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中文日纪念仓颉 日内瓦汉字展话说中国 

让世界领略汉字魅力 
刘菲 姜力菲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4 年 04 月 28 日   第 05 版） 

 

	 	 ��在�合国中文日活�中，�合国中文�言学�班的国�雇�正在用流利的中文演唱中国歌曲

。 

  4 月 17 日，第五届联合国中文日系列活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隆重举行；与此同时，“联

合国中文日·画说汉字”中国象形文字展览也在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总部所在地日内瓦万国

宫隆重开幕。中文日活动以书画、演讲、歌曲表演等形式生动解析汉字的起源、构造和演变，

充分展示汉字和汉语的魅力。 

  汉字文化源远流长 

  据传说，5000 多年前，在谷雨时节，轩辕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出了中国最原始的象形文

字。为纪念仓颉，联合国于 2010 年起，将每年中国农历的“谷雨”节气设定为中文日。 

  中文是联合国 6 种正式工作语言之一，在联合国的日常运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文

日的设立，不仅是联合国对于中文和中国文化的肯定，同时也是对于中国在联合国事务中所发

挥的重要作用的肯定。“中文热”也蔓延到联合国纽约总部，具有中国元素的各种展览总是能



吸引很多观众，越来越多的联合国雇员希望学习中文。而中文日则是一个让他们能够更多地了

解和近距离地接触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机会。 

  点、横、竖、撇、捺……这些简单的笔画在经过井然有序、错落有致的排列组合后，跃然

纸上，幻化成 9 万多个富有生命力的汉字。由这些汉字组成的词语、句子、诗篇、文章，承载

了五千年中华文明。汉字，看似一幅画；汉语，听像一首歌。 

  正值联合国中文日，香港中文大学胡慧盈的微情书《百字令》再次在网络上引起热捧。这

首菱形排列的情诗以其精妙的文笔、工整的排比、婉约的词句，将作者对爱情的浓烈眷恋表达

出来。也许只有汉字，才能如此灵动巧妙地传情达意。 

  中国网友不仅发现了汉字的美，还发现了汉字的萌。近日，一组关于“鼎”字的甲骨文图

片引起热议，图中“鼎”字的甲骨文造型像一只张开四个爪子站立的“喵星人”，被网友称为

“最萌甲骨文”，还有人用“喵”代替“鼎”，创造出一言九喵、三足喵立等文字游戏。汉字

的艺术性在不经意间娱乐了大众。 

  汉字发展活力四射 

  近年来，学术界乃至全社会越来越重视汉字，这从央视汉字书写大赛一经推出，即引起极

大反响可见一斑。“一弹戏牡丹，一挥万重山，一横长城长，一竖字铿锵，一画蝶成双，一撇

鹊桥上，一勾游江南，一点茉莉香……”，《龙文》，这首中国风歌曲将包括汉字在内的传统

文化之美一一展示，也伴随着近年来兴起的“国学热”而广为流传。 

  虽然“国学热”唤起了民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关注，但社会上仍存在着回避汉字、偏好外

文的倾向，一些年轻人喜欢给自己起了外文名字以代替自己的中文名字，阅读传统经典读物的

人越来越少……这些现象是与当今社会全球化而本质上是西方文明全球化的趋势分不开的。对

于这种趋势，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华民族要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有文化的自信

，不能妄自菲薄。汉字作为中华文明之根，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繁荣兴盛、绵延不绝的基础。

我们应该牢牢把握汉字和汉语这个中华文明的根基，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汉字未来传承梦想 

  作为一所以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汉语教育和中华文化教育为主要办学任务的大学，北京语言

大学在对留学生的汉语教学中开设了专门的汉字课程，比如汉字读写、汉字概论、中国书法等

。该校汉语学院刘畅老师认为，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介绍说，很

多留学生正是因为汉字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许多留学生认为，汉字是汉语中最独特、最

有韵味的一部分。刘畅老师认为，汉字的传承与推广是全民性、社会性的责任，更是汉语教师

责无旁贷的工作，必须要做好。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冉启斌教授说：“汉字要真正得到传承和推广，不能只依靠它在

古代文明中书写的经典、承载的辉煌，还要依靠它所承载的现代前沿科技和先进文明。当中国

经济腾飞、人民富足、国力昌盛、文明领先之时，汉字的传承和推广就会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结

果。” 

  汉字不仅是表意的载体，也是民族思想的载体，它蕴含着中华文明积淀千年的审美意识、

伦理观念和哲学思想，是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图腾。文化不能脱离政治经济而独立存在，汉字

若要在多元文化的融合中占领制高点，既离不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也离不开全体中国人的

普遍重视。当汉字的传承与推广成为全民的共识和责任时，汉魂才能长，汉字才能兴，这也是

我们美好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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