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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来自意大利的阿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上传了一个短视频，向网友介绍自己在北京语言大学
读书时的本科论文 《北京地区电视节目中儿化词使用
情况统计分析》，为的是给正在准备答辩的来华留学生
提供参考。

视频中，阿雷操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侃侃而谈。从
意大利赴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到成为短视频创作
者，他已在中国生活了5年多。“现在，无论是我的说
话还是思维，都和中文紧密相关，中文已成为我的第二
语言融入血液之中。”阿雷说。

从米兰大学到北京语言大学

阿雷和中文的缘分源于家人。虽然他在读高中时就
已经掌握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但他的姥姥和母亲
对古老的中国充满好奇和向往，阿雷受她们影响，便定
下了学好中文的目标。

高中毕业后，阿雷选择到米兰大学读中介语相关专
业，一个主要目标是和老师学中文，“但我所读的专
业，中文只是课程之一，这使得我无法把所有精力放在
中文学习上”。当时，教中文的老师只有3名，一周安
排两大节中文课，这远不能满足阿雷的中文学习需求。

大一过半，他申请了北京语言大学为期1个月的中
文暑期班并获通过。谈起这趟中国行，阿雷说：“那是我
第一次到中国，学习期间，注重课堂互动的小班教学制、
来自世界各地但都对中文抱有热情的青年、亲切和蔼的
中国老师，都让我觉得自己来对了地方。”在课堂之外，古
色古香的中国建筑、美味可口的中国小吃、繁华热闹的市
井街道也特别打动他。经过慎重考虑，阿雷决定从米兰

大学退学，到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学习中文。

在网络平台传播中国文化

为了加深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北京语言
大学开设了多样化的课程，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以
及文学欣赏等。

在大三第一学期，阿雷迎来了他的第一节古代汉语
课，负责该课程的老师张亚茹为学生讲解 《郑人置
履》，面对文言文，阿雷有些不知所措。“对我来说，古
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就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比如

‘郑人置履’中的‘置’的含义，幸亏有老师讲解，否
则我很难明白。”

阿雷说，老师常常用《论语》中“知之为知之，不
知为不知，是知也”来鼓励学生在学习中实事求是，

“这也影响了我对中文学习的态度”。
中文学习并不止于语言，文学鉴赏课也让阿雷印象

深刻。在课堂上，阿雷阅读了大量中国文学著作——从
唐诗宋词到鲁迅的《朝花夕拾》，再到老舍的《骆驼祥
子》。老师风趣幽默的讲课风格，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
更是让他受益匪浅。

“我跟着老师们的脚步，畅游在中文的海洋里，研
究汉语的演变和发展，感受中国文学的魅力，每一天都
充实而快乐。现在，我在网络上传播中国文化，希望把
课堂所学知识分享给更多对中文感兴趣的人！”说到自
己正在做的事，阿雷十分开心。

融入中国社会是学习秘诀

在阿雷看来，通过学校学习中文固然重要，但还

远远不够。
刚来北京，阿雷就把家安在了胡同。胡同里的大爷大

妈每每看到他，都会跟他唠上两句：“小伙子，你吃了吗？”
“小伙子，上学去啊！”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阿雷的北京
话越来越正宗，甚至连老师都开玩笑说“阿雷，你的北京
口音怎么这么重”。

阿雷坦言，沉浸于日常中文环境中，用中国人的思
维方式思考问题，正是他学习中文的秘诀之一。“刚来
中国时，我的中文还不太好，跟朋友们交流常常夹杂许
多英文表达。但我发现，每当他们要将我介绍给其他朋
友认识时，都会鼓励我用中文交流，并告诉我大胆说就
好，说错了也没关系。”阿雷说，正是因为朋友们的鼓
励和热情缩短了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距离，也让他在中国
逐渐找到了“家”的感觉。

确实，在课下，阿雷和中国同学很处得来。他们一
起到后海吃烧饼，到颐和园划船，到故宫看中国古代建
筑，同学们还教他使用支付和购物软件，给他讲中国的
礼仪文化等。

在未来，阿雷希望能把父母和姥姥接来中国看看。
“6年前，我因为热爱中文，义无反顾地来到中国，结识
了一群中国好友。现在，我和中国的深厚缘分正引导着
我，用中文书写属于我的中国故事。”阿雷动情地说。

先讲个冷笑话：从事美容美发行业的人应该不会喜
欢《孝经》，因为第一章里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与其他儒家经典相比，《孝经》内容明白晓畅，知易
行易。今本 《孝经》 只有 1799 个字，比本文长不了多
少，分为18章，平均一章100字，十足的袖珍本；理解
上也没有什么障碍，翻看一遍，也就半小时。

至于作者，“当然”是孔子了。《汉书·艺文志》言之
凿凿：“《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说是孔子
给弟子曾参陈说孝道之书。《孝经》的纬书《钩命决》里
说，孔子说“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这些都是附会之言。《孝经》是不是孔子所作，不用
专家考证，只要一翻书就会明白。如果是孔子写的《孝
经》，他怎么会对自己的弟子曾参使用敬称——曾子？此
外，书中还摘抄有 《孟子》《荀子》 等书中的话，可见

《孝经》只是战国时期儒家著作的一种。学者考证，大概
在公元前3世纪成书。

儒家喜欢讲等级，《孝经》里也把孝分为五等：天子
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内
容有所不同，但意思一样，也不难懂，无非就是父母活
着的时候，要尽量供养好，让他们高兴，少为自己担
心；父母病了，要尽量伺候好；父母去世了，要把丧事
料理好；逢年过节，按时祭祀；要时刻想着建功立业，
为父母争光。

《孝经》 还认为，孝与忠是相通的，“君子之事亲
孝，故忠可移于君”，对父母的孝可以转化为对国君的
忠，要求臣子对国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
美，匡救其恶”。从这个意义上说，《孝经》其实可以改
名为《忠经》。

因为可以“移孝于忠”，《孝经》在历朝历代都受到
推重。早在汉文帝时，《孝经》就和《论语》一起被立为
学官，设置博士。所谓“设置博士”，就是在国家学术机
构里设专人来教授。

不过，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诗》《书》《礼》《易》《春
秋》，每经设置一博士，为何没有《孝经》博士了？

在学者王国维看来，这不是 《孝经》 地位的下降，
反而说明其影响面更广了。那时的五经好比今天的大学
课程，《孝经》 成了中学课程，是基础课，人人必修。

《后汉书》 里，荀爽就说了：“汉制，使天下诵 《孝
经》。”后来，唐朝天宝年间，要求每家每户要有一本

《孝经》。
汉代之后，历代帝王给 《孝经》 作注的大有人

在，有晋元帝 《孝经传》、晋孝武帝 《总明馆孝经讲
义》、梁武帝 《孝经义疏》、梁简文帝 《孝经义疏》、唐
玄宗 《孝经注》、清顺治 《御注孝经》、清雍正 《御纂
孝经集注》……

《孝经》也不是一味鼓吹愚忠愚孝，第十五章《谏诤
章》说：“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
争于君。”遇上不应该的事，当儿子的得向父亲争取不要
干，当臣子的得向君主争取不要干。

在古代典籍中，《孝经》专门讲孝，其他经典虽然侧
重点在不同方面，但多少也都有讲到孝的内容。

《诗经·小雅·蓼莪》 里说：“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
德，昊天罔极！”父母生我养我，十分辛劳，想要报答他
们的恩德，可他们的恩德像天一样无边无际，怎么报答
得了！

《论语·学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告
子下》：“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实际上讲的也是
孝道。郑庄公被母亲嫌弃，被母亲和弟弟逼宫，以至于
发誓永不与母亲相见，但很快就后悔，经过一番变通，
与母亲相见，其乐融融。

至于 《礼记》，讲孝的内容就更多了，有的是全篇
讲，比如《问丧》《三年问》；有的是大段大段讲，比如

《祭义》《祭统》，以至于南宋学者朱熹说《礼记》简直可
以附在《孝经》里。他的学生也打趣道：“编《孝经》的
人应该没看到《礼记》，像《祭义》里说孝的地方很多，
说得极好，岂不可为《孝经》所摘抄？”

由此可见，孝之所以能在中国如此深入人心，所谓
“百善孝为先”，并非《孝经》一书之功，而是十三经在
内的大量古籍一起颂扬、协力推崇的结果。

上世纪80年代，我在芬兰赫尔辛基
大学执教逾两年。其间，除了教中文专
业的在读生，我还结交了几位校外朋
友，他们中有年逾花甲的老人，也有不
同行业的在职人员，还有聪明好学的青
少年。有时，他们邀请我和妻子到家里
做客、度周末；有时，他们来我们的住
处交谈，练习汉语，加深对中国的历史
文化、风土人情及秀美山川的了解，以
便日后到中国旅游、学习。他们之中有
一位曾在中国生活过的古稀老人，她念
念不忘第二故乡——中国。还有一位聪
明好学的少年，为了实现自己成为汉学
家的理想，刻苦学习汉语。

安妮基的第二故乡

我们到芬兰的第二天，接到一位女
士的电话，她用流利且带着湖南口音的
普通话说：“我是安妮基·西必来，欢迎
你们来芬兰工作。中国是我的第二故
乡，以后有困难找我……”

安妮基年轻时是一名妇产科护士。
1939年，她从芬兰出发，虽然路上困难
重重，但经过 3 个月的颠簸，最终抵达
中国，并前往湖南湘雅医院。她在当时
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了 8 年多才回到久别
的祖国，与亲人团聚。“没有中国朋友的
关照与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中国是
我永世不忘的第二故乡！”安妮基说。

的确，安妮基从未忘记中国。每逢
中国传统节日，她都会邀请我和妻子到
她家欢度佳节。有一年春节，她特意约
了几位老姐妹和我们共度了一个“中芬
合璧”的大年初一——吃的是饺子配芬
兰菜。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她在正对
门的墙壁中央贴了一个倒写的“福”
字，“福”字下是一棵布满彩灯的圣诞
树。席间，她当翻译，大家互相祝福，

谈笑风生，好不愉快！
安妮基希望有更多的人学习汉语，

了解中国。在她的鼓励下，几位老人表
达了想学汉语的想法，以便日后能组团
到中国游览名胜古迹，了解中国文化。

老人们的行动力很强，春节过后，
便组了一个班，找了一间幽静的屋子做
教室。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这个班
的汉语课正式开始了。每周三下午，我
和妻子轮流给她们上课。老人们学习非
常努力，刻苦认真，有时会兴奋地说：

“学好汉语，走遍中国。”
让安妮基欣慰的是，年逾古稀的她

后来几次组团到中国旅游，还回到工作
和生活过 8 年的湘雅医院看了看。中国
变化之大、发展之快令她激动万分！

儿童游乐园的读书声

春夏交替，从5月中旬到8月中旬，
学校放假，职工轮休。安妮基邀请我和
妻子到北极圈内观光。回程路上，她告
诉我，外地朋友的一个孩子想跟我们学
汉语，但未敲定时间。

回到住处两天后，一个夏日的清
晨，我到海滨公园，沿着弯弯曲曲的堤
岸，漫步欣赏优美的海岸风光。忽然，
伴着远处的鸟鸣，背后的儿童游乐园里
隐隐传来中文读书声。我循着声音走进
游乐园，原来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捧
着一本汉语书，正在聚精会神地朗读，
旁边还放着一本《袖珍汉英词典》。

“早上好！姑娘。”我走上前去打招呼。
“早安，先生！您是赫尔辛基大学的

汉语老师吧？”她站起身望着我说。
“是的。你是……”
“我是李素兰——十八子的李，素雅

的素，芬兰的兰。我是您未来的学生。”
停顿片刻，她又客气地补充说：“我这样

说，是不是有点儿冒昧？”
“哪里，哪里！欢迎你学汉语。学汉

语的人越多，越能促进我们两国人民的
相互了解，增进友谊！你的中文名字很
美，汉语也说得不错，你是在……”我
未敢贸然说出自己关于她在哪里学过汉
语的猜测。

“我是在美国学的汉语。”她向我讲
述了自己学汉语的故事。

3年前，李素兰跟父母到美国旅游，
偶然遇见一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女孩。
不同国度的两个姑娘虽然萍水相逢，却
谈得投机。中国姑娘非常热情，向她介
绍了中国的文化、历史、艺术、名胜古
迹，还教了她一些简单的汉语句子和汉
字。可那位中国留学生当时在另一座城
市学习，几天后，两人匆匆告别。临
别，中国姑娘送给李素兰一件精美的中
国工艺品，还给她起了一个美丽的中文
名字——李素兰。

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国文
化、优美的中国风光，都吸引着李素
兰，中国姑娘的善良热情更让她感到温
暖。于是，李素兰决定学习汉语。几经周
折，她打听到，在他们当时旅游的城市，有
一所学校教汉语，她便请父母答应她学汉
语。父母只好改变旅游计划，送她到学校
的汉语短期班学了1个月。

“就是当时时间太短了，学得太少
了。”回忆起当时的学习经历，小姑娘颇
感遗憾。

“我希望成为一名汉学家”

“我的家乡没有教汉语的学校，也没
有人懂汉语，我只能在家念这两本汉语
书，写汉字，就是没有老师指导，不知
道念得对不对。”李素兰笑笑说，“就在
前几天，我妈妈的朋友安妮基让我来跟
您学汉语。”

原来，几天前安妮基说的要学汉语
的孩子就是眼前的这个小姑娘。我邀请
她暑假后到大学来上汉语课。

“老师，那可不行。”听我说完，小
姑娘有点儿急了，“我家在离赫尔辛基二
三百公里的一个小村子，而且我在上中
学，没办法每天到大学上课。但我现在
住在赫尔辛基亲戚家，想利用假期，请
您教我汉语。不过时间太短，我只能在
这里停留11天，回到家乡后还要短期工
作一段时间。我计划每天上午学两小时
汉语，您方便吗？”她的计划早已做好，
把时间安排得很紧。

我点头表示同意，并称赞她勤奋好
学。当时已有朋友定好计划，邀我们到
外地旅游，但为了不打乱李素兰的计
划，我决定改变自己的旅游计划。

“太好了！”得到我的同意，小姑娘
高兴地笑了。

我们走出儿童游乐园，绕着人工岛
上的林荫路，边走边谈。

“刚才的谈话，就算你的入学考试，
成绩不错，可以得满分。”我半开玩笑地
说，然后跟她一起制订了学习计划。每
天早上 8 点，准时开始学习。我教完课
文，再帮她练习汉语口语，教她写汉
字。每当中间休息时，她总是说：“我和
中国老师说话的机会太难得了，应该抓
紧时间。”

李素兰刻苦学、认真练，把我讲的内容
都详细地记在本子上，还要求多留作业。后
来，她不但每天把学习时间延长1小时，还
决定暂不去打工，多学半个月汉语。

她对语言、文学、艺术都很感兴趣，会
讲英语、俄语等，又坚持学习汉语、西班牙
语。我说，祝她能够实现成为语言学家的
梦想，可她却说：“我不想当语言学家，
我希望成为一名汉学家。”

“中国的历史悠久，是一座文化艺术
宝库。但在芬兰，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
人却寥寥无几，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中
国。”李素兰坚定地说。

（王希增，生于1939年。1962年，
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65年到
北京语言学院工作，后被借调到北京大
学留学生办公室教授汉语。1969年底，
回到北京语言学院汉语学院二系教授高
级汉语，直至退休。其间，到巴基斯
坦、罗马尼亚、芬兰、英国和泰国的大
学任教近9年。）

本报电 日前，面向全球直播的北京语言大学2022届
国际学生毕业典礼举行。

来自越南的本科生代表潘氏玉欣表示，新冠肺炎疫
情突如其来，但在学校的有序安排下，大家不仅收获了
知识，更收获了对这个世界、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来自美国
的硕士生代表伍淡然用流利的中文回忆了学习中文的经
历和对母校的深情，希望自己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来自马来西亚的博士生代表吴
彩宝表示，自己感受到了中国和中国人在百年变局与疫情
相互交织的背景下所表现出的时代精神和意志品质。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表示，今后无论是返回故乡
报效祖国，还是留下来精进深造，中国都已经成为同学
们的第二故乡。他希望毕业生能够不负所学、不负时
代，在中外交流的事业中大展宏图，为构筑人类命运共
同体，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

据悉，本届国际学生毕业生中，本科毕业生130名，
硕士生和博士生毕业生97名。

（晓 文）

北京语言大学
国际学生毕业典礼举行

《孝经》：
百善孝为先

熊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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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小伙阿雷：

“用中文写下我的中国故事”
薄圣仪

意大利小伙阿雷：

“用中文写下我的中国故事”
薄圣仪

2019 年 6 月，阿雷 （右） 在北京语言大学参
加“讲好中国故事——百国青年共话人类命运共
同体”主题演讲比赛，获特等奖。

芬兰老人和少年的汉语情缘
王希增

薪火相传
——国际中文教育巡礼（2）

薪火相传
——国际中文教育巡礼（2））

▲1985年4月30日，王希增（左）
与夫人在芬兰合影。

▲1986年6月7日，芬兰学生在王希增家学习中文。

（本文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