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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卢西奥） 日前，由中
国北京语言大学与韩国启明大学联
合主办的亚太地区中文教育论坛暨
亚太青年圆桌会在北京举行。来自
亚太地区语言、教育、文化、传
媒、科技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等 150
余人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出席论坛。

此次论坛汇集了韩国、日本
等 多 个 国 家 本 土 中 文 教 学 的 经
验，并与各国面向中国学生的外
语教育相联系，为研究语言教育
的共性与特性，提供了一个新的
视角。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举办
此次论坛旨在加强亚太语言互学
和文化交流，促进亚太人文交流
与民心相通。

此外，本次论坛还设有“语言
教育的创新与实践”“文明互鉴的
新模式与新路径”“人文交流新趋
势与新模态”等平行论坛，为深入

探讨亚太地区语言文化合作交流的
新趋势、新路径、新模态提供交流
平台。

韩国启明大学相关负责人表
示，中文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让学生
熟练掌握中文，还要使其了解中国
的文化与历史。为国与国之间、民
与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文化交流获
取知识和经验。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
梁霞以美国高校中文课教学为例，
阐述了对中国文化教学的基本认
识，继而提出该领域教学中存在的
几个误区。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表示，
作为以国际中文教育与中外人文交
流为主要任务的大学，北京语言大
学希望与亚太各界在用语言讲好亚
太故事、为亚太多元文明交流互鉴
育才等方面作出贡献。

北魏孝明帝时期（公元515年—
528 年），都城洛阳来了个波斯僧人
菩提达摩。当时洛阳城里寺庙很多，
菩提达摩一时看花了眼。当地人说，
这算啥，你还没去永宁寺呢。

闻听此言，菩提达摩立马赶去
永宁寺，还没到近前，就被震惊
了：“见金盘炫目，光照云表；宝铎
含风，响出天外”。那是寺中一座
九层佛塔，高 90 丈，塔顶上有表
刹 ， 又 高 出 10 丈 。 连 装 饰 带 佛
塔，足足 100 丈高，妥妥的洛阳地
标、彼时的摩天大厦。佛塔上上下
下挂着 130 个铜铃，风吹铃响，十
几里外都能听到。

佛塔北面有一座佛殿，殿中有
一尊高大的饰金佛像、10尊和人体
等高的佛像、两尊玉雕的佛像、3
尊珍珠绣成的佛像、5 尊金线编织
成的佛像，制作精巧，冠绝当世。

此外，还有寺僧的住房、华丽
的 楼 台 1000 多 间 ， 无 不 雕 梁 画
栋，难以言表。至于绿化情况，更
是松柏参天，香草护阶。寺庙的碑
文 上 写 着 ：“ 须 弥 宝 殿 ， 兜 率 净
宫，莫尚于斯也。”意思是说，印
度的宝殿、天界的宫室，没有一座
能超过永宁寺。

逛了一圈下来，菩提达摩赞叹
道：“真是鬼斧神工啊！我游历过很
多国家，几乎走遍天下，从未见过
如此恢弘气派的寺院，任何佛教胜
地都没有这么壮丽的建筑啊！”口念
南无阿弥陀佛，双手合掌，一连好
几天，赞颂不已。

这个故事来自 《洛阳伽蓝记》
一书。作者是杨衒之，正史里没有
他的记载。关于他的事迹，我们知
道得很少，生卒年都不清楚，推测
他的活动年代主要在北魏末年到东
魏这一段时间。

伽蓝，是梵文僧伽蓝摩的简
称，指的是寺院内的土地和建筑
物，代指寺院。顾名思义，这本书
介绍的是洛阳寺院的情况。

我们都很熟悉杜牧的名句——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
中”。这说的是南朝崇佛盛况，北朝
其实也不遑多让。

北魏时，孝文帝从平城迁都到
洛阳后，佛教大昌。仅 20 多年间，
北方寺院就增加到1.3万多所，京城
洛阳内外，更是达到1000多所。

后来，公元 534 年，北魏分裂
为东魏和西魏。东魏武定五年 （公
元547年），杨衒之出差到洛阳，看
到昔日繁华的都市，已成一片废
墟。野兽出没其中，众鸟在此安
巢。曾经金碧辉煌的寺庙楼塔，破
败失修，长满了荆棘野草。

曾经登临过永宁寺佛塔的杨衒
之，“感念废兴，因捃拾旧闻，追叙
故迹”，回忆过去的盛况，写下《洛
阳伽蓝记》 5 卷，想着给后人留下
一些历史资料，并表达自己对王朝
兴衰的看法。

之前洛阳佛教全盛之时，寺庙
太多了，不能全写，所以杨衒之只
选择那些有代表性的寺庙去写，先
城内，后城外，城外又以东南西北
为序。在文章结构上，先写立寺
人、方位、建筑、环境，再写与之
有关的人和事、传说和逸闻，有条
不紊，井然有序。《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就此评说：“体例绝为明晰，其
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
元《水经注》肩随。”

书中所写寺院，有数千字长
文，也有百余字短章。而所有记载

和描述，又基本统一在“帝王迷信
佛教导致国家衰亡”这样一个主题
之下。

比如全书开篇的永宁寺，通过
描写其规模宏大，连外来的和尚为
之倾倒，来说明“营建过度”的本
质，而如此奢侈建寺，并未带来福
报。紧接着，书中就记载了与该寺
有关的重大历史事变——将领的叛
乱、皇帝的被杀、朝政的争夺，最
后北魏分裂。而所有的事件，都是
从北魏君臣的佞佛建寺、鱼肉百姓
发端的。

唐代僧人释道宣认为，杨衒之
写 《洛阳伽蓝记》 的目的，就在于
揭露王公皇族建造了那么多寺庙佛
塔，哪一样的背后不是“百姓卖儿
贴妇钱”？

《洛阳伽蓝记》 写了几十座寺
庙，如果不在写法上用心，很容易
写得雷同。杨衒之精准地把握住了
各座寺院的特征，有时只用淡淡的
几笔就能勾勒出。

永宁寺，极写浮屠之高，登顶
后，“下临云雨”；景乐寺，建筑一
笔带过，却用不少篇幅描述寺中令
人目乱睛迷的奇术、幻术；法云
寺，是西域乌场国昙摩罗所立，特
别点出“胡饰”特征；高阳王寺，
描写了中国古典建筑最突出的特
征，即“飞檐反宇”；大觉寺，突出
写其形势紧要，“实为胜地”……

《洛阳伽蓝记》为后世推重，还
有一点，就是它提供了研究中国佛
教史和中外关系史的宝贵资料。我
们今天对法显和玄奘的西行求法故
事很熟悉，但其实在他们之间，还
有一位宋云，也做了同样的事。

宋云是敦煌人，神龟元年 （公
元 518 年） 年底，受朝廷委派，和
惠生等人前往天竺求取真经。他们
从洛阳出发，一路西行，到达巴基
斯坦白沙瓦一带，于正光三年 （公
元522年） 回国，带回大乘经典170
部，并将沿途所见所闻和各国风土
人情写成 《宋云家纪》 一书。这是
研究我国北魏时期与中亚、阿富
汗、印度、巴基斯坦等地诸国的政
治、经济、交通、文化、民俗风情
的宝贵文献。可惜此书后来佚失
了，幸赖 《洛阳伽蓝记》 的引用才
保存了一个大概。

本报电 （记者赵晓霞）
日前，北京语言大学举办第
十八届世界文化节，来自世
界各国和地区的 3 万余名师
生参与活动。

由各国学生代表组成的
巡游队伍拉开了世界文化
节的帷幕。数百名中外学
生身穿各具特色的传统服
装，载歌载舞。印度的歌
舞、阿根廷的探戈、埃及
的戏剧……师生们在文化展
演中体验到了世界文化的
多元魅力。

“ 作 为 一 名 国 际 学 生 ，
我很开心能在世界文化节上
向大家展现我们国家文化的
独特魅力，让大家了解我们

传统的音乐、舞蹈、手工艺
品等，同时，也很高兴看到
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特色文
化的精彩呈现。”来自哥斯
达黎加的宋思思作为国际学
生代表在发言中表达了对学
校的感谢。

本届世界文化节还新增
了中华文化展区，展示了点
茶、插花、古琴、围棋、书
画、汉服等。

据了解，世界文化节于
2003年首次举办，20年来已
经成为彰显北语育人特色、
展现学校校园文化和国际化
形象的重要窗口，希望大家
敞开胸怀，热烈拥抱世界文
化之美。

对华裔青少年中文学习者来
说，学习中文的过程是对中华文化
深入理解的过程，也是建立语言心
灵家园的过程。如何让文化教学成
为中文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华
文学校一直积极探索并不断实践的
课题。

国学经典纳入教学范畴

在华文学校开展中华文化教学
的过程中，开设国学课程是其中一
种探索路径。相关专家表示，该教
学模式的优点在于实现了家长在海
外追寻中华传统文化、培育智慧之
根的愿望，让儿童在四书五经等国
学经典的学习中，体悟中华文化的
传承。

创办于 2006 年的加拿大蒙特利
尔孔子学校就开展了中国国学相关
课程。据该校校长、加拿大华文学
校联合总会会长李小琴介绍，孔子
学校根据学生特点，将语言教学和
文化背景教学融会贯通，旨在让学
生在提升中文水平的过程中进一步
了解中华文化。“我们学校自编了 1
至 6册小学版国学教材以及 1至 4册
中高年级国学教材，作为学校通用
中文教材的补充。此外，全校所有
中文班都开设国学课，比如，低年
级班会学 《三字经》《弟子规》《千
字文》《笠翁对韵》等，因为这些中
国的国学经典著作读起来朗朗上
口，适合孩子们吟诵。学生们对自
己能读这些内容也感到自豪。”

成立于 2015 年的美国亚特兰大
童心中华文化学校也很重视“中国
国学附加课”。据该校校长周姝珺介
绍，学校从成立起，中文教学衡量
标准就是以国内同年龄学生的汉字

认字量为参照，另外增加国学课、
文言文、书法等课程。“我们的学前
班启蒙教学是中国古诗，从一年级
到四年级，每节课都有定量的国学
附加课，如一年级的学生会接触到

《三字经》 和 《千字文》，二年级的
学生会接触到 《弟子规》 和 《增广
贤文》，三年级的学生会接触到《论
语》，四年级的学生会接触到 《大
学》 和 《中庸》。此外，到了中学，
还会开设文言文以及将文言文译成
英文的相关课程。这些做法获得了
家长的认可。”周姝珺说。

开设文化课的多元探索

除了将中国的国学经典著作纳
入教学范畴，不少华校在开展中华
文化教学的过程中，探索出适合自
己学校的方式，可谓百花齐放。

澳大利亚悉尼华夏文化学校在
将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有机结合的
探索过程中采用的是“文化引导语
言”的教学方式，即以文化教学的
需要及语用文化的有效分布来规范
和设计语言教学的路径及教学资源
的取舍。“这样，文化将尽可能地全
面融入中文教学的体系中，并与语
言教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让课
堂更有活力、更有趣味、更有美
感。”该校校长张晋说。

美国西雅图同乐中文学校的创
始人李碧涛告诉记者，该校从一开
始就将文史哲各个学科整体纳入课
程设计中。“2016年，我们提出把中
文听力纳入中文教学，要求学生在
课外听评书，这既兼顾了中文教学
中‘听’的能力的提升，同时让学
生从中国传统口头讲说表演艺术形
式评书中获取文化信息。”

在一张介绍同乐课堂教学内容
的图片中，可以看到包括“字里藏
意、经典文化、诗词古文、地理文
化、节日节气、文化短语、历史文
化、语文常识、主题文化”等内
容。“文化类的教学内容比重不小，
有些教学内容是创新性的。而且我
们的自编教材已达 85 本，包含汉
字、短语、国学经典、阅读、节日
节气、朗诵等，也很注重文化方面
的内容。”李碧涛说。

比利时欧华汉语语言学校采用
配合教材适时加入中华文化元素的
教学模式，比如开展介绍中国传统
节日、品尝月饼、包饺子等活动。“学
校每年还会举办中国日，组织以班为
单位的文化表演，形式多样，有唱歌、
相声等。”该校校长王肖梅说。

英国伦敦普通话简体字学校也

开设了众多文化课。“这些课程包括
书法课、国画班、美术班、乒乓球
班等，学生反响不错，学习人数在
逐渐增加。”该校校长廖秀琴说。

文化活动辅助中文教学

据廖秀琴介绍，从 2021 年到目
前为止，伦敦普通话简体字学校参
与或组织的与中华文化类相关的活
动有 60 多项，成了文化教学的有力
补充。

像 伦 敦 普 通 话 简 体 字 学 校 一
样，积极参加中华文化类的相关活
动已成了多数华文学校的必选项。

创建于 2004 年的西班牙巴塞罗
那孔子文化学校发展迅速，目前已
拥有6个校区，年级涵盖幼儿班、小
学、初中到高中，学生人数近 3000。
在该校创始人麻卓民看来，学校之
所以能够快速发展，与学校在课程
设计上以增进学生学习兴趣分不
开。“我们除了每天开设 4节中文课
之外，还开设如朗诵、书法、绘
画、手工、数学、演唱、舞蹈、乐
器演奏、武术等兴趣课，其中不少
与中华文化相关。此外，我们每年
都会举办一些大型文艺演出活动，
这些都极大地增进了孩子们学习和
了解中华文化的兴趣。”麻卓民说。

法国小熊猫学校也开展众多文
化教学课程和文化活动。“中国书
法课不仅教授用毛笔书写，也会加
入中华文化介绍；学生积极参加

“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全球
华语朗诵大赛、中华文化大乐园等
活动。”该校校长罗坚说。

说到组织和参加中华文化相关
的活动，不少华校负责人都能列出
一个长长的名单，不论学校规模大
小、学生人数多少。因为在他们看
来，参加类似活动是学生理解中华
文化有效而快速的途径，也是在尽
可能地为学生搭建实践中文并取得
成就感的舞台。

正如来自加拿大的一位华裔学
生的家长所说：“孩子很喜欢这些活
动，因为形式有趣，甚至能到祖籍
国实地看看，这些都是课堂知识学
习代替不了的体验。参加这些活动
也激发了孩子学习中文的兴趣，形
成了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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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中文教育论坛举行亚太地区中文教育论坛举行

“文”“语”相融 结合有道
多国华文学校负责人谈文化和语言教学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匈牙利唐人街华人学校学生林薇琪的绘画
作品。

匈牙利唐人街华人学校供图

意大利罗马中华语言学校学生林万纳的绘画
作品。

意大利罗马中华语言学校供图

法 国 小 熊 猫
学校学生林子妍
的绘画作品。

法国小熊猫
学校供图

北京语言大学
举办世界文化节

上图和左图均为北京语言
大学举办的第十八届世界文化
节活动现场。

北京语言大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