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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好普通話
小錦囊二

鄭和率領的船隊，最多達二百餘艘，隨員二萬七千多人。船
隊所到國家之多，地域之廣，均屬史無前例，遂有“西洋之𤂌，著
自鄭和”之說。3鄭和的船隊開闢了貫通西太平洋與印度洋的直達
航線，並在印度和南洋沿岸開闢了新航路，促進了當地的海上活
動和國際交流。

鄭和率船隊遠航，不僅履行了朝廷的任命，還加強了中國與
亞非各國的文化交流。鄭和的船隊每到一個地方，都向該地授予
中國的曆法、圖書、冠服、樂器、度量衡器、種植技術等，將中
國文化傳播各國。

船隊從海外運回中國的貨物，更是名目繁多，其中以香料、
珍寶、棉布居多，還有許多珍稀動植物，例如時人稱作麒麟的長
頸鹿。船隊同時把亞非各國的地理、政治、經濟、民俗、藝術資
料帶回中國，西洋吹製玻璃的技術便是在當時傳入。

鄭和是世界航海先驅，流傳後世的《鄭和航海圖》是中國最早
的海圖，圖上列有地名五百多個，繪有航線百餘條，儼如現代的
航路指南，對航海技術的發展影響深遠。鄭和敬業獻身，勇於開
拓，對促進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世界文明的發展，實在功不可沒。

1 馬可‧波羅（公元1254至1324年）。
鄭和（公元1371至1435年），本姓馬，雲南人，世稱三保太監。由於
在“靖難之變”中功勳卓著，獲明成祖賜姓“鄭”。

2 明代的西洋，是指今日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各地。
3 明代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序》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馬可‧波羅(Marco Polo)與鄭和都佔
有重要席位。1前者口述的東方見聞給編成舉世聞名的《馬可‧波
羅遊記》（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向歐洲人民揭開中國神秘
的面紗；後者七下西洋，2不僅創下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更對中
外文化交流貢獻極大。

公元1271年，馬可‧波羅跟隨父親和叔父從威尼斯出發，展
開東方之旅，約四年後抵達中國。旅居中國十七年間，馬可‧波
羅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出仕，並曾出使外地，足𤂌遍及越南、爪
哇、蘇門答臘。

這次異域之行，讓馬可‧波羅見識了亞洲豐饒的一面，絲
綢、珠寶、香料、瓷器等等，無不令他嘆為觀止。他的遊記載述
了元朝的經濟文化和民情風俗、各大城市的繁榮景象，向世人展
示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國。中國的煤、火藥、紙幣、指南
針、印刷術、製鹽術，更使當時對中國所知有限的歐洲人大開眼
界，並激起他們對東方的嚮往。自此，許多對東方感到好奇的商
人和傳教士紛紛來華，大大促進了中西科技和藝術的交流。

與馬可‧波羅相比，鄭和對推動中外文化交流的貢獻毫不遜
色。明永樂至宣德年間（公元1405至1433年），鄭和先後七次奉命
下西洋，宣揚國威，開拓海外貿易，足𤂌遍布東南亞、印度洋、
非洲東岸和阿拉伯半島，開通了“海上絲綢之路”，中國特產的絲
綢、瓷器、鐵鼎、銅器等產品，還有繪畫、雕刻和青花瓷的製作
工藝，得以流傳海外。

馬可‧波羅與鄭和
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上期談到以聽促說，聽好才能說好普通話。要說好普通話，
首先得做到發音準確，就是說，把每個音節的聲母、韻母、聲調
發準。音發準了，如果還想發音清晰圓潤，就得注意吐字歸音，
發音開始時要準確、有力地噴吐而出，收音時要到位、利索。

先說說聲母。老師說：“注意啊，你的一組平舌音 (j、q、x)
有點尖音，發音部位得往後一點兒。你的一組舌尖音 (z、c、s)，
卻又靠後了，得往前靠一點兒”。老天爺，怎麼前的、後的，卻
沒有對的？別發愁，以下的示意圖能幫上忙。

聲母是音節的頭，整個字音是否清晰響亮，聲母的發音是關
鍵所在，當然馬虎不得。吐字要求部位準確，彈發有力。示意圖
顯示每組聲母的發音部位和順序位置，圖中的粗線箭嘴，表示從
嘴唇到舌根，沿着中軸劃成的一條直線。第一至七組的發音位
置，就是沿着這條中軸線，往舌根方向後移。記好全部七組的順
序發音位置，每組的發音位置就能更容易找準。

發音部位，是指發音時氣流受阻的部位。要發音清晰，須緊
記，聲母的發音只在一個點上，絕對不是滿口用力。要發好第
一、二組音，方法很簡單，攏嘴就是了。發第三至七組音，應在
舌尖或舌面的中軸線一個點上使勁兒。舌頭在一個點上微微抬起
的同時，上齶也在同一個位置開始用勁兒發音。

廣東人發翹舌音 (zh、ch、sh、r)，往往顯得比較渾濁，原因
之一，正是發音時是在整個舌面，而不是一個點上用勁兒。另一
原因，是發音部位靠後了，要糾正就得按示意圖，從第一至七組
順序發音，找出翹舌音的正確發音位置。還有第三個原因，就是
誤把翹舌音當作捲舌音，發音時把舌尖抬起來了。其實普通話除
了兒化音外，根本沒有任何捲舌音。記好了，發翹舌音是在舌面
中軸線一個正確的點上用勁，不是抬舌尖。

至於說好韻母和掌握聲調的竅門，留待下期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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