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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的佛得角，一位青年用微薄的
力量和有限的资源，教授中文与中国文化，
努力实现自己的中文教师梦。

他叫鲁本·安德雷德，中文名叫“龙勇
生”，意为“一条勇敢面对生活的海上蛟
龙”。佛得角资源相对匮乏，交通不是很方
便，有的人一辈子都没离开过佛得角。

2016 年，龙勇生开始学习中文并获得
赴中国访问留学的机会。在中国学习期
间，他着迷于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并立
志成为一名中文教师。

2020年 7月，龙勇生与相恋多年的女友
（福古岛人） 结婚了。为了爱人，他离开家
乡佛得角圣地亚哥岛，来到福古岛生活。

“福古”在当地语言中是“火”的意思。龙
勇生的中文教师梦与火一样炙热。他是福古
岛上唯一会说中文、会写汉字的佛得角人，
便利用自身语言和当地课堂管理优势，在社
区从事中文教学，教授中国音乐、舞蹈、武

术等，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2020 年底，

龙勇生的线下中文教学不得不按下了暂停
键。他在社交媒体上开设了中文学习小
组，为当地学生免费讲授中文。没有教
具，龙勇生自制汉字字卡和汉语拼音卡
片；网络费用高，学生无法采用视频连
线，但打电话是免费的，他就通过电话给
学生讲授知识点。

“我希望通过教授当地人中文，让他们
有更多机会学习这门语言，帮助他们树立对
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良好印象。”龙勇生说。

中文学习打开了龙勇生这位佛得角青年
了解中国、放眼世界的窗口；中文教学成为
他联结两国友谊、实现自我价值的纽带。

“跟着我学汉语”“学而不厌”“诲人不
倦”……每天，龙勇生会穿着印有中文的 T
恤行走在火山岛的海岸线，成为那里的一道
汉字风景。

位于泰国东北部的玛哈沙拉坎保留
着独特的文化特征。它既不是旅游胜
地，也不是华人聚集地，日常生活中
很 难 见 到 中 文 标 识 。 当 地 人 开 朗 热
情、乐天活泼，他们在生于斯、长于
斯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十分认同自己
的文化。

正因为如此，玛哈沙拉坎城里一家
招牌上写着“麻辣之王”几个汉字的饭
馆显得尤为醒目。

什么是“麻辣”呢？是火锅吗？
短视频“麻辣沙拉坎”给出了解

释——“麻辣”是当地人对烧烤的称
呼。烧烤随着云南、广西新一代华人移
民传入泰国，口味麻辣。又因为在泰语

中，“烧烤”二字难以拼读，当地人便
取它的味道“麻辣”代指。麻辣，双唇
开合之间，发音可以准确无误。

麻辣小店生意很好，每天都有许多
人慕名前来品尝美食。白天烈日炎炎，
白烟腾起，老人们就着糯米饭吃烤肉；
夜晚月光如水，年轻人邀上三五好友，
享受美味，畅聊人生。其实，泰国也有
自己的烧烤，但口味偏酸甜。老一辈人
仍非常喜欢传统口味，而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却越来越爱“麻辣”了。

文化交流，美食先行。玛哈沙拉
坎街头的“麻辣”二字正是一道独特
的汉字风景，更是中泰两国美食文化
交融的映射。

古巴和中国的距离既远又近，远
在地理距离，近在心理距离。170多年
前，随着第一批华人踏上这片土地，
这里便与遥远的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漫步哈瓦那街头，不难找到汉字
的印记。在这座历经沧桑的古城里，
能看到古香古色的“华人街”牌坊、
街道指示牌“龙的路线”、墙面斑驳的
中国武馆、各式各样的中餐馆，印着
中国标识的公交车和旅游大巴。这些
标牌上的汉字有的已经有100多年的历
史，有的是近几年才出现。

或许在“中国城”里见到汉字并
不稀奇，但能看到用活字排版的中文
报纸就很难得了。那些穿越时光的活
字排版工具，包括印刷机、字盘、汉
字模具，充满了历史气息。

古巴街头招牌上的汉字还融进当
地华裔艺术家的创作中，成为艺术作
品中的常见元素。

邝 美 云 （Flora Fong） 是 古 巴 当
代最有名的画家之一。她的画作继承
了古巴画家擅于色彩运用的传统，同
时还吸收了中国书画的意蕴和审美情
趣，将中国书法美学和加勒比海风情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在她的油画中，
经 常 能 看 到 汉 字 “ 人 ”。 她 认 为 把

“人”字放到自然风景油画中，是一
种本质的体现，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
谐相处。

在古巴，还有许许多多华人和邝
美云一样，他们在适应本土文化的同
时，不忘自己的根，在互相融合中实
现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无论是街头的汉字标识，场馆里
的中文书籍和报纸，还是融合于艺术
作品的汉字元素，都是一种文化符
号、一道风景，是联结中国和古巴两
国友谊的纽带。它们历久弥新，见证
了多元文明的交融。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
中国经济方向的学生海洋，已经学习
中文好几年了。在每天去学校的路
上，他都能看到德国鲁尔区的交通大
动脉——40 号高速公路上有各种大货
车拉着来自中国的集装箱，上面清楚
地标有汉字。

鲁尔区是欧洲重要的工业区，这
里有着世界最大的内河港口杜伊斯堡
港，汇聚了很多通过中欧班列到达德
国的集装箱。

2011 年 3 月，首趟中欧班列“渝
新欧”从重庆出发，顺利抵达德国
杜伊斯堡，开创了中欧班列发展的
历史。在过去 10 年中，这些带着汉
字的集装箱，成为了这座城市的移
动风景线。

随着汽笛声响，一辆满载中国货

物的火车驶进中欧班列火车站。巨大
的集装箱上印着“行千里，致广大”
几个汉字。海洋经过查询和学习，了
解到有一种表述是“千里为重，广大
为庆”，同时寓意着千里之行，始于足
下，不忘初心，志存高远。

这些集装箱通过中欧班列到达杜
伊斯堡，然后被分派到德国，甚至欧
洲各地，使得当地人足不出户就能收
到中国产品。这些带着汉字的集装
箱，大大方便了欧洲民众的生活。如
今，这条通道蓬勃发展，不断增长的
货运需求也将中国和欧洲紧密地联系
在了一起。

中欧班列上移动的汉字，不仅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别样风景，
而且生动地诠释了“美美与共”的美
好理念。

苏春是一名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从事中文教学的老师。
课余时间，她喜欢参观各地的博物馆，不过她没有学过俄
语，每次看展品的俄语说明只能连蒙带猜。

有一天，苏春走进乌拉尔地质博物馆参观，这里展示着
许多俄罗斯的特产矿物质与古化石。在博物馆的一层大厅，
树立着“镇馆之宝”——俄罗斯最大的单晶体矿石“水晶之
王”，可当地人却管它叫做“小宝贝儿”。

苏春发现，这里竟有不少与中国相关的元素，例如，三
楼的展厅展示了北京大学采集的矿物样本，这些样本为俄罗
斯科研人员进行矿物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四楼古代化石展厅保存着许多古代化石。正当博物馆工
作人员热情地用俄语向游客介绍一块螺旋形化石时，苏春发
现这件展品有一份中英文说明。她欣喜万分，仔细阅读，却
发现这份中文说明读起来晦涩难懂。苏春找到博物馆馆长，
请教这份说明上的内容。

苏春好奇为什么会有一张中文说明，馆长解释道，因
为这个展品是在乌拉尔山脉地质层下发现的古老化石，也
是馆里最珍贵的藏品之一，他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游客
知道它。

“可是我看不懂说明上的内容，这个是海螺吗？”苏春表
达了她的疑惑。

“不不不！这是旋齿鲨鱼牙齿的化石，乌拉尔山脉位于亚
欧大陆的交界处，数亿年前这里曾是海洋。您看不懂这些中
文吗？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这段中文说明是用网络软件翻译
的。”馆长恍然大悟。

苏春提出可以帮助博物馆将这段化石的说明文字翻译成
中文，馆长表示非常感谢。

一周后，乌拉尔地质博物馆的古化石橱窗里，替换上了
更新后的中文说明：“已灭绝的旋齿鲨属于尤金齿目全头类，
是鲨鱼家族的软骨鱼纲……”

语言是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钥匙。当越来越多用词准
确、使用规范的中文翻译出现在叶卡捷琳堡的博物馆里
时，必将会促进两国民心相通，帮助彼此更好地了解对方
的历史和文化。

“汉字风景：在我的城市里遇见汉字”项目是由中外语
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的短视频征集活动，旨在通过视频创作
的方式，激发各国民众观察和感知他们生活环境中的汉字，
讲述世界各地公共空间中出现的汉字故事，以及背后一个个
感人、新奇、有趣又令人难忘的文化交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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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岛上的汉字风景

佛得角青年龙勇生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中文老师。
图为他在线上教授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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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上移动的汉字中欧班列上移动的汉字

“字”游哈瓦那

玛哈沙拉坎的“麻辣”文化玛哈沙拉坎的“麻辣”文化

在当今不少外国城市，汉字越来越多地出现
在人们的视野中。除了唐人街和中餐厅，汉字还
出现在都市黄金地段，出现在机场和流动的交通
工具上，出现在博物馆和艺术展区中，甚至出现
在设计的潮流元素中……日前，在由中外语言交
流合作中心主办的“汉字风景：在我的城市里遇见
汉字”短视频征集活动中，来自30余个外国城市的
中文爱好者和学习者，用视频记录下了自己城市中
的汉字景观。这些汉字的背后是一个个文化交融的
故事。

博物馆里的汉字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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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尔地质博物馆馆长正在替换修订后
的中文说明。

泰国玛哈沙拉坎街头的“麻辣之王”烧烤店。

（泰国玛哈沙拉坎大学、佛得角大学、俄罗斯乌拉尔联
邦大学对本版文章亦有贡献。）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为“汉字风景：在我的城市里遇见汉字”
短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