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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了解世界的新大门

吴允红在英国教了 22 年的中
文，如今在英国墨尔文中学担任中
文教师。她表示，这些年来，她所
教的英国学生之所以选择学中文，
在感兴趣以外，认为中文开阔视
野、有助于自身成长是重要原因。

“这一共识在我教的学生中也有
所印证。”吴允红回想自己所教过的
学生时说，“2011年，因为喜欢功夫
明星李小龙而给自己起名为李龙王
的英国男孩成了我的学生，他很喜
欢中国历史。后来，李龙王申请剑
桥大学，在面试环节，导师问‘你
学中文，对哪个汉字印象最深？’
李龙王的答案是‘国’字，并从

‘国’字的结构、蕴含的内涵展开
陈述，精彩的对答获得了导师的认
可，也为他的申请加了分。”

在吴允红看来，学习中文是了解
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思维的有效途径。
学生学习不同文化，进而比较和思

考，这对他们的成长非常有价值。
在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

院，中文毕业生们也有相同的感
受。在一场为该校中文毕业生举办
的茶话会上，师生围绕汉语水平考
试、中文学习和毕业计划展开讨
论。他们认为学习中文不仅是学习
一门语言，还能了解许多中国文化
知识，为认识中国、了解世界，打
开了一扇大门。

在 2022 年“汉语桥”中小学生中
文比赛全英大区赛线下颁奖典礼期
间，伦敦大学学院东亚事务副校长
杜可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教
育是终生旅程，学习新的语言，可
以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

有助于未来职业发展

作为一所沉浸式中文教学小
学，位于伦敦的肯辛顿韦德中英双
语学校自成立之初，便受到关注。
校长苏珊娜·黑格表示，中国如今在
全球扮演着重要角色，需要让孩子

们掌握与中国有关的技能，包括对
语言和文化的理解。“学习中文不简
单，对认知有帮助，同样有助于孩
子们未来的职业生涯。”

确实，为未来发展拓宽道路是
不少学员学习中文的重要原因。正
如伦敦金斯福德学校校长琼·戴岚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了解中国文
化，能够用普通话工作，对我们下
一代的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如今
在英国，有这么多学校提供普通话
教学，说明年轻人对中国的语言文
化有强烈的认知需求，对中文重要
性的认识也在提高，学习中文将为
他们提供全球化的技能，帮助他们
成为世界公民。

值得关注的是，2016 年 9 月，
英国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中文教学项
目“中文培优”（MEP），支持英格
兰中学的中文教学，其中有明确的
培养计划。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培
养了不少优秀中文人才，已超越其
初始预期——即到 2020 年，英格兰
地区至少有 5000名学生在学习如何
流利使用中文并通过教学实践机会
的增加对中文师资储备产生积极影
响。之后，该项目宣布延长举办，
并不断扩大规模。目前该项目目标
已更新为“2023年前培养 9000名能
够熟练使用中文的中学生”。

英国教育部课程处处长斯图尔
特·米勒充分肯定“中文培优”项目
成果并认为学习语言能够打开青少
年的机会之门。

相关专家表示，这一项目将帮
助英国学生发展语言专业知识和跨
文化技能，为英国的青少年拓展眼
界及获得就业优势提供支持。

促进不同文化相互交流

作为欧洲中文教育开展较早、
基础较好、规模较大的国家之一，
英国近年来将中文列为中小学外语
选修课程，纳入素有“英国高考”
之称的A-level考试。数据显示，截
至2020年，英国共有39所大学设立
中文专业，60 多所大学开设中文学
分课程，1000 多所中小学将中文纳
入课程体系。

语言是人类观念和思想表达的
工具，承载着文化。对选择学习中
文的英国学员来说，学习中文能连
接不同文化，增进彼此理解。

何丽娜是吴允红的学生，从高
中开始学中文，坚持至今。在英国
硕士毕业后，音乐专业背景的何丽
娜为了亲身感受中华文化，与朋友
赴西安工作。“她介绍自己在西安工
作、生活的视频，在我们的学校播
放过，让大家对中国有了更丰富的
感受，真正地搭建起了一座沟通和
理解之桥。”吴允红说。

正在谢菲尔德教授中文的李倩
最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是今年成
人暑期中文班的一名同学发来的。
这位同学希望续报中文课，还希望
将来到中国留学。“让我特别感动，
感觉正是中文，将学员和中国连接
起来了。”李倩说。

正如在英国诺宁汉教授中文的
余沁所说，中文教师教中文，给学
生讲汉字背后的故事和中华传统文
化，分享中国歌曲、美食、美景以
及中国民众当下的生活方式，正是
语言超越国界，连接不同的文化与
文明的表现。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
打开更多的窗，让更多的人‘看
见’。我相信，仅仅是‘看见’本
身，就已经足够让很多人知道‘原
来是这样’‘原来这么有意思’‘原
来中国人是这样做的’。”余沁说。

两度获得“汉语桥”世界大学
生中文比赛坦桑尼亚赛区亚军、会
舞龙舞狮、打得了太极、耍得了刀
枪棍棒……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
与教育学院的王晓乐来自非洲东部
的坦桑尼亚，热爱中国传统文化，
愿为促进中国与非洲的交流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日前，在媒体上看到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总统萨米娅·苏卢胡·哈
桑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王
晓乐非常兴奋，相信中坦两国在未
来的合作会更进一步。

在童年时，王晓乐就听祖父讲了
很多关于中国的历史，形成了对中国

的最初认知，特别是对于家旁边的坦
赞铁路印象深刻。祖父告诉他“是中
国帮助了我们”，这条铁路正是中非
友谊的见证，王晓乐喜欢叫它“中非
铁路”。“坦赞铁路的建设，充分说明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因为担当
与责任，中国赢得了非洲人民的尊重
和友谊。”王晓乐说。

在王晓乐看来，中坦合作助力
坦桑尼亚经济社会发展，给坦桑尼
亚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
化：比如可以买到大量中国产品，

“Made in China”随处可见；有很
多中资企业到坦桑尼亚投资，交通
也变得更加便捷。

今年是王晓乐到中国学习中文
的第五年，他感觉中国的发展非常
快，“一个拥有逾14亿人的大国能够
发展这么迅速是非常不容易的。而
且，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世界其他国
家具有借鉴意义”。

王 晓 乐 还 是 一 个 自 媒 体 爱 好
者，他的抖音号已经发布 1000 多条
短视频，其中的斯瓦希里语教学视
频获得了上百万的浏览量，为中非
文化交流添砖加瓦。

今年暑假，王晓乐参加了“走
进新疆 感知中国”活动，并把自己
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录制成视频，得
到了很多点赞。

谈及未来，王晓乐希望毕业后
回到坦桑尼亚当一名中文老师，帮
助大家了解一个真实、全面的中
国，同时把中国的发展经验带回家
乡，为促进中非文化交流、中非友
谊贡献力量。

题图为王晓乐在录制短视频。
浙江师范大学供图

“谢谢您的帮助！”日前，在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孔浦街道的

“Na 爱公益”捐赠冬衣活动现场，
就读于宁波大学的摩洛哥留学生王
玉龙，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时不
时向前来捐赠冬衣的爱心人士表达
谢意。

和王玉龙一同参加活动的还有
同在宁波大学就读的摩洛哥留学生
奥马尔。3 年前，两人到宁波大学
求学，先在国际交流学院学习两年
中文。中文班上有20多名同学，来
自俄罗斯、南非等国。在学习期
间，大家不仅提升了中文水平，还
学会了做中国菜、画水墨画、打太

极拳等。
“现在，我出门买东西，还会

用中文砍价呢。”王玉龙不无得意
地说。

王玉龙很喜欢中国菜，不仅会
做蛋炒饭、包饺子和汤圆，还学着
做黄焖鸡和板栗鸭。“也许是因为我
的家乡卡萨布兰卡也靠近海边，我
在宁波最喜欢吃的还是海鲜。”王玉
龙说。

谈到毕业后的就业选择，两个
小伙子都希望能留在中国工作。“我
觉得在中国生活非常好，宁波交通
也很方便，很喜欢这座海边城市。”
王玉龙说。

一部《左传》，不知激起了多少
少年的历史兴趣，刘知几正是其中
之一。

生活在盛唐时期的刘知几，小
时候学 《古文尚书》，苦于文辞艰
涩，读不下去，就算老师再怎么批
评、责打，也不打算继续学了。一
次偶然机会，他听到父亲给几个哥
哥讲解《左传》，一下子就被吸引住
了，把 《尚书》 丢弃一旁，感叹
道：“如果书都像 《左传》 这么好
看，我是不会倦怠的。”

接下来，用了一年时间，刘
知几把 《左传》 学完了，这时他
虚岁 12。然后，接着自学了 《史
记》《汉书》《三国志》；读完正
史，又读皇家实录等史料。而这
些都是他备战科举考试的余暇所
为。20 岁，刘知几中了进士，到
河南省获嘉县当主簿，这才集中
精力在史学上用功。

在县里，刘知几一待就是 19
年，工作之外，读史、议史两不
误。遍览群史的过程也是他独立思
考诸史体例、撰法、得失的过程，
形成了自己的史学观点。后来，他
做史官，参与修撰 《唐书》 和 《则
天实录》。在这个过程中，刘知几因
自己的史学见解不容于世俗，得不
到贯彻，没有发挥空间，于是写下

《史通》一书以明心见志。
《史通》写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

（公元 710 年），共 20 卷，是史论、
史评之作，阐述史书源流、体例、
编撰方法、史家修养、诸书得失
等，既是刘知几一生思考的结晶，
也是前人修史经验的总结。

当 代 史 学 家 白 寿 彝 主 编 的
《中 国 史 学 史》 中 称 ：“ 盛 唐 时
期，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写
出了 《史通》 一书。这是中国古
代史学上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
著作。《史通》 的问世，标志着中
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
段，是史学思想发展和史学理论
建设的新转折，对后世史学的发
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 《史通》 一书有着如此
重大的价值呢？这是因为在此之前
中国只有史书而无史学。梁启超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一文中称：“要
之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
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
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
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
矣。”郑樵是宋代人，章学诚是清朝
人，都在刘知几之后。

翻看此书，怀疑、批判、求
实、开创的精神扑面而来，与当时
学界因袭、集成的主流风气，大相
径庭。其中最耀眼的地方莫过于以
史学眼光看待经学著作。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以后，儒家经典被抬到至高无上

的神圣地位，影响了对它们进行实
事求是地整理和研究。刘知几逆潮
流而上，把经书当作史书来看待。

比如，对于 《尚书》，《史通》
中说道：“ 《尚书》 原本记载的都
是君主向臣下发话的言辞，是记言
之史。”

对于 《春秋》，刘知几认为是
记事之史，不像穿凿之词所说是
什么感时追论的获麟之作。产生
那种附会，是闭门冥想、孤陋寡
闻的缘故。

对于《左传》，主流观点认为是
经部书籍，刘知几看破又说破，说
你们都是掩耳盗铃吗？这明明是史
书嘛。

《易》《诗》《礼》 等经书，在
《史通》中，也统统归为广义的“史
籍”。上面这些论断，冲破了儒家经
书的神圣观念，开“六经皆史”论
之先河。

刘知几强调，修史要秉笔直
书，选择引用资料要考核真伪。这
样 的 史 学 观 点 ， 体 现 在 《史 通》
中，就是高举辨伪大旗，对史书中
的伪事、伪说大加挞伐。即便是司
马迁这样的史学大家，刘知几批评
起来也毫不客气。

《史通·杂说下》 中提到，战国
之后，文人写文章，喜欢假立主客
问答。屈原的 《离骚》 里，说在江
边遇见一位渔夫，然后屈原和他进
行问答对话。这是文学笔法，事实
上没有这回事。但司马迁竟然采用
在 《史记》 中，当作传记史料来
用，这不是贻误后学吗？

前四史之后的正史，价值大
减，其中一种重要因素就是失真、
失实，充斥假模假样的文字。对
此，《史通·杂说中》 以 《周书》 为
例，进行批判：“这书文而不实，
雅 而 无 检 ， 真 迹 甚 寡 ， 客 气 尤
烦。”唐代之前一段时期，修史的
风格大多如此。刘知几认为，史官
对文字进行润饰是可以的，但太追
求文辞的典雅，就是弊端了。

可能是少年时学 《尚书》 的经
历，让刘知几认为史书的价值是让
后人能知往鉴今，所用语言应与时
俱进，容易理解是最重要的，一味
模仿古代典籍的体裁和语言，只会
让当代读者难以理解，与史书的本
质是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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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
讲中国故事 （十二）

坦桑尼亚小伙：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程松泉 应琳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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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英国伦敦，获得“汉语桥”中学生中文演讲比赛全英大区
赛团体初级组第一名的金斯福德学校学生与颁奖嘉宾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李 颖摄

2000 年，16 岁的英
国女孩马凯蒂成了吴允红
在英国中文教学生涯中的
第一个学生。那时，马凯
蒂正忙着为考试做准备。
吴允红当时有点不理解，
问马凯蒂：“别人在考试
时，尽量不学新课，你为
什么还增加一门课，来学
中文？”马凯蒂答：“我需
要转换思考方式，新学一
门语言，让自己头脑清
醒、思维开阔。中文是很
好的选择。”

时隔 20 多年，吴允
红仍然记得马凯蒂当时的
回答。正是这次简单对
话，吴允红意识到，作为
一名中文教师，不仅仅是
教语言，还在为学生打开
一扇看待世界的新门。

在 2022 年“汉语桥”
中小学生中文比赛全英大
区赛的线下颁奖典礼上，
不少英国中小学校长表达
了同样的看法。他们认
为，学中文对学生们的成
长和未来很重要，有助于
扩充他们对世界的理解。

正在英国谢菲尔德教授中文的李倩组织的线下汉英角活动。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供图

何 丽 娜 是 吴
允红的学生，从
高 中 开 始 学 中
文，坚持至今。

图 为 吴 允 红
保存的当时何丽
娜发表在 《人民
日报海外版》 上
的文章照片。

吴允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