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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到非常骄傲”

一个大大的“中”字，挂在匈中双语学校门前。
“中”字的两个方框里，一边是匈牙利国旗，一边是中
国国旗。校门两侧立着两尊汉白玉石狮。

走进教学楼大厅，靠墙的橱窗内摆放着2009年时任国
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来匈中双语学校考察时与师生们的合
影，旁边是2023年年初习近平主席给匈中双语学校学生
的复信。匈中双语学校校长埃尔代伊·苏珊娜说：“把
合影和复信放在教学楼大厅，是因为我们感到非常骄
傲。习近平主席长期关心学校的发展，并鼓励同学们
做传承发展匈中友好事业的使者。”

2004 年建校之初，苏珊娜就开始在这里工作了，
2009年起担任学校校长，亲眼见证了学校的发展，也见
证了在两国政府及各界人士的支持下，学校教学资源越
来越丰富，很多学生有机会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也
有很多学生到中国的大学继续深造。

匈中双语学校刚开始仅有4个年级。随着学校规模
不断扩大，目前提供从小学到高中的课程，共有 12 个
年级、20个班，在校学生 500余名。学校老师约 60名，
其中中国老师 16 名。2004 年，匈中双语学校成立并开
展教学工作。从初期的 100 名学生到现在的 500 多名学
生，越来越多的匈牙利学生选择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不
少优秀学子考入了中国高等学府。

5 月 8 日，本报记者来到匈中双语学校这天，恰逢
匈牙利高考结束。考生们完成重任，有说有笑地走出考
场。其中一个女孩中文特别流利。

“我叫多丽娜。”她介绍自己，“学习中文 12 年了。
今年9月，我要去北京大学上学啦。”

多年刻苦学习后，今年 18 岁的多丽娜中文发音已
经很接近母语水平。此前，她曾于2021年参加过第十四
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并荣获二等奖。

多丽娜说，最早开始学习中文，是爸爸妈妈的主
意，但是父母并没有强求。父母也给妹妹报了中文课。
结果，姐妹两人都喜欢上了这门语言。

“2018 年，12 岁那年，我第一次去中国，到了广
州。”多丽娜回忆说，“那一次中国行，给我留下深刻的
印象。从那时候起，我就经常参加中国文化活动还跟大
家一起过中国节日，还会在学校参加诗歌朗诵之类的活
动，亲身体验中国文化的美妙。”

2023年，多丽娜再次来到中国。这一次，她和妹妹
一起到了北京、深圳和洛阳。

“中国的历史很厚重，总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学。”如
今的多丽娜，说起中国文化滔滔不绝。她告诉记者，自
己很喜欢茶文化，也很喜欢读中国历史，尤其是唐朝历
史。多丽娜希望到了中国之后，可以见到一些专家，请
教有关历史的问题。

出色的中文能力，让多丽娜可以在中国的网络平台
“无障碍”追剧。“现在最喜欢的是《偷偷藏不住》。”说
完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出来。

一堂小学二年级中文课

伴随着中文歌曲《小苹果》的欢快旋律，十几个匈
牙利当地小学生在教室里跳起舞。讲台前的空地上，这
群七八岁的匈牙利孩子们十分活泼，蹦蹦跳跳。

又唱又跳的课前热身后，孩子们坐下来。来自中国
湖南的95后中文老师阮文英走到教室前。

“你们好！”
“您好，阮老师！”
师生大声打招呼后，这堂二年级的中文课就正式开

始了。这节课的主题，是用中文介绍不同的职业。
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又一张不同的职业画像。在

阮文英引导下，孩子们纷纷举手抢答，“律师”“商人”
“医生”……

“多多，请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图片中的小朋
友，他的家里有几口人？他的爸爸做什么工作？”阮文
英指向一个名叫克里斯多的小男孩。

克里斯多用中文回答：“老师，他的家里有四口
人，他的爸爸是经理。”

教室里，不少孩子的父母都曾与中国有过工作往
来，他们看到了中文对于孩子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比
如，学生肯迪的父母此前在上海工作过。

这些父母对孩子的中文学习非常支持。让阮文英印
象很深的是，学生沃克的父亲与孩子一起来学校上
课，一段时间后，沃克父亲发来一个长达 21 页的文
档。其中，用匈中双语记录了这段时间以来每一课学
过的词句。

“我叫沃克，我 2015 年出生，我的生日是 6 月 23
号，我今年8岁了，我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哥哥
和我，我 （家） 的电话号码是……”文档里，事无巨细
地展示着一次次的学习成果，每个汉字下面都标注了汉
语拼音。

对于阮文英来说，中文教育有很多种方式。
比如课前跳舞环节。因为教的是一到四年级的低龄

学生，如果一味教授语言会比较枯燥，她便想到了引入
当下中国比较流行的歌曲。今年 5月 12日母亲节这天，
她带大家学了 《世上只有妈妈好》；这个春天，儿歌

《小燕子》时不时在课前响起。

对于中国，孩子们也有自己的憧憬。阮文英说，孩
子们最喜欢的就是大熊猫。“很多次课前，他们都会
问，老师我们可以看大熊猫吗？既然他们这么喜欢，我
们就组织画了很多次大熊猫，各种形态的都画过，但孩
子们就是乐此不疲。”教室里，挂了许多幅大熊猫图画。

还有一种亲近中国的方式是起中文名。阮文英说，
她会在孩子们的第一堂课就为大家起好名字，起名的原
则是根据匈牙利名字适当音译，再辅以对孩子们的美好
祝愿。比如，克里斯多之所以叫“多多”，“首先是音
译，其次还希望他以后学到的汉语多多”。

这已经是阮文英第二次来到海外从事汉语教学工
作。她说，受会很多门语言的爷爷影响，自己从小就非
常喜欢语言，于是选择了汉语国际教育作为自己的专
业。读大四时，她就以志愿者身份去了非洲加纳的孔子
学院教汉语，回国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还是很喜
欢教外国人学汉语，于是选择来到匈牙利。

如今阮文英既是孩子们的阮老师，又将中国文化带
到了匈牙利朋友们身边。只要周末有时间，她就会邀
请朋友一起去吃中国美食，她发现春卷、饺子、炒面
很受大家欢迎。“然后他们可能会进一步想了解为什么
中国人春节要吃饺子，我就介绍，这是一种习俗，意
味着团圆。”

“中文会为女儿打开一扇门”

如今，中文已被纳入匈牙利的国民教育体系。匈中
双语学校大门外，一位正在等孩子放学的家长，向记者
解释了为何送女儿来学习中文。他叫拉波萨·佐尔特，
是匈牙利一家公司的高管，女儿已经在匈中双语学校读
到三年级，老师给她取了一个好听的中国名字叫林夕。

佐尔特告诉记者，自己太太是泰国人，所以他一直
对亚洲文化很感兴趣。他觉得，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着
很好的经济发展前景。

“我觉得，中文会为女儿打开一扇门。在匈牙利，
懂中文的人未来一定有很好的发展，很好找工作，因为
那么多的中国公司都来到了这里。这是对女儿未来最好
的选择。”佐尔特说。

苏珊娜告诉记者，对于匈牙利学生来说，中文是一
门很有挑战性的语言，学习起来很难，但是语言是国与
国之间交流的重要工具，在匈中两国交流过程中，无
论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教育等各领域，中文都起
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学校的孩子既能学习匈牙利
语，又能学习中文，他们可以更好地做匈中友好事业
的使者。”

为了更好地教授中文、传播中国文化，匈中双语学
校做了很多努力。

这些年来，匈中双语学校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让家长和社会各界也参与进来，如面向家长开设中
文班，并在中国传统节日组织“中文开放日”，鼓励学
生和家长一起参加茶艺、剪纸、灯笼制作等文化活动。
家长们对这些活动也非常感兴趣，阮文英说，一次公开
课后，学生沃克的父亲握着她的手说：“谢谢你来这
里，谢谢你选择匈牙利。”

比如，在茶艺课上，包括多丽娜在内的许多学生都
收获了一门全新的爱好。对于新考入匈中双语学校高中
阶段的学生，学校会根据他们的语言水平，分成初、
中、高三个等级的中文教学班，茶艺课是中级班的特色
课程。自2016年学校设立茶室以来，不少学生在这里学
会选茶、洗茶、泡茶、敬茶，爱上了茶的香气和中国文
化的韵味。

交朋友，也是学校里很重要的“课外活动”。
苏珊娜说，除了匈牙利学生，学校也招收中国学

生。她认为，匈中两国的孩子学在一起、玩在一起，不
仅能巩固课本上的知识，也能加强日常交流，结下深厚
的情谊。

平日里，学校的中国老师和匈牙利老师的关系非常
融洽，师生关系也非常亲密。大家一起庆春节、闹元
宵、过端午，不仅学习语言，也举办丰富多彩的艺术和
文化活动。

“小使者”越来越多

习近平主席去年初在复信中强调，中匈都有着悠久
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两国人民传统友好，人文交流日
益密切。欢迎你们高中毕业后到中国读大学，也希望越
来越多的匈牙利青少年喜欢上中文、学习中文，有机会
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更多地了解当今中国和中国的
历史文化，努力做传承发展中匈友好事业的使者。

如今，这样的“小使者”越来越多。
在匈中双语学校图书馆，多丽娜的妹妹、八年级的

丹丽娜向记者展示了一段中文绕口令。“四是四，十是
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

随后，是一段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
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
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今年 14 岁的丹丽娜，在 2022 年获得了第二届“汉
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欧洲冠军。已经学习中文 10
年的她，如今已经有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小时候，她被
爸爸妈妈送来学中文，如今在每周 20 小时的中文课
里，她找到了自己的乐趣。

2023 年，丹丽娜到中国看到了天安门广场、颐和
园、长城、龙门石窟等等。她骄傲地发现，中国人对于
她流利的中文十分惊讶，很多人来找她合影。

丹丽娜憧憬着，自己以后可以考上清华大学，这样
家里就有北大、清华两个学校的学生了。“我看过清华
大学的照片，校园真的很美丽。”

与姐姐不同，丹丽娜特别喜欢中国文化里的功夫，
尤其喜欢少林功夫，“我觉得动作特别帅”。

多年学习中文的经历对丹丽娜来说很特别。“我
感觉自己和同龄人不太一样，因为会说中文的外国人
并不多，这也为我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更多、更
好的机会。”

走进匈牙利匈中双语学校——

做传承发展中匈友好事业的使者
本报记者 刘少华文/图

“来，同学们，给他们几个老外
展示展示！”教室里，一个匈牙利当
地小男孩用流利的中文张罗着大家来
到本报记者一行人前面。

这让人忍俊不禁的一幕，发生
在匈牙利匈中双语学校，位于其首

都布达佩斯。
匈中双语学校成立于 2004 年 9

月，是中东欧地区第一所同时使用
所在国语言和中文教学的公立全日
制学校。建校近20年来，学校培养
了一批又一批熟悉和热爱中国文化

的学生，在中匈两国间架起了友谊
的桥梁。

近日，本报记者走进匈中双语学
校，在距离北京 7000 多公里的地
方，听师生们畅谈学习中文、爱上中
国的故事。

图①图①：：刚从高考考场刚从高考考场
出来的多丽娜出来的多丽娜。。

图②图②：：匈中双语学校匈中双语学校
中文老师阮文英正在给二中文老师阮文英正在给二
年级学生年级学生上课上课。。

图③图③：：匈中双语学校匈中双语学校
学生正在专心学习中文学生正在专心学习中文。。

图④图④：：匈中双语学校匈中双语学校
学生在食堂用餐学生在食堂用餐。。

图 ⑤图 ⑤ ：： 四 年 级 教 室四 年 级 教 室
里里，，挂着学生们自己动手挂着学生们自己动手
制作的京剧脸谱制作的京剧脸谱。。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