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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南非德班理工大学孔子学
院成立。10 年来，该孔院面向大学师
生、中小学生、商务人士、当地社区居
民等开展多样化、多层次的中文教学，
累计培养学员近万名。与此同时，德班
理工大学孔子学院与南非高校、当地社
区等积极开展合作，举办“欢乐春节”“传
统文化月”“国际中文日”“汉语桥”比赛等
文化交流活动 100 多场，吸引当地 22 万
多人参加。德班理工大学孔子学院 10年
来取得的成绩，正是南非中文教育发展
的缩影。

学习中文带来新机遇

今年 5 月，在第二十二届“汉语桥”
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南非赛区决赛上，
来自德班孔院的选手诺一讲到，在大学
选修汉语课之后，她幸运地遇到了一名跟
自己一样是南非人的中文老师。独具魅力
的方块字、悠远隽永的文化长卷、波澜壮
阔的历史故事……中文老师的汉语课让
她“沉醉”。她从老师努力学习中文、获得
到中国留学的机会、而后回国成为一名中
文教师的经历受到启发，坚定了自己未来
的发展之路——成为一名教授中文、传播
中国文化的中文教师，让更多的南非青年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像诺一一样，通过学习中文打开
“机遇之门”的学员还有很多。2015 年，
中文纳入南非国民教育体系。2018 年，
南非基础教育部将中文纳入到了高考第
二附加语考试，这更让南非的中文学习
者、中国文化爱好者日益增多。

作为南非旅游部门组织开展的“中
文＋旅游”课程的学员之一，导游多米尼
克·奈杜不仅学习和旅游业相关的中文知
识，还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些
对我以后的职业生涯发展产生了很大推
动作用。”多米尼克·奈杜说。

南非基础教育部中文教学顾问李逊
告诉记者，南非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
一直在进行“中文+职业技能”课程的探
索，例如南非中国文化和国际教育交流
中心孔子课堂的“中文+网络电商”“中
文+南非教育”项目，德班理工大学孔子
学院新开设的“中文+农业技能培训”项
目等都在逐步推进并开花结果，参与这
些项目的学员由此获得了更多就业机
会，有的优秀学员还被推荐到中国中
车、东莞商品南非展销中心等单位实
习、就业。

为学生搭建文化之桥

在学员学中文的过程中，中文教师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数据显示，教育
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共派出外派人
员500余名、捐赠中文教材近9万册。其
中，65名学员获得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

南非西开普大学中医孔子学院中文
教师林灵从2019年10月起在西开普大学

中医孔院工作，她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
丰富教学形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进而引导学生走进中文世界。

在林灵看来，在讲授中文语言知识
的同时，要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具体而
言，将中华文化知识巧妙地融入语言教
学是有效途径。“比如，零基础中文课一
般都会涉及数字教学，我会让学生猜猜
中国人喜欢和不喜欢的数字，然后结合
学生所在地对数字的看法进行对比，进
而探讨文化差异。”林灵说，“文化教学
像一条线串起了语言教学的各个环节，
学生对文化的兴趣可以提升他们的语言
学习动力。”

在中文教师田清秀看来，和学生一
起追逐梦想，一起收获成长，是短暂任
教时光里最值得珍藏的记忆。“学生林森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特别努力，对中
文的执着感动了我。还有很多学生像林
森一样，倾尽全力学习中文，这也激励
着我肩负起国际中文教育事业赋予的重
任。”田清秀说。

如今，林森也成为一名中文教师。
从学中文、到中国留学再到教授中文，
林森的故事让不少学员备受鼓舞。过去
几年，林森数次前往中国，亲身感受中
国的发展脉搏，对中国的热爱也与日俱
增。林森和学生分享对中国的感受，也
成为中国发展的见证者。

推动中文教学更具专业性

李逊如今正在做的工作是修订南非
中文课程大纲。据他介绍，之前的课
程大纲编写于 2014 年，距今已经 9 年。

“9 年间，中文教学的形式、方法、教
学内容都发生了变化，旧的大纲从某
种程度来说不能适应当前南非中文教
学 形 势 的 变 化 以 及 中 文 学 习 者 的 需
求。”李逊说。

自从到南非之后，李逊除了在南非
基础教育部做一些日常工作之外，还走
访了一些孔子学院和中小学，与孔子学
院院长、中文学习者以及中文教学一线
的老师进行了交流和座谈。“今年还将走
访其他中文教学机构，根据这些调研的
数据和结果在明年开始课程大纲的修订
工作。”李逊说，“这将有助于推动南非的
中文教学更具专业性、科学性和规范
性。比如，在中文教学中增加一些本土
化内容，可以让南非的中文学习者用中
文介绍南非，让中国人更好地了解南
非，促进两国人民的交流。此外，希望
突出中文的实用性。比如，在 10—12年
级的学生中选择性开设商务汉语、电商
汉语以及其他职业技能汉语课程，使南
非的中文学习者能够通过学习中文找到
工作。”

中文是语言教学的内容，也是国际
中文教育从业者和当地民众进行文化交
流的纽带。

李逊到南非工作刚半年，并未参加
具体的中文教学工作，但很快融入基础

教育部，正是受益于“中文交流”。
他还记得在基础教育部听到的第一

声中文问候是在到办公室的电梯里。
当时，一个帅小伙用中文跟李逊说：

“你好。”说完之后还问他，说得对不
对 。 李 逊 竖 了 竖 大 拇 指 ， 小 伙 子 笑
了。同事们也常问李逊怎么用中文打
招呼并付诸行动。“看到大家的善意，

我主动跟他们学祖鲁语，虽然会得不
多 ， 但 每 次 他 们 听 到 我 用 祖 鲁 语 问
候，都会很开心。那一刻，我感觉大
家的距离拉近了，也感受到了温暖。”
李逊说，“在南非还有不少像我一样从
事国际中文教育的同行，大家通过各
种方式开展中南文化交流，增进双方
的理解和友情。”

为迎接第 28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 11 月在阿联酋召开，阿联酋教育部
宣布了阿联酋绿色教育伙伴关系路线
图。阿联酋教育部强调，教育部将在

“绿色教育”中发挥关键作用，并宣布将
把阿联酋 50%的学校和校园改造为绿色
认证学校，同时为教育工作者和校长
提供培训，以提高他们帮助青少年在
应对环境挑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能
力。

为有效推动“绿色教育”，阿联酋教育
部开发、研制了一个跨课程框架，目的

是在该课程框架指导下，创建以可持续
发展为重点的联合课程。

作为第三语言必修课，中文教学
“百校项目”也参与到阿联酋基础教育
的联合课程中，从环保知识、环保意
识 、 环 保 行 动 等 方 面 助 力“ 绿 色 学
习”。

按照课程框架，在即将到来的秋季
学期，第一周中文教学即配合“绿色
教育”行动，将课程内容设置为“绿
色”主题教学，通过“绿色”“可持续”

“发展”“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等词句输

入，带领学生了解、学习与保护环境
相关的知识，并通过手工制作等课堂
活动，帮助学生理解保护自然环境的
重要性及应承担的责任。之后将根据
中文教学主题和知识点，在整个学期
有计划地融入“绿色教育”内容，比如
在“旅行”主题中，输入“绿色交通很环
保”“骑自行车比开车更环保”等中文词
汇、句子，帮助学生了解清洁资源和
可再生能源对环境的影响；在“动物”
主题中，输入“我们要保护熊猫”等内
容，帮助学生理解保护动物、保护生

物多样性对生态平衡的重要影响，引
导学生承担保护生态系统的责任。此
外，中文教学也将配合“绿色教育”，引
导学生探索个人生活与环境健康的关
系，培养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良好习
惯，担负起建设健康环境的责任。

随着中文教学在阿联酋的深入，中
文教学“百校项目”将越来越多地加入到
当地教育系统的融合课程中，在阿联酋
基础教育中发挥更积极作用。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阿联
酋中文专家组成员）

古籍中作者不详的好
书很多，《唐太宗李卫公
问对》（又称 《李卫公问
对》，简称 《问对》） 就
是其中之一。

看书名就能知道，这
部书是唐太宗李世民和他
手下大将李靖的谈话记
录。这二位，一个是历史
上最会打仗的皇帝之一，
一个是战功卓著、被封为
卫国公的名将。

难能可贵的是，他们
不光在战场上展现出杰出
的指挥能力，在军事谋略
上也都有深入的思考和
总结。《问对》 记录下二
人 98 次问答，以 1 万多
字的篇幅讨论了诸多军
事命题，内容丰富，见
解深刻，在中国古代军
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
要的地位。

贯穿全书的主线思
想 ，《四 库 全 书 总 目 提
要》 做了鞭辟入里的概
括：“其书分别奇正，指
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
家微意时有所得。”其中
的两个关键词“奇正、攻
守”，是最能体现军事辩
证思维的两组术语。

先说攻守。
进攻和防御是战争中

最基本的矛盾，《问对》
提出新解：“夫攻者，不
只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
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
不只完其壁坚其阵而已，
必也守吾气以有待焉。”
意思是，进攻不是单纯地
攻城略地，防御不是单纯
地坚守城池。进攻讲求攻
心之术，摧毁敌人的防御
意志；防御讲求士气旺
盛，等待敌人的疏漏出
现。结论就是：“夫攻其
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
吾 气 者 ， 所 谓 知 己 者
也。”对 《孙子兵法》 提
出的“知己知彼”论断进
行了延伸解读。

值得一提的是，兵家
多喜攻厌守，先发制人，
毕竟进攻才能掌握主动。
但 《问对》 反其道而行
之：“后则用阴，先则用
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
而夺之。”意思是，后发
制人用潜力，先发制人用
锐气；最大限度挫敌锐
气，最高程度发挥我方潜
力，就能夺取胜利。

这一作战思想，含有
先让一步、诱敌深入的积
极防御性质。

再说奇正。
这是中国古代军事学

术中十分重要的命题。李
靖说：“凡将，正而无奇，
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
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
辅也。”因此，对奇正的讨
论，在《问对》中占有很
大比重，内容最充分，论
述最完备，分析最透彻。

奇正讲的是兵力投放
的指挥问题。前人已有不
少论述。先是《老子》提
出“ 以 正 治 国 ， 以 奇 用
兵”，《孙子兵法》 进一步
阐释：“战势不过奇正，奇
正之变，不可胜穷也。”不
过，《孙子兵法》 的论述
停留在形容奇正的变化多
端上。 后 来 ，《孙 膑 兵
法》、曹操 《孙子注》 等
书对奇正的概念加以推
衍。到了 《问对》，才对
奇 正 的 本 源 进 行 了 阐
述，并拓宽和升华了思
想内涵。

具体来说，《问对》
谈奇正，既反对重奇轻
正，又反对简单的奇正划
分。对《孙子兵法》“以正
合，以奇胜”的名言，《问
对》做了大胆的发挥，认
为只要善于“示形”，奇
与正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二者的运用没有现成方案
和预案可遵循。

书中，李靖对唐太宗

说，没有正兵，奇兵也
无 所 用 之 。 兵 贵 出 奇 ，
但 不 能 不 看 对 手 是 谁 ，
一味出奇。正兵是堂堂
之阵、正正之旗，有强
大实力做后盾，大兵压
境，三下五除二，解决
问 题 。 如 果 势 均 力 敌 ，
甚至敌强我弱，那么用
诈出奇就显得格外重要。

因此，奇正是临时设
置，没有固定标准，奇可
以是正，正可以是奇，奇
可以变正，正可以变奇，
全看对方上当不上当、料
不料得到。料到了是正，
料不到就是奇。

由此可见，对于奇
正 ，《问 对》 主 打 一 个

“灵活运用”。李靖痛感那
种只知道“以奇为奇，以
正为正”，呆用兵法的人
是不足以谈兵的，提出

“善用兵者，无不正，无
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
胜，奇亦胜。”而灵活使
用兵力不是从演习场上所
能学到的，必须在战场上
根据千变万化的情况“临
时制变”，慧心独创。所
以，唐太宗慨叹：“奇正，
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
以推乎天也。”

凭借这些军事谋略上
的探讨，《问对》 在北宋
神宗时期，与其他6部兵
书一起被选入官定武学教
科书——“武经七书”。
其他6部书分别为 《孙子
兵法》《吴子兵法》《六
韬》《司马法》《三略》

《尉缭子》。对于 《问对》
的入选，当时以及后来不
断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该
书是假托，不该选此书，
理由是文辞浅鄙，经典怎
么能用这么浅白的话呢？

武学博士何去非是
“武经七书”的编校者之
一，也是最先怀疑的人。
他把自己的疑惑跟上司朱
服说了。朱服回答说，这
书传播很久了，不能轻易
否定废除。

经 过 历 史 的 检 验 ，
“武经七书”确实是中国
兵 书 的 杰 出 代 表 。 而

《问 对》 一 书 ， 可 能 是
伪造的，其中涉及的史
实有可商榷之处，但书
中的思想并不伪，而且
军人立论，往往言简意
赅，讲求通俗易懂。几
句 话 就 能 说 清 楚 的 道
理 ， 非 得 要 求 引 经 据
典、洋洋洒洒，这就落
入烦琐哲学、腐儒之见
了。清代学者俞正燮在

《癸巳存稿》 中说：“《卫
公 问 对》， 语 极 审 详 ，
真大将言也。”这是会读
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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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助力阿联酋环保教育
林秀琴

南非西开普大学中医
孔 子 学 院 教 师 林 灵 （左
一） 在今年的元宵美食节
活动期间和学生交流。

林 灵供图

来 自 德 班
理 工 大 学 孔 子
学 院 的 选 手 诺
一 参 加 第 二 十
二届“汉语桥”
世 界 大 学 生 中
文 比 赛 南 非 赛
区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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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 语
桥 ” 世 界 小
学 生 中 文 秀
南 非 赛 区 颁
奖现场。
曾立人摄

德 班 理
工 大 学 学 生
体 验 泡 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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