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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乐桑为法国知名汉学家、
汉语教育专家、首任法国教育部
汉语总督学，法国汉语教师协
会的创始人及名誉会长，曾任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

同时，白乐桑是欧洲汉语

教学协会会长，法国国立东方
语言文化学院退休教授，兼任北
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中国高
校客座教授。

2003 年，荣获中国政府颁
发的“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

链 接

从上世纪 60 年代末学

习汉语，法国著名汉学家白

乐 桑 和 汉 语 结 缘 已 逾 50

年。白乐桑表示，中法建交

以及两国文化交流是他汉语

人生的关键，也是法国汉学

与汉语教学研究发展的基

础 。 在 60 年 的 发 展 历 程

中，法国汉学形成了自己独

特的研究内容与焦点话题，

并不断延伸、突破；汉语第

二语言教学学科在法国得以

建立，并在法国汉语大纲编

制、中欧汉语水平对标认

定、汉字门槛等级设置、

“字本位”教学理念等方

面，不断结出硕果。

学中文责编：赵晓霞 邮箱：xiaoxiapeople@126.com

2024年5月13日 星期一

●做了很多汉语教育
开创性工作

熊显长：今年是中法建交 60 周
年。您曾提到两国的文化交流对您
意义重大，二者有着怎样的联系？

白乐桑：对我本人来讲，中法建
交有深刻意义，因为没有中法建交，
尤其是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我就不
会在50多年前开启汉语人生。

1973 年 11 月 19 日晚，我乘坐的
航班在北京落地，那是我第一次到
中国进修汉语，2023 年是我赴中国
留学50周年。

我 毕 业 于 法 国 巴 黎 大 学 中 文
系，学了4年中文。但最开始，我以
为 自 己 走 上 的 这 条 路 是 一 条 “ 死
路”。我说的“死路”并不是说学中
文得不到丰富的专业知识，而是在
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下，学中文没有
就业机会，甚至连去中国看看的机
会也没有。1973年5月，我即将大学
毕 业 ， 因 为 找 不 到 以 此 谋 生 的 出
路，准备放弃汉语。就在那时，我
得到了一个消息，中法两国可以互
派留学生，我的人生包括我的职业
生涯自此重新开启。从那时起到现
在，50 余年来，我几乎没有一天不
接触汉语、汉字或中国文化。

众所周知，法国在中国文化、
中国语言研究方面有非常特殊的地
位：欧洲最早的中文系是在法国成
立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是
一个继承者。早期到中国学习的法

国学生中，有的成了我上世纪 70 年
代在巴黎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的中文
老师。

上世纪 70 年代，我从中国留学
回到法国后，开始在中国语言，包
括中国文化方面，做一些事情。比
如，上世纪 80 年代成立法国汉语教
师协会；1983 年 7 月我带了 32 名法
国 高 中 生 到 北 京 上 汉 语 短 期 培 训
班。也许很少有人知道，这可能是
法国，也可能是欧洲第一位带学习
汉语的中学生到中国上汉语短期培
训班的老师。这批高中生中，有一
位男孩当时只有 16 岁，他现在是一
名法国汉学家，是我的同事。

熊显长：作为首任法国教育部
汉语总督学，您做了很多开创性的
工作，这些工作对法国的汉语教育
领域有怎样的影响？

白乐桑：我的工作多侧重在汉
语教学方面，尤其是在法国教育部
任 汉 语 总 督 学 期 间 ， 开 展 许 多 工
作，终于把中文放在了跟其他语言

（比如英文） 一样正规的位置。跟法
国 教 育 体 制 下 的 其 他 外 语 科 目 一
样，我们发布了多种汉语教学纲领
性文件，发布了汉语教学大纲，在
法国教育体制内开设了中文国际班
课 程 。 中 文 国 际 班 课 程 是 很 特 殊
的，因为它的语言学习需要额外强
化，因此，这个课程就在中法两国
文化交流、教育交流的框架内进行。

●欧洲第一个汉语教
学学科博导

熊显长：您生动地讲述了中法
建 交 大 框 架 下 两 国 文 化 互 动 的 案
例。在您看来，在中法两国文化交

往的大背景下，法国汉学与汉语教
学取得了哪些比较突出的成就？

白乐桑：这个话题的渊源贯穿
着不同的学术范围及相关概念，如

“中国学”“汉学”，甚至更早以前的
“东方学”等。按我们的思维习惯来
讲，先得定义什么叫“汉学”。“汉
学”是指传统汉学吗？比如说对老
庄思想、甲骨文、中国文学等的研
究？还是也指我的这个学术研究领
域？我把它叫作“汉语第二语言、
第二文字教学学科”，或者说“汉语
第二语言、第二文字教学论”。我加
一个“论”字，是个人用词习惯，也
就是说要突出它的学科性质。我们通
常认为这归属于“汉学”研究领域。

和传统“汉学”相比，现在的“中
国学”多出一个重要的分支，那就是

“汉语第二语言、第二文字教学学
科”，就是我所说的教学论出现了，我
认为这是这几十年法国汉学取得的
比较突出的成就。

众所周知，和其他国家相比，
法国在中文教育方面的历史很长，
也是最早将汉语纳入高考、纳入国
民中等教育的国家。因此，法国在
中文教育方面比较成熟，这种成熟
也反映在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学科的
学术研究方面。

1997年，我在巴黎第七大学通过
了博士生导师资格，一级大学科类属
于“Chinese Studies”（中国学），可事
实上我当时的专业是“汉语第二语
言教学学科”，因此我是当时整个欧
洲，在“Chinese Studies”（中国学）
的学科框架下第一次以“汉语第二
语言教学学科”作为一个学术研究
范围的博士生导师，这在一定程度
上跟中法文化交流也是分不开的。

学术离不开交流。没有交流，
学术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很 难 有 一 个 能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研 究 领 域 ， 汉 学 研
究 领 域 也 是 如 此 。 学 术 交 流 大 大
地 加 强 了 汉 学 各 个 分 支 的 研 究 ，
比 如 法 国 研 究 甲 骨 文 、 中 国 古 代
文 学 、 中 国 历 史 、 中 国 戏 剧 、 近
现 代 中 国 社 会 经 济 等 各 方 面 的 专
家 ， 跟 中 国 相 关 领 域 的 专 家 都 在
不 断 交 流 。 还 有 比 较 可 贵 的 一 点
是 ， 这 些 汉 学 研 究 专 家 大 多 都 带
硕 士 或 者 博 士 研 究 生 ， 研 究 生 们
在 做 学 术 选 题 时 也 会 和 中 国 专 家
有 来 往 。 因 此 ， 我 认 为 ， 法 国 汉
学的各个分支都在发展进步。

法国汉学最近几十年还有一个
突破是，以前没有受到过多关注的
一些研究领域，现在获得了法国汉
学学术界的认可，比如针对中国电
影的研究，在近 20 年间有明显进
步，有很多法国学士论文或者硕士
论文选择“中国电影”这个研究论
题，有相当多的法国研究生对上世
纪 30 年代到现在的中国电影充满学
术兴趣。

●汉语已被视为国际
性语言

熊显长：刚才您谈到法国汉学
的整体研究现状和进展，其中提到
了法国汉学新的分支、最新突破，
即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学科的建立。
您一直提倡“汉语教学要作为学科
来发展”，目前，法国汉语教学的现
状如何？

白乐桑：总体上可以这么说，
如果和法国的英语教育相比，汉语
教学学科和课程规模都比较小。但
是 如 果 和 其 他 国 家 的 汉 语 教 学 相
比，法国汉语教学相对成熟。世界
上，第一个将汉语纳入高考的国家
是法国，这具有历史性意义。1968
年，法国高考有了汉语科目，那就
必须制定相应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大
纲。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法国陆续
出 台 一 些 汉 语 教 学 纲 领 性 文 件 。
2002 年，法国发布全面的汉语教学
大纲。

法国的汉语教育分为基础教育
（小学、初高中） 和高等教育，高
等教育又分为汉语专业生 （中文系
学生） 和汉 语 非 专 业 生 。 现 在 法
国 开 设 中 文 系 的 大 学 有 很 多 ， 从
学 习 者 数 量 上 来 说 ， 汉 语 非 专 业
的 大 学 生 人 数 占 大 学 生 汉 语 学 习
总人数的 3/4，也就是说，中文专
业生 有 1/4， 非 专 业 生 有 3/4， 即
高 等 教 育 中 汉 语 非 专 业 生 是 占 多
数 的 。 这 反 映 了 汉 语 已 经 被 视 为
国 际 性 语 言 ， 不 然 的 话 ， 那 么 多
法国商校为什么会开设中文课程？

此外，法国著名的巴黎
政治学院，也在提供中
文课程。华人学校和孔
子 学 院 的 汉 语 学 习 者 ，
包括一些民间协会的汉
语学习者，都算是非专
业生。

法国中文学习者约
10 万人。比较有意思的
是，这 10 万学习者中有
一 半 来 自 基 础 教 育 ， 其 规 模 很 可
观。如果大家知道在法国各地有非
常多的中学开设中文课，就能明白为
什么法国媒体报道的最多的外语教
学，不是英语教学，也不是西班牙语
教学，而是汉语教学——这大概能很
好地说明法国汉语教学的现状。

熊显长：您认为汉语教学在法
国的学科化建设和发展历程，对欧
洲其他国家乃至全球其他国家的汉
语教学有哪些借鉴意义呢？

白乐桑：可能“字本位”的教
学理念借鉴意义大一些，也就是我
所谈到的“汉语教学二元论”的观
点。“汉语教学一元论”的做法与汉
语的独特性是相矛盾的；而立足于
汉语独特性基础上的“二元论”则
是很全面的，我们需要遵守汉语内
在的独特性，再去从事汉语教学，
这样才能降低其学习难度。

第二个可借鉴的经验是：法国
是如何在基础教育体系内建立起汉
语第二语言学科的。大部分国家有
中文课程，可有课程不等于达到了
学 科 化 。 比 如 ， 因 历 史 等 种 种 原
因，意大利在汉语教育方面，其中
等教育也走上了跟法国很相似的汉
语教学学科化的道路。

●汉语教学师资培训
需常态化

熊显长：以中法建交 60 周年为
起点，您认为法国汉语教学研究有
哪些新的方法和领域可以进一步开
拓，并引领海内外学者重点关注和

深入探讨？
白乐桑：如果是汉语教学领域

的话，我想“汉字门槛”还可以继
续探索，这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未
来研究还需要弥补一些不足。

教育有它的特殊性，汉语教育
需要关注双向的师生互动，需要关
注教学课堂、师资培训等。无论是
汉语教学，还是任何其他专业的教
学，一定要有规范的师资继续培训
体系。师资培训常态化才能及时纠
正一些职业行为或者教学行为。还
有怎么教文化、怎么传递知识、怎
么处理现代科技应用等，这都需要
持续的师资培训。

以现代科技来说，我 1978 年通
过汉语专业认证会考时，除了幻灯
片的使用之外，没有其他现代科技
教学手段。现在就不一样了，比如
ChatGPT 等的出现。

我们作为外语老师，如果照旧
给学生留作业——将中国文学的一
个片段翻译成法文，那么他们在课
后使用 ChatGPT 也许会拿到一个不
错的分数。所以，我们不可能 再
像 以 前 一 样 去 处 理 学 生 作 业 。 如
何 在 这 个 大 环 境 中 继 续 提 高 学 生
的 汉 语 翻 译 水 平 或 者 让 他 们 做 一
些 相 关 的 练 习 等 ， 是 我 们 现 在 要
思 考 的 问 题 。 比 如 说 ， 法 汉 翻 译
只 能 在 课 堂上完成，课堂禁止使
用翻译软件。

（湖北大学陈金秋老师、法国阿
尔多瓦大学博士生杨竞对本文亦有
贡献）

中外学生身着民族服饰载歌载舞，活动
参加者现场体验丝网印刷、水拓工艺……
日前，北京语言大学第十九届世界文化节
游园会举办。来自 103 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
及社会各界人士同聚北语，感受文化交融
的魅力。

在游园会现场，体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传
统民族服饰、特色明信片、精巧木雕、热情
舞蹈、面部彩绘等，都展现出文化交流的独
特魅力。

“在交流中，我们感受到了多元文化的
独特魅力。”来自突尼斯的国际学生代表何
映月与友人一同感受世界多元文化缤纷呈
现、交融互鉴的美好氛围。

来自信息科学学院的马瑞祾作为中国学
生代表讲述了在北语的求学经历，并希望中
外青年共同努力，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为
推动世界文化多元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值得关注的是，在服务学生专区，设置
了就业实习招聘、企业文化宣传展示、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展示、乡村振兴主题展示等
内容，为学生就业实习、升学咨询提供一手
帮助。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段鹏表示，北京语言
大学世界文化节已走过 21个春秋，凝聚了中
外学子相知相亲的友谊，打造出多元文化和
合共生的舞台，搭建起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
桥梁。

阿曼驻华大使纳赛尔·布赛义迪回顾了他
在北京语言大学的求学经历，表达了对母校培
养、老师关怀的感谢。他表示，北京语言大学是
中外学生友好交流的重要窗口，世界文化节是
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和对话的重要平台。

回望欧洲汉语教学历史，法国一直走在前沿，这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汉语教学学者、从业者等在该领域

的辛勤耕耘。时值中法建交60周年，《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主编熊显长对法国著名汉学家白

乐桑就法国汉学与汉语教学学科建设进行了访谈，听白乐桑讲述他的汉语人生。

白乐桑的汉语人生
熊显长

白乐桑近照

上世纪70年代白乐桑在北京留学期间，到农村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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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
语言大学第十九
届世界文化节游
园会举办，展现
文化交流魅力。
上图和左图均为
活动现场。

北京语言大
学供图

据新华社电“汉语桥”世界大、中学生中文比赛近日分别
在比利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地举行。

第 23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比利时赛区决赛日
前在布鲁塞尔举行，来自根特大学的何杰明 （中文名） 摘得赛
区桂冠，取得了代表比利时赴中国参加全球总决赛的资格。

当天的比赛共分为主题演讲、才艺展示和知识问答 3 个环
节，来自比利时各高校共 10名选手参加了角逐。在诠释“天下
一家”这一主题时，何杰明表示，“天下一家”不仅是一种理
念，更是一种行动，“让我们携手努力，用语言和文化作为桥
梁，共同构建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的地球家园”。

本次比赛二等奖获得者、来自鲁汶大学汉学系的乔燕薇
（中文名）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在中学时，我发现很
多同学对中国不了解，所以我想学好中文，当一座桥梁，连接
中国和比利时。”

第 17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罗马尼亚赛区决赛
日前在罗马尼亚锡比乌市落幕。

本次比赛经过激烈角逐，来自首都布加勒斯特市的林娜
（中文名） 和来自德瓦市的德艺燃 （中文名） 分别获得特等奖
和一等奖。

日前，第 17 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第 23 届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保加利亚赛区决赛也在大特尔诺
沃大学举行。

最终，来自大特尔诺沃大学的蕊思 （中文名） 获得大学组
比赛冠军；来自鲁塞市瓦西尔·列夫斯基中学孔子课堂的莱雅

（中文名） 获得中学组比赛冠军。
大特尔诺沃市副市长内科·根切夫表示，“汉语桥”搭建的

不仅是语言文化之桥，更是信任和开放之桥。学习中文让他领
略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大特尔诺沃市政府将为中文教育事业提
供尽可能多的支持。

（参与记者：潘革平、张改萍、林浩）

“汉语桥”中文比赛
在多国举行

“汉语桥”中文比赛
在多国举行

中法建交60周年
系列报道

（本文配图由受访对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