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5/8 联合国聚焦“象形文字”庆祝第十二个中文日

https://m.gmw.cn/baijia/2021-04/23/1302249294.html 1/2

联合国聚焦“象形文字”庆祝第十二个中文日

04-23 08:41

海外网联合国4月23日电 （记者李晓宏）“一字一图画，一语一境界”。被称为“东
方魔块”的汉字，使华夏古国五千年文明绵延不绝，令人类文化多样性宝库灿然生
辉。当地时间19日至21日，纽约联合国中国书会以“聚焦象形文字”为主题在线举
办三场活动，庆祝联合国第十二个中文日。

联合国中文日的确立，取典于轩辕黄帝的史官仓颉在“谷雨”时节创造了中国最原始
的象形文字的传说。当日的三场纪念活动分别讲述了象形文字之良渚文化刻画符号、
东巴文和甲骨文，以及与之相关的三个世界遗产地良渚古城遗址、丽江古城和殷墟。

与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合办的第一场活动，聚焦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以博物馆导览、
中英文双语形式进行。距今5000年的良渚古城是迄今已知的中国境内最早的区域性
国家的中心，比夏朝还早一千多年。“良渚博物院导览”以“北纬30度的四大文
明”地图开场，并配乐《长江之歌》，突显与四大文明有关的河流。随后，两位导览
员带领观众参观该博物院第一展厅，讲解在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的文物，以及部分文物
上的刻画符号，包括肩部刻有12个连续符号的国家一级文物“刻符黑陶罐”等。

“了解中华文明和远古文化，可增进对汉语的理解和学习兴趣。”联合国全球传播部
联合国中文网站负责郑雷波介绍说，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联合国范围内不
断掀起“中文热”，越来越多的联合国职员和外交官对中华文化产生兴趣、学习中
文、会说中国话、会写中国字，联合国中文网站和电台、联合国中文微博受到越来越
多人的关注。

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纳西族东巴使用的东巴文是世界上唯一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在云
南丽江古城随处可见。第二场活动“语言课/讲座：神秘的东巴象形文”，邀请了东
巴文化传承人、纳西学研究者等共同开展东巴文教学，并通过模拟情景对话让观众学
习游览丽江时可能用到的常用语。

联合国中国书会理事张小满以介绍第五套人民币背面图案，及其相关地点名称中涉及
的象形字“月、山、门、水、日、人”，拉开第三场活动的序幕，由此引出讲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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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汉字的起源和演变”。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甲骨文专家陈光宇讲解了在河南安
阳殷墟发现的部分甲骨片的用途和上面的文字。联合国中文教学组原负责人何勇介绍
了以象形为基础的造字法“六书”。

“往古的世纪里，人类不只有汉字，也曾有过其他的文字系统，但唯有汉字葆有非凡
的生命力。”2002年开始担任联合国总部中文组组长的侯勇说，汉字已不仅是一种
文化载体，更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推动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联合国内部每年都举行中文日庆祝活动，吸引众多员工和外交官参加，人们学习中文
的兴趣在不断增长，每年都有数百位联合国职员参加秘书处举办的中文培训，多位联
合国高官曾坐在教室里学习中文。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19日晚在首场活动上发表视频致辞时表示，以汉字为书写
载体的中文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文是联合国六种正式
语言之一，中文的运用保障了联合国工作的有效开展，见证了联合国成立的历史性时
刻，见证了中国参与联合国事务的历史进程，增进了中国人民和中文使用者对联合国
的了解。

他希望更多朋友喜爱中文、学习中文，让中文成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
和信任的纽带。

2010年，联合国设定每年4月20日为联合国中文日，旨在庆祝多种语言以及文化多样
性，促进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平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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