

是服务老年人的，不以营利为

目的。

（4）这个食堂是为职工服

务的，不是营利单位。

“盈利”可做动词，表示

“获得利润”；也可做名词，表

示“获得的利润”。（见《现代汉

语大词典》）例如：

（1）公司重视对技术创新

的投入，所以一直盈利。

（2）这家商店扭转了亏损

局面，开始盈利。

（3）村民老张种植这种药

材，一年能盈利好几万元。

（4）企业的新产品很受欢

迎，盈利丰厚。

（5）小店每天都有顾客排

队买早餐，盈利还不错。

（6）这虽然是家小微企业，

一年的盈利却十分可观。

例（1）至（3）的“盈利”是动

词，（4）至（6）的“盈利”是名词。

“赢利”则是“盈利”的异

形词，跟“盈利”读音、意思、用

法都相同；所以《新华词典》说

“赢利”“也作‘盈利’”，《新编

学生词典》说“赢利”“同‘盈

利’”。在《现代汉语常用词表》

中，“赢利”括注于“盈利”下

方，表示是“盈利”的异形词。

在主流媒体观察，“盈利”的写

法明显多于“赢利”。也就是

说，“盈利”更常用些。

（杜永道《语言文字报》原

主编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