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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透视》出版之后

何洪峰

２００９年９月，祯人兄的《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透视》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可喜可贺！当今世界，汉语之热，持续升温；对外汉语教学随之而“火”，志于弘扬汉语之

传道者，纷纷为之加油添薪，以助其燃。放眼对外汉语教学书架，琳琅满目。但多为语音、

词汇、语法、ＨＳＫ应试之属，管见所及，罕有从“文化透视”的角度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的专
著。由是，祯人兄之新著，令人刮目相待！

对外汉语教学的资深专家，前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院长、著名的李晓琪教授为这本专著作了一篇长序，全面总结了该著的核心思想和学术特

点。在很大程度上，这篇序言代表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界的专家立足于我们民族的文化

对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学科建设的进一步认识，是对外汉语教学专业进一步与中国文化融

合的重要象征。

对外汉语教学，说到底，就是想培养亲华、友华的人士，让学习汉语的外国汉语生能够

逐步参与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来，扩大中一



上来讲，祯人兄的这部作品实际上就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对外汉语教学的专著。

我与祯人兄，学缘渊远。我们是华中师范大学（那时叫“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

学系的７８级同学，同班同宿舍，正宗的同窗。记得祯人兄的学习最为刻苦，成绩优秀。佩
服祯人兄对事业的不懈追求与顽强拼搏精神。本科一毕业，“好男儿志在四方”，他自愿

申请去了西藏。拉萨中学是他人生的第一个单位，对藏汉语教学是他第一份工作，时维

１９８２年秋。



文化阐释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比如在教“龙”字时，常有人用英语的“ｄｒａｇｏｎ”来解释；英语
为母语的学生就会用“ｄｒａｇｏｎ”来认知汉语的“龙”，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龙”在汉文化中
象征帝王或中华民族精神。这一解释，表面对应，其实乖谬，文化意义相去甚远。这也是

近年来有人主张以“ｌｏｎｇ”直译“龙”的原因。语言的点点滴滴都浸润着文化的精神，从某
种意义来说，跨语言的教与学的过程，也是跨文化的教与学的过程。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法结构不是任意的，而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心理认知结构的投射。

语言结构约定俗成论，不能解释为什么约定俗成这样，而不是那样。认知语言学给我们提

供了新的解释视角，这种视角可以是客观事理的逻辑认知，也可以是文化价值的观念认

知。比如同胞称谓，英语只有“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ｉｓｔｅｒ”两个，而汉语有“哥哥、弟弟，姐姐、妹妹”４
个，为什么？汉语有 ４个似乎复杂吧？但韩国语有 ５个，“哥哥”分男称： （ｈｙｅｏｎｇ
ｎｉｍ），女称： （ｏｂｂａ）；“姐姐”也分男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