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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余亮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这是很多人喜欢的，作家木心的诗。
从前的日色，从前的车马，从前的邮件，

都被诗人镀上了一层金光。每次读到这首
诗，我想得最多的是“从前的邮件”。

从前的邮件中，最多的是信件。有关我
的信件中，没有什么情书，只有退稿信和少
量的录用通知书。

那时我的乡村学校靠近我们乡的邮电
所。我常常主动陪同邮电所的老师傅一起
到轮船码头，陪他等那从县城过来的邮
包。秋冬的时候容易有雾，轮船就来得很
迟，有时到深夜，我也陪同老师傅等到深
夜，和他一起用板车将重重的邮包运回去，
剪开邮包的锡封，在一堆信件中找到有我
名字的信件。

那时，第一时间拆信和读信的快乐是无
法用言语表达的。

后来，这样的日子很快就没有了。这年
头已是没有书信了。在轮船码头等邮件的
日子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我还在读信。
读好的书信就等于找了一个好朋友说

话，可以暖心，可以启迪，可以体悟到人生的
许多况味。

比如《古文观止》中19篇书信体散文，
都是字字珠玑的好文字。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李白的《与韩荆州书》。

李斯的《谏逐客书》。
曾巩的《寄欧阳舍人书》。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我最爱读的是一封快

500 岁的信。这是我的同
乡，江苏兴化人宗臣在北京
写 的 。 宗 臣 是“ 嘉 靖 七

子”之一，这封信是写给
远在千里的兴化人的，

收信人叫刘介。信件的题目是《报刘一丈
书》。

这封信可谓时读时新。宗臣讲了很多
当时的现实问题，有些笔法完全是小说笔
法，比如信件中那个门者的形象真是呼之欲
出。

在这封信的最后，有两句到现在也有意
义，他说“乡园多故”，还说“客子之愁”。宗
臣真是了不起，“乡园”一天天空虚，而“客
子”无法回去，即使“回去”也无法消除发自
内心的“愁”。

每次读到这里，我心中的“客子之愁”也
就不由得弥漫开来，宗臣好像是替我写的一
封信，也好像是写给我的，现在的我就是那
个刘一丈啊。

读老乡的信总是有许多共情。
我还喜欢读老乡郑板桥的《板桥家

书》。200多年前，我的兴化老乡郑板桥在
山东范县做官，他常常给在兴化的弟弟郑
墨写信。

当时郑板桥写信，肯定想不到有一封会
成为后生的教材。

这封信就是他写给郑墨的第四封信，题
目叫《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郑板桥在信中讲了家事，也说了自己的
乡愁和情怀。

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

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
温贫之具。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
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

这里面有我们老家的待客食谱。
炒米。
——这是兴化的古法炒米。
酱姜。
——这是兴化垛田上的生姜腌制的。
碎米饼。
——这是节俭人家的待客硬件。
糊涂粥。
——这是穷人家的早餐。
郑板桥不仅写了食谱，还写了我们老家

的众生：“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
每每读到这里，我总是有口水，还听到

了在“霜晨雪早”全村庄喝糊涂粥的声音。
这“暖老温贫”的背后，有文人的情怀，

更是历经苦难之后的卑微祈愿，这祈愿是接
地气的，真是喜欢。

和喜爱郑板桥一样，与我父亲同龄的汪
曾祺的书信也是我最爱读的。他的散文灵
动洒脱且随性而为，读汪曾祺的信就像是读
父辈的信。

有温暖，有调皮，也有忧伤，还有沧桑和
寂寞。

我以为汪曾祺最为寂寞的一封信就是
他写给老同学老朋友朱德熙的。

朱德熙是江苏苏州人，古文字学家、语
言学家、教育家，是汪曾祺西南联大时期的
同学和好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失恋，是
朱德熙安慰他，卖了自己的一本物理书，换
了钱，请汪曾祺喝酒浇愁。

1977年9月7日，汪曾祺给朱德熙写了
一封信，信中讲了许多生活琐事，但汪曾祺
真正要讲的是自己的厨艺。

“近三个月来，我每天做一顿饭，手艺遂
见长进。”

“最近发明了一种吃食：买油条二三根，
擘开，切成一寸多长一段，于窟窿内塞入拌
了碎剁的榨（此字似应写作鲜）菜及葱的肉
末，入油回锅炸焦，极有味。”

接着，汪曾祺补充说，“嚼之声动十里
人”。

对于这个“声动十里人”，我特别感慨。因
为写信的日子里，是汪曾祺先生最为特别的日
子，一直有一支无形的寒剑，他说不出，也不能
说。他只能做饭，研究厨艺。那样的大寂寞里
有随遇而安，有属于汪曾祺的趣味美学，更有
里下河平原上接近黄昏时分的苍凉。

因为这样的苍凉，我更加爱我们的汪曾
祺先生了。

（作者系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第八届
鲁迅文学奖得主）

读信的收获
赵冬俊

开学第一天，万象更
新。刚进校门，就被传达室保
安叫住：“赵老师，你的信。”

这年头，“信”可是“古
董”，珍贵得很。谁会给我写
信呢？接过一看，是张明信
片——学生王舒羽寄来的。

明信片正面是幅风景
画。旭日东升，天空一片橙
黄，下边一片云海被染成火
红。正中间一座城堡式建筑
高高耸立。两边树木成林，
葱郁如墨染。左右两侧上方
伸出一截不同种类的枝叶，
使画面疏密正宜。最下方，
是一行字母。我想知道这是
什么。

走到办公室，教英语的蒋老师正
好在，我请教她。她看了看，说：“我
一个都不认识！”

“这不是英语吗？”
蒋老师翻到背面端详起来，说：

“这不是英语，有点儿像德语。”
我看到最后一行有单词“From”，

说：“这不是英语嘛！”她也扫视到最
后一行，说：“后面字母上方还有两个
点，肯定不是英语。”我说：“那她是从
哪儿寄来的呢？”蒋老师指着最后一
个单词说：“‘Germany’德国。”

哦，想起来了，舒羽是去了德国。
舒羽是我来苏州教的第一届学

生。开学没几天，我就记住了她。她
的座位比较靠前，也许是“近水楼台
先得月”吧，我找小帮手的时候，首选
的自然就是她啦。她一脸文静，说话
轻轻柔柔的，生怕吓着谁似的。我请
她帮我粘贴作业本上的姓名贴，她高
兴地来到我的办公室，以她的心灵与
手巧顺利完成任务。那以后，舒羽好
几次走近我，轻轻柔柔地问我：“赵老
师，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一

笑：“暂时没有。”多好的
学生啊！

相 较 于“ 咋 咋 呼
呼”，我更喜欢“轻轻柔
柔”，可舒羽的“轻轻柔柔”
有点儿让人着急。上课
时，她回答问题的声音，即使

“洗耳恭听”，也显得吃力。
课外，我将她叫到办公室“特
训”，可收效甚微。

QQ上，我跟舒羽妈妈聊
到这个话题，舒羽妈妈告诉
我：“她其实一直学声乐，是
可以做到大声朗诵的。还是
性格太内敛，顾虑太多，所以
读书时总是怯生生的。”后
来，又听说我们金鸡湖学校
校歌就是舒羽首唱的，而且

录制了音频。我请舒羽妈妈将音频
发我——一段悠扬激越的旋律过后，
天籁一般的童音，如同初升的太阳跃
出地平线，让人身心俱静，无暇欢
呼。我一遍遍地听，“红日升起的金
鸡湖上，铃声唤起欢乐的歌唱……”
我试图通过声音，想象舒羽的模样，尽
管我的想象中出现了她自信、优雅的
歌唱形象，但我还是不能将“歌声”里
的她与“书声”里的她合二为一，毕竟
她们的声音“判若两人”。

有一段时间我开车的时候，就循
环播放这首《湖畔之歌》。我的心，也
成了湖，被投入一枚音乐的小石子，
久久不能平静。一天早上，我驾车时
专注于听歌，结果开错了道。到了学
校，理所当然地迟到了。到班里，我
跟学生开玩笑说：“我今天迟到了，这
笔账要记在王舒羽那儿……”

我不知道舒羽还记不记得这笔
账。不过，身在国外，还惦念着曾经
的老师，也真是有心了。此刻，我仿
佛又听见了她的歌声。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金
鸡湖学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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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应变 共谋发展

高等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高端和龙头，是
国之战略重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国家教育部
门有关负责人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准
确把握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意义、本质特征和主
要任务，深刻认识新时代高等教育面临的新形势
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
深化高等外语教育改革，加快新文科建设，更好
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急需和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该负责人还指出，要深入开展《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多语种版本“三进”工作，推动课程扩围、
资源提质、实践升级，深化外语教育课程思政高
质量建设；要研制外语专业、大学外语教学要
点，推动外语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四
新”专业教育有机融合，构建中国自主的外语人
才培养体系；要深化外语教育与文理工农医不同
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强化高校与实务部门产教融
合、科教融汇，培养实战型拔尖创新外语人才；
要深化数字赋能外语教育改革，推动外语教育与
人工智能双向互促，加快培养有家国情怀、有全
球视野、有专业本领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形成有
部署、有推动、有落实、有成效的工作闭环，切
实回答好“强国建设 外语何为”的时代命题。

“近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致力于更好地服务
国家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战略，积极探索外语学
科改革创新、新时代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全
球语言文化传承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北京外国
语大学党委书记王定华从“深化‘三进’工作，
落实立德树人”“聚焦学科建设，服务国家战略”

“强化数智引领，赋能教育变革”“构建全球文
明，促进交流互鉴”四个方面，分享了北京外国
语大学近年来在高等外语教育教学改革上的具体
做法和成果。

王定华表示，北京外国语大学致力推动外语
类专业知识体系、教材体系、课程体系创新，传
播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促进文明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学科是高校发展的基石，是核心竞争力的集
中体现。”王定华介绍，近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大

力调整学科布局，加强有组织科研，实施外语人
才培养“101工程”，包括非通用语种振兴计划和
通用语种卓越计划，分门别类培养高端人才。

“培养非通用语人才，体现的是外语院校服务
国家的责任担当。”王定华尤其强调，非通用语人
才培养，由于人数较少、投入较多，需要联合、
互补，不应该由各个学校单打独斗。

“看准的，我们要大胆地改；看不准的，我们
要保持定力，观察变化。”王定华表示，早在
2019年，学校就成立了人工智能与人类语言重点
实验室，集中各学科科研优势和人才培养力量，
聚焦人工智能与语言教育发展中的前沿问题，开
展语言学习机理研究、基于人工智能的语言教学
研究，以及多语语料库、多语自然语言处理和外
语健脑强智研究。他鼓励全国高等外语教育界关
注、接纳、拥抱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与挑战，同
时也提醒大家保持战略定力，遵循教育规律进行
改革和发展。

通过介绍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全球文明论
坛”、“一带一路”国家文化教育大系成果发布、

“国际理解贡献度指数”推出以及中非大学联盟交
流机制等方面作出的努力与成果，王定华呼吁全
国同行一道积极参与教育对外开放，提升教育交
流的高度，拓宽教育交流的广度，挖掘教育交流
的深度，同时保持教育交流的温度。

强国建设 外语有为

在论坛主旨报告环节，浙江大学教授何莲珍
围绕“强国建设 大外何为”这一议题，从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重构大学外语课程体系、推
进AI赋能大学外语教学三方面阐明了大学外语教
育教学改革方向。

“大学外语教育应覆盖外语教育、文化教育和
专业教育三个层面。其中，外语教育一定是重要
任务，文化教育包括世界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学习，专业教育则是服务学生，帮助他
们在专业学习中与世界对话，参与科技竞争和人
才竞争。”何莲珍说。

在何莲珍看来，当前大学外语课程体系亟须
重构，而首要任务就是构建中国自主的应用语言
学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要立足中国实际，解

决中国问题，为外语教学提供思路和参考。”
何莲珍强调，大学外语还应服务国家战略人

才和急需人才的培养。深化大学外语改革，培养
“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是
未来的方向。同时，她呼吁将不同学科领域的重
点人才培养纳入大学外语的视野中，为解决国家

“卡脖子”问题贡献力量。
当前，“外语教育学”作为“外国语言文学”

的二级学科已经尘埃落定，其学科定性在外语教
学与研究界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文斌阐述了外语
教育学的核心概念和内涵，强调其与教育学之间
是特殊性与普遍性、个别性与一般性的关系。外
语教育学旨在研究外语教育的特殊规律和现象，
推动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王文斌强调，外语教育不仅传授知识和技
能，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思想力和想象力，使
他们在面对人工智能和教育数字化的挑战时能够
立于不败之地。

新华社高级记者缪晓娟和与会者分享了如何
向世界讲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的故事，并
呼吁更多的人加入讲好中国故事的行列，为国家
形象的塑造和传播贡献力量。

此外，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的大
学外语、英语类专业、多语种专业教指委论坛
上，多位教指委专家围绕深化课程思政、服务

“四新”建设、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转型与发展
等议题，探讨外语教育服务强国建设的新使命、
新定位、新举措。

保持定力 迎难而上

面对教育数字化的发展趋势和挑战，北京师
范大学教授李芒表示：“教育数字化既不是教育信
息化的崭新发展阶段，更不比教育信息化先进，
它们是相互重叠、相互包含的混合存在，不是代
替的关系。”在李芒看来，教育数字化应当被视为
一种赋能，即利用现代技术的优势来助推教育现
代化、发展高质量教育。

在谈到未来的发展方向时，他提到，脑机接
口等前沿技术有可能给教育带来新的变革。同时

也强调：“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教育的基本目标，
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提问能力等基本能力都是不
变的。”

在大学外语、英语类专业、多语种专业教指
委论坛上，多位教指委专家就人工智能时代的困
境与出路、数字技术与外语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等
关键议题展开研讨，探寻外语教育数字化转型新
方略。专题论坛中，特别设置“前沿论坛：人工
智能与外语学科建设”“日语学科发展论坛：数智
赋能与教学创新”等，交流数智赋能外语教学创
新的有效路径。

本次论坛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
简称“外研社”）《新视野大学英语（第四版）》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三版）》首批AI外语教材
亮相，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重塑教育形态，推动外
语教育创新发展。

在本次论坛上还有两项由外研社推动的重要
活动启动、发起：

一是启动了2024年“外研社·国才杯”“理
解当代中国”全国大学生外语能力大赛，公布了
短视频赛项题目以及定题演讲题目。大赛短视频
赛项题目为“数字中国（Digital China）”，定题
演讲题目为“中国龙福泽四海 （The Chinese
Dragon Is Good）”。

据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介绍，2024
年大赛进一步升级：新增韩国语组和国际中文
组，覆盖英语、俄语、德语、法语、国际中文等
共计11个语种的学生；多语种组取消专业限制，
并增加了参赛名额；对于比赛组织工作突出的院
校和省份，加大奖励力度；重点考查综合能力，
以选拔培养更符合国际传播实战需求的高素质复
合型外语人才。

二是发起了由外研社联合国家工信部门中小
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推出的“产业出海国际人才培
养扬帆计划”。据悉，计划将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实
施高校，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推动高校构
建产业出海国际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论坛在实施“十四五”规划、建设教育强国
的关键之年成功举办，恰逢其时，意义重大，影
响深远，彰显了中国高等外语教育在强国建设中
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决心与信心。站在新起
点，期待高等外语教育以创新力量，为推进高质
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李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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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23日至24日，第八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举办，共有
2000余位高等外语教育界专家学者齐聚北京，通过5位主讲人的主旨报告、3场教指委论坛、
10场专题论坛，共同研判高等外语教育发展新形势，探究高等外语教育发展新方向，谋划高
等外语教育服务强国建设新方略。

本届论坛由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高等学校
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语教学研究分会联合主办，浙江大学协办，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测评中心、北京外国语
大学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中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外研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承
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