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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中国与马耳他签署了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不仅促进了中国和马耳他
的经贸合作，还为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
提供了更多平台和机会。国际中文教育
作为人文交流的组成部分，在马耳他蓬
勃发展，推动了中马两国的人文交流和
民心相通。

●能充分发挥专业技能

伊万·卡奇亚是上海电力 （马耳他）
控股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今年 34 岁的
他从 2017 年开始学中文，能熟练用中文
进行对话，如今在该公司的德利马拉三
期电站担任高级技术专员。在他看来，
学习中文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

“语言能力很重要。作为公司国际员
工最多的项目，我们有 48 名来自不同国
家的员工，我希望他们都能学一些中
文。”德利马拉三期电站生产技术部主任
大卫·格里斯蒂说。

据中方业务主管、安全生产部主任
高立介绍，三期电站在马耳他已经发展
多年，一直由中马双方人员协同工作。

“电站的外籍员工占比超过 60%，招聘或
培养既会中文又懂技术的本土员工是企
业在海外发展的迫切需求。”

达伦·库塔贾尔是办公室的一名行政
人员。他坦言，在他的工作中，中文的
重要性排第一，懂中文的优势让他可以
跟中国同事快速高效地进行沟通。他
说：“学习中文让我跟中国同事相处起来
很愉快，我们一起在公司过中国节日，
吃中国美食。”

德利马拉三期电站总经理成勋表
示，公司曾在每周三下午 3时到 5时举办
培训班，为行政和高级技术人员提供中
文培训。“我们希望培养懂中文、了解中
国文化的外籍员工，一方面能够更好地
促进中外员工和谐共处，另一方面能够
实现公司与员工个人职业发展的双赢。”
成勋说。

●为青少年搭建交流之桥

刚参加完第 22 届“汉语桥”世界大
学生中文比赛选手夏令营的伊丽莎白·纽
瓦梅龙根穿着她从中国买的汉服出现在
马耳他大学的校园里，金发搭配飘逸的

汉服，举手投足间尽显古典美，吸引了
无数目光。人如其名，这个荷兰女孩有
个好听的中文名字——“方美美”。

学习中文已近 4 年的她说：“中文给
我带来很多乐趣，我喜欢中国书法，也
喜欢中式服装，更想了解中国文化。”
提起今年的中国之行，她说：“我们去
了北京以及广西的百色、桂林和南宁，
不过我最喜欢的是阳朔。当我们吃早餐
时，可以看到窗外连绵的群山。”她已
经开始规划明年暑假的中国之行，打算
和妈妈一起到上海、江苏苏州、浙江杭
州等地。

伊乐雅是马耳他大学汉语本科专业
的三年级学生。“学习中文给我带来很多
改变，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从不敢开
口说中文到可以唱中文歌，这个马耳他
姑娘在学中文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自
信。她参加了 2023 年“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青少年“汉语桥”夏令营，不仅提
升了中文听说能力，还结识了很多新朋
友。“我们一起探索不同的城市，一起爬
长城，一起参观苏州古镇，一起说中
文。”此次中国之行不仅让伊乐雅看到了
不一样的风景，还对中国生活有了近距
离的感受，她决定申请中国大学。

弗朗西斯科·盖勒尔和伊乐雅一起到
中国参加了夏令营，他在马耳他大学读
欧洲政治学专业，一入学就选修了中文
课，因为他相信学习中文能带来更多机
会。“对我而言，这是一场圆梦之旅。
爷爷十几年前去北京大学访问，那时我
才两岁多，没有机会一起去。现在轮到

我了，我会把对中文和中国的热爱传递
下去。”

今年，马耳他圣玛格丽特中学“中
国角”的创办者阿佐帕迪老师和学生们
先后 3 次受邀前往中国，有的学生是第一
次走出国门，他们对中国有了直观的了解
和认识。“‘一带一路’倡议将多种文化融
汇在一起，让各国人民团结起来，这恰恰
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分享彼此的文
化和理念，加强合作。”阿佐帕迪说。

●武术父子的“中国梦”

吉诺·达契洛是一名中国武术老师，
有一个响亮的中文名字“唐天武”，创办
的龙龟武馆在当地颇有名气。他的武术
情缘源于中国电影 《少林寺》，电影里刚
柔并济的中国功夫打动了他，想学功夫
的念头也逐渐在心里生根发芽。后来，
他师从意大利籍中国武术老师，系统学
了 6年。“在长达 20多年的练习和研究的
过程中，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越来越浓
厚的兴趣。”唐天武说。

在他看来，学会武术招式和套路只
是略懂皮毛，了解其背后蕴含的中国文
化更为重要。他立志于要当欧洲最好的
中国武术老师，传授正宗的中国武术。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2016 年，他创立了
马耳他龙龟武馆，将尚德不尚武等理念
融入教学。2018 年，他专门前往山东莱
阳，向当地的武术大师求教。为了更好
地与中国武术同行切磋武艺，他开始学

习中文，并把旅途中的见闻做成了短视
频《马耳他人的精彩中国之旅》。

马 蒂 亚·达 契 洛 是 唐 天 武 的 大 儿
子，中文名叫“唐龙”。这个 14 岁的小
男孩已经习武 8 年，同时也在学习中
文。唐天武既是教他中国武术的“启蒙
师父”，也是潜移默化引导他爱上中国
文化的“领路人”。今年 3 月，他作为
2022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文化小大使”，
和爸爸一起到北京参加颁奖典礼和文化
研习活动。

唐龙说，这是一次“不可思议”的
旅行，现实中的北京比课本里描述的更
加令他惊叹，既有颐和园、恭王府等历
史古迹，也有高楼大厦和先进的科技，
还有北京烤鸭、煎饼果子等美食。此次
中国之行让他萌生了要到中国留学的想
法。“我从小就希望长大后到中国拜师
学艺，现在又多了一个梦想，就是更努
力地学好中文，将来到中国上大学。”唐
龙说。

埃雷·达契洛是唐龙的弟弟，中文
名是“唐浩”。这个 8 岁的小朋友从 3 岁
开始习武，6 岁开始学习中文，将中文
学校视为自己的第二个家。“我想和爸
爸、哥哥一样去中国学习武术，吃很多
好吃的食物，我还想去成都看大熊猫。”
唐浩说。

在爸爸的带领下，唐龙和唐浩参加
了很多在马耳他举行的各种中国文化活
动，例如“中国春节庙会”“瓦莱塔不夜
城”等，他们的身影多次出现在舞龙舞
狮和武术表演的队伍里。“我相信唐龙和
唐浩通过接受专门的中国武术训练，能
够感受到中国武术中蕴含着的中国智
慧，我为他们喜欢中国文化而感到高
兴。”唐天武说。

从一个人到一家人，再到一群人，
对于唐天武一家来说，爸爸小时候看过
的中国电影，变成了长大后学习中国武
术的决心，最后变成了一家人传播中国
武术文化的坚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在马
耳他，像伊万·卡奇亚、伊乐雅等热爱中
文的当地人越来越多。正所谓中文搭
桥，让越来越多的马耳他民众了解中
国、爱上中国。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
学院博士生、马耳他大学孔子学院公派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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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溪 笔 谈》
作者沈括不像传统
知识分子那样，闲
暇 时 喜 欢 吟 风 弄
月 ， 或 者 谈 禅 说
佛，而是对今天称
之为科学技术的知
识 ， 非 常 感 兴 趣 ，
可谓中国古代少有
的“理工男”。

翻 看 《梦 溪 笔
谈》 可以看到，沈
括出使契丹时，半
道上瞧见彩虹，都
要赶紧跑前跑后探
查一番；听说常州
有陨石落下，就马
上找到了解此事的
人打听，并记录下
来；还留心陕西一
带 “ 脂 水 ” 的 事
儿，在历史上第一
次 提 出 了 “ 石 油 ”
这 个 科 学 的 命 名 ，
同时记载了相关应
用……更不用说收
入中学课本的活字
印刷术了，那可是
要通篇背诵的文章。

活 字 印 刷 术 发
明人毕昇这样的民
间工匠，无论正史
野 史 都 不 会 在 意
的，幸赖沈括，将
其人其事详细地写
入笔记，这才让中
国的四大发明之一
有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后人方得以自豪地宣称，我们
比欧洲古登堡的铅活字印刷术早了差不多400年。

对此，不少西方学者也持肯定态度。1847 年法国
的儒莲、1923年德国的霍勒、1925年美国的卡特，都
翻译过《梦溪笔谈》中毕昇印刷术这一部分。

通观全书，关于科学的记载，占去 《梦溪笔谈》
的一大半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数学、气象学、地质
学、矿物学、物理学、化学、农学、地理学、制图
学、建筑学、生物学等多个领域，以至于英国科学史
家李约瑟称之为“中国科技史上的坐标”。

有学者统计，全书 609 条笔记，能分出 30 多类
来，足见沈括知识体系的博广。除了科技相关内
容，由于沈括见多识广，《梦溪笔谈》 中还涉及经
学、史学、文学、艺术、音乐、法律、军事、宗
教、社会风俗、杂闻轶事。因此，《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 将之列入子部杂家类，称“括在北宋，学问
最为博洽，於当代掌故及天文、算法、钟律，尤所
究心。”

今天读此书，除了感叹沈括的科学素养之高外，
还会被书中记载的当时社会的一些现象所吸引。

比如在河南某县，有位杜五郎，住在离县城 30多
里的房子里，30 年没出过家门了。当地官员去拜访
他，看他样子还挺潇洒的，问他为啥老闷在家里。杜
五郎幽默地答复说：“哪有这回事？15年前我还到门外
桑树下乘过凉呢。”然后沈括讲了这位杜五郎在基本解
决自家粮食困难后，还主动退出“择日”“卖药”生
意，不与乡人争利的故事。原来这位“宅男”虽然足
不出户，但并非四体不勤、靠人供养的“废柴”，而是
心地善良、积极生活的隐士。

此外，沈括在书中还记录下盲人天文数学家卫
朴、技艺高超的木工喻皓等平民的事迹，反映出古代
社会面貌的丰富多彩，市井生活的亲切可爱，让历史
变得丰满起来。

沈括是浙江杭州人，参加工作后履历丰富，在
地方管过刑讯诉讼，在中央当过史馆编辑、做过司
天监的领导，参与过王安石变法，管理过全国财
政；北宋与西夏时常发生战争，沈括还上前线打过
仗，多次破敌立功；北宋中后期的党争也影响到沈
括，让他受到不少打击。年近花甲之际，沈括退出
仕途，到江苏镇江的梦溪园养老。在这里，写成了

《梦溪笔谈》 一书。
在 《梦 溪 笔 谈》 自 序 中 ， 沈 括 写 他 的 退 隐 生

涯，透出浓厚的悲凉、寂寞之情：“予退处林下，深居
绝过从，思平时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则若有所
晤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谓之 《笔
谈》。”山林虽幽，园林虽美，可惜无知音相伴，沈括
只好对着笔砚，写文度日。

虽然作者落寞，但后人却要感谢这份落寞，不然
如果沈括一直在官场、战场奔忙，以致分身乏术的
话，怎么会有时间留下这么一部好书呢？

坐在出租车副驾驶的位置上，望
着窗外，我看到了北京的夜景：明亮
的灯光、繁忙的街道、典雅的建筑。
我用新奇的眼光看着眼前的一切，在
心里想象着我即将开始的新生活。

那是我第一次到中国，从机场
打车到学校。一转眼 8 年过去了。8
年间，我在中国完成了基础中文的
学习，也完成了社会学专业本科的
学习，现在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民
族学硕士。8 年间，那些带给我温暖
的人，加深了我对中国的了解。这
些人中，我想说说曾遇到的出租车
司机，他们不仅让乘客按时抵达目
的地，还让我这样来自异国的乘客
透过他们，对中国有了更进一步的
了解。

乐于学习的福建司机

4 年前的一天，我在福建搭乘了
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一位来自当地的
中年男士。我一上车，他就热情地跟
我打招呼。发现我会说中文后，便和
我聊起来。

当他听说我喜欢庄子时，车子正
好停在红灯前，他惊讶地回头看了看
我。我说：“没错，我喜欢庄子。”过
了几秒，他主动和我击掌并和我握
手，随后和我讨论起庄子的思想和名
言。那一瞬间，庄子的思想跨越了国
界，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

他说我中文说得很流利，也下决
心好好学习英语。就这样，我们成了
朋友，也时常交流对人生的看法。令
我惊讶的是，他学习英语非常认真，也
计划和家人一起到国外旅行。从他身
上，我看到了中国人勤奋好学、不断进
取的精神。

热爱美食的江苏司机

还有一次，我在浙江遇到了一位
来自江苏的年轻司机。那次，我是要
到夜市逛逛。上车后，我问他夜市有
没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听到我流
利的中文后，他说：“啊呀，您会说
中文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聊起美食
来，他给我推荐了很多当地美食。听
了他的介绍，我更加惊叹于中国饮食

的丰富性。
他也向我询问索马里有哪些美

食。我告诉他，索马里的美食多种多
样，如果去旅游，一定要尝尝。

快到目的地时，司机对我说：“我
拉过很多国际友人，但你是第一个和
我用中文交谈的人。”我说，这是一个
很好的开始，不仅可以聊美食，也可以
聊音乐、艺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都一样。

乐于奉献的北京司机

3 年前，我在北京遇到一位姓张
的出租车司机。他之前的工作跟车辆
调度相关，后来辞职开起了出租车。
每逢节假日，张师傅都特别忙碌。虽
然节假日不能和孩子一起过，但他却
受到许多乘客的赞赏。乘客们通过各
种方式来向他表达感激之情，这也让
他感到自己所从事事业的价值。

这位可爱的司机让我看到了家庭
团聚和节庆仪式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
性，也让我看到了为他人和社会奉献
是中国人共有的品质。

连接心灵的桥梁

在中国的 8 年，我已经记不清乘
坐了多少次出租车穿越城市和乡村，
穿过街道和小巷。流动的出租车承载
了我太多的回忆。

出 租 车 司 机 是 一 个 普 通 的 群
体，甚至我都不知道大多数司机的
名字，但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让
那些来他们所在城市的游客、来中
国 的 外 国 友 人 ， 通 过 他 们 了 解 城
市、了解中国。他们也成了展示中
国的一个窗口和宣传城市的一座桥
梁 ， 让 我 看 到 了 中 国 人 的 优 秀 品
质。在出租车这个小小的空间里，
司机们的温暖让我这个来自异国的
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也向他们
介绍索马里文化，短暂的互学互鉴
让我们感受到了交流的魅力。

对我而言，出租车司机是情感之
轮，是心灵之桥，连接起了我和中国
的美好情缘。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索马里留
学生）

“学好中文，将来到中国上大学”
孙 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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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索马里学生遇到中国出租车司机
阳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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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很高兴认识你！”马耳
他大学艺术专业的一年级新生亚历山
德拉·阿里·拉希德用刚学会的一句中
文跟记者聊了起来，“我想马上就开
始学中文，中国文化真的很有意思，
希望将来能够有机会去中国看一看。”

日前，拉希德和很多一年级新生
一道，走进马耳他大学孔子学院图书
馆，参加孔子学院开放日活动。

开放日活动内容丰富，除茶艺、
品茗、竹笛等展示与互动环节，今年

暑期去中国参加“汉语桥”夏令营的
同学们还分享了所见所闻。

伊莱尼娅·科莱罗是马耳他大学
中文专业三年级学生，她在活动现场
向大家展示了自己在中国拍的照片。

科莱罗告诉记者，“汉语桥”夏
令营之行让她和中国的联系变得更加
紧密了。“在中国期间，我都习惯了
大家说中文，回马耳他后，每天听不
到中文反而不习惯。”

弗朗西斯科·盖勒尔念念不忘的

是在中国品尝的各式美食：盐水鸭、
鸭血粉丝、汤包、锅贴……“太棒
了，我要强烈推荐给其他同学。”

盖勒尔在马耳他大学上大一时选
修了中文，“我在中国的经历不仅帮
助我提高了中文口语和理解能力，而
且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

马耳他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丹
尼斯·米齐表示，孔子学院通过组织
各种活动来展示中国文化，在大学里
开设中文课程，同时在马耳他多个学

校设有中文教学点。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聂爱霞说，开

放日活动是马耳他大学孔子学院多年
以来坚持的传统，每年在新学年开学
时举办。她说，希望通过丰富多彩的
互动体验活动，向大学生们展示中国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很多学生向
孔子学院的老师询问如何申请选修中
文，憧憬着学会中文去中国旅行。

（据新华社电 记者陈文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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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燕山大学和博茨瓦纳国际科技大学共建的孔子学院
日前在非洲南部国家博茨瓦纳正式揭牌。

燕山大学校长赵丁选在揭牌仪式上表示，博茨瓦纳国
际科技大学孔子学院成立后，将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复合
型人才，为博茨瓦纳当地及中资企业提供人才储备。孔子
学院预计明年开始招生，以满足当地学生了解中国文化、
学习中文的需要。

博茨瓦纳国际科技大学校长奥特洛格特斯·托托洛表
示，该校孔子学院不仅能提高学生就业时的竞争优势，让
他们有机会去中国继续深造，还将为当地居民搭建学习中
国语言和文化的平台。

（据新华社电 记者滕军伟）

博茨瓦纳第二所孔子学院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