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多年
来，越来越多外国友人被中国文化深深吸引，成为
传播中国文化的海外使者，让更多海外民众了解中
国文化，感知中国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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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生活充满了中国元素。”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自由大学孔子学院格方院长、格鲁吉

亚汉学家协会主席吉布拉泽说起中文来字正腔圆。在接

受记者采访前，她刚参加完一场中文教学研讨会，和格鲁

吉亚同行们分享了中文声调的教学经验。

吉布拉泽与中国的缘分始于儿时一本杂志中介绍中国

风土人情的文章，年幼的她被文章内容深深吸引。“进入大学

后，我选修了中文，成为格鲁吉亚最早学习中文的学生之

一。”吉布拉泽回忆说，为了更为系统地掌握中文的教学方

法，她选择于 2001年到中国南京师范大学深造，将对外汉语

教学作为研究方向，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语言文字是打开

文化大门的钥匙。在中国留学让我有机会领略中国历史文

化魅力，也激励我将推动汉学研究发展作为毕生目标。”

回国后，吉布拉泽担任第比利斯自由大学中文系主

任，并于 2010 年推动成立了格鲁吉亚第一所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一成立，就吸引了大量学生踊跃报名。”吉布拉

泽介绍，近年来，越来越多格鲁吉亚人学习中文、爱上中

国文化。除开设中文课程外，孔子学院还不定期举办各

类活动，帮助学生探索灿烂悠久的中国文化。“不少学生

告诉我，学习中文给他们打开了一扇门，为他们的人生带

来了新的机遇。”

根据长期教学经验，吉布拉泽主编出版了格文版《实

用汉语课本》和《中国历史》等教材，为当地学生学习中文

和中国历史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她还与格鲁吉亚国

家语言局共同完成并发布了中文语音翻译规范。在吉布

拉泽的耳濡目染下，她女儿也走上了汉学研究的道路，目

前在第比利斯国立大学担任讲师。“我们全家人都曾在中

国生活并热爱中国。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

格鲁吉亚人了解中国，爱上中国文化。”

2019 年 2 月，格鲁吉亚政府将汉语教学纳入国民

教育体系，格鲁吉亚私立中小学陆续开设了中文课

程。目前，吉布拉泽正致力于将中文教学推广至公

立中小学。“很多中小学生对学习中文很感兴趣，他

们的家长也将会中文视为一种竞争力，希望孩子

的学校能开设中文课。”吉布拉泽认为，“中文

热”是中国文化吸引力提升的表现之一，“我们

组织举办的国际汉语水平考试，不仅有许多

本国年轻人积极报名，还能吸引一些周边

国家的学生参加。”

4 月 10 日 ，中 国 与 格 鲁 吉 亚 签 署

互 免 签 证 协 定 ，这 一 消 息 让 吉 布 拉

泽倍感振奋。她说，格中共建“一带

一路”的务实合作，给两国民众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互免签

证等政策将进一步促进友好

合作与交流互鉴，“我期待

与中国同事进一步深入

交流，为加强文明交

流互鉴、增进彼此

理 解 作 出 更 多

贡献。”

格鲁吉亚汉学家吉布拉泽——

将推动汉学研究
发展作为毕生目标

本报记者 戴楷然

“中医等传统医学是一座座宝库，应当为构建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发挥更大作用。”来自马里的中医专家迪亚

拉曾于上世纪 80 年代通过中非交流合作项目到中国学

习中医，又经过多年努力成为首位获中医博士学位的外

国医生。

“当你越了解中医，就会越迷恋中医。”迪亚拉说，当

年他从西医转学中医的经历艰难异常，学习西医时许多

学科都拿满分的他，只能靠一台黑白电视机和工具书先

从中文学起。一起转学中医的其他同学大多选择了放

弃，但迪亚拉凭借对传统医学的浓厚兴趣坚持了下来。

“传统医学重视草药、物理治疗等的作用，可以对现代医

学形成有益补充。”他说。

迪亚拉回忆说，有次他的同学接诊了一名女患者，

这名患者当时已怀孕 3 个多月。“因为对孕妇用药要格

外谨慎，一些对症药物的副作用又比较大，同学就来向

我求助，想看看中医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迪亚拉按照老

师传授的方法，对患者背部两个穴位进行了针灸治疗，消

除了患者病症，“我的同学很是佩服，从此对中医有了新

的认识。”

2019 年末，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天津市红星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和马里巴马科科技大学、巴马科人文大

学共同在巴马科人文大学建立起马里中医技术鲁班工

坊，被当地人誉为“中国送给马里最好的礼物”。作为马

里中医技术鲁班工坊建立的重要推动者，迪亚拉又肩负

起鲁班工坊主任的重任，为在当地推广中医和培养中医

人才继续贡献力量。

迪亚拉介绍，马里中医技术鲁班工坊合作项目将分

阶段推进：首先是通过开设课程、举办活动，吸引更多人

接受中医培训，未来再通过加强和马里传统医药学院等

院校在学历教育、医学研究等方面合作，进一步促进中医

药教学研究在当地的发展，并使其为马里传统医学的创

新发展提供助力。

目前，鲁班工坊每月都会在马里国家图书馆举办中医

文化大众讲座，帮助更多当地民众认识中医、了解中医。“早

在上世纪 60 年代，中国就向马里派出了援外医疗队。中

医在马里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我们的中医讲座很受欢

迎。此外，我们还挑选了 4位优秀的西医教授，结合他们各

自的专业定制中医课程，帮助他们将中医应用于临床实践

和教学研究。他们来自不同的医学领域，都是业内杰出的

人才。”迪亚拉说。

迪亚拉表示，他对通过中医造福更多马里人民充满

信心，也将为此继续辛勤耕耘。“我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看

到，中医走向国际化舞台的背后，不仅有中国医生的贡

献，也有我们外国医生的努力。”

马里中医专家迪亚拉——

促进中医药教学
研究在当地发展

本报记者 王骁波

“京剧打开了我了解中国文化的大门，通过表演传播

中国文化成为了我的事业。”瑞典戏剧演员皮洛蒂（中文名

天木）是一名资深京剧爱好者，曾多次专门到中国学习京

剧表演。近年来，他把京剧元素融入自己的戏剧表演，让

更多的瑞典人认识了京剧。

皮洛蒂今年 36 岁，自幼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八九岁时，我因为一部中国电影迷上了中国功夫

和京剧，去中国学习戏曲表演也成了我的梦想。”大三那

年，皮洛蒂获得了到中国戏曲学院学习的机会。在老师

的建议下，他选择主攻京剧四大行当中的丑行，学习做一

名“武丑”。在他看来，京剧的武戏有音乐、有动作、有场

面，很好看，也很有趣。

然而，皮洛蒂学习京剧表演的过程并不轻松。刚开

始，他因为语言不通，听不懂老师的讲解，只能模仿老师

的动作。艰苦的学习经历让皮洛蒂切身感受到了什么是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的中国老师对我帮助很

大，让我对京剧的理解更加深刻。”他说。

在皮洛蒂看来，京剧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它传

承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

精神风貌”。2010 年至 2014 年，皮洛蒂再次回到中国戏

曲学院学习京剧表演。他说，京剧教会了他许多，京剧

中风格化的动作、曲调等对他在瑞典的表演事业很有

帮助。

2021 年中秋，应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邀请，皮

洛蒂创作了京剧动作微电影《最后一块月饼》。这部微

电 影 的 创 作 灵 感 来 自 京 剧 传 统 剧 目《三 岔 口》和《挡

马》，故事通俗易懂，动作精彩好看。2022 年，皮洛蒂又

以舞狮为主题，拍摄了微电影《我的小狮子：一个关于

中国新年的故事》，用小狮子的成长故事来隐喻人的成

长历程。

为了让更多瑞典小朋友了解中国文化，皮洛蒂还改

编创作了舞台儿童剧《小鸟与大海》。这部儿童剧受到中

国神话故事《精卫填海》启发，表演中也加入了很多京剧

元素。他说：“瑞典孩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编排。我们在

瑞典各个学校巡演，孩子们看了都特别喜欢。”

让皮洛蒂最为骄傲的是，他主演的《美猴王》自 2022
年 3 月首次公演以来，已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哥德堡等多

地演出几十场，累计已有超过 1 万名儿童现场观看。皮

洛蒂说，每次演出结束，听到小观众们说出“孙悟空”这一

角色名字时，他都感到十分自豪。

“如果没有学习京剧的经历，我可能不会说中文，更

不会了解璀璨的中国文化。”皮洛蒂说，“我希望能够继续

传播好京剧，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中国文化。”

瑞典戏剧演员皮洛蒂——

让更多瑞典人认识京剧
本报记者 殷 淼

走近中国文化·架起友谊桥梁

本版责编本版责编：：韩秉宸韩秉宸 张远南张远南 王骁波王骁波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张芳曼张芳曼

◀ 2023 年 6 月，德国民众在杜伊

斯堡参加趣味龙舟赛，感受中国文化

魅力。 新华社记者 单玮怡摄

▼皮洛蒂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剧院表演京剧

《挡马》。 受访者供图

▲吉布拉泽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自由大学孔子学院

为学生授课。 受访者供图

▼迪亚拉在马里鲁班工坊指导学生做头部按摩，治

疗或缓解失眠症状。 受访者供图

▶2024 年 4 月，新西兰惠灵顿东方女子

中学的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华夏女子中

学体验茶艺课。 新华社记者 侯 俊摄

▲参观者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国际手工艺展览

会上体验中国皮影文化。 新华社记者 金马梦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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