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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学堂约你来见……与你见证这
美好十年。”伴随着萦绕在北京大学百周
年纪念讲堂李莹厅中外学子的歌声，北
京大学燕京学堂走过的10年岁月如画卷
般徐徐展开。

培养沟通中国与世界的人才

10 年前的 5 月，北京大学燕京学堂
正式成立，基本定位为“跨文化交流：
聚焦中国、关怀世界”，依托北京大学人
文、社科领域的历史积淀和师资力量，
围绕中国问题，开展跨学科交叉学术研
究，培养沟通中国与世界的人才。

十年知行探索。自成立以来，燕京
学堂在试验、反馈、调适中不断完善课
程体系和培养方案，追求学术性与实
践性、专业知识与通识视野、中国问
题与世界意识的融合贯通，也在建设
中国学硕士项目方面进行了探索。

“通过燕京学堂这样一个平台，让更
多世界上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学
生，能够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我们国
家。而且，这个了解相对来说更强调对
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社会
全面深入的了解。”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首
任院长刘伟说。

从燕京学堂2015级到2023级学生的
录取情况看，学生来自北京大学、牛津
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世界各地
的高等院校。

这也正是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所讲
到的燕京学堂的独特之处——立足北
大、读懂中国、连接世界，立足当下、
连接历史、塑造未来。

王博认为，燕京学堂从历史中走
来，始终对当下议题抱有浓厚兴趣，并
将致力于开创新的未来。“随着中国不断
走向世界舞台，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培养
符合新时代需求的国际化人才，让中外
青年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当代
发展。燕京学堂的建立和发展正是对

‘新时代中外青年人文交流’这一命题做
出的回应。”

“燕京学堂和中国成就了我”

燕 京 学 堂 名 誉 院 长 袁 明 还 记 得 ，
2015年她作为教师代表欢迎第一届燕京
学堂学生的情景。当时到场的有来自32
个国家和地区的96位同学，如今，燕京
学堂已经培养出 972 名学生，他们来自
全球 82 个国家和地区。“跨文化、跨学
科的集体探索和实践能够不断激发年轻
人的活力、好奇心和想象力，文化的力
量正在于此。”袁明说。

“在过去的 10 年里，来自世界各地

的人们汇聚一堂，持续推进文化交流，
构建桥梁推动中外对话。履行这一使命
并非易事，但燕京学堂为学生营造了一
个良好沟通的环境。”来自德国的林西孟
是燕京学堂2021级学生，对文化交流感
触颇深。

在燕京学堂成立十周年，学生课程
论文集 《新堂燕语》 正式发布。该书共
选录 14 篇课程论文、3 篇院长研究基金
结项报告，作者来自澳大利亚、巴西、
波兰、德国、美国、南非、中国等多个
国家和地区。

据燕京学堂学业主任陆扬介绍，这
些论文的研究方向涉及中国古代文学、
汉学与中国研究、比较文学、中国艺术
史、全球人口研究、语言研究、家庭与
性别、国际教育、城市规划、国际经济
等领域，充分体现了燕京学堂开展跨学
科研究的培养特色。

10 年来，一批又一批优秀青年学
子从燕京学堂走出，奔赴国际组织、
海内外学府及企业等，在各个领域发
光发热，为传递中国声音、推动中外
人文交流持续贡献青年力量。但无论
是治学、为商，还是公益等，未名湖
畔的学习和生活都是他们与北大割不
断的纽带。

来自南非的天佑是燕京学堂2016级
留学生，曾在学堂毕业典礼上发言。“我
发现燕京学堂给予我许多宝贵的人生体
验。老师们带我认识中国，让我爱上了

中国，而同学们让我领略到了世界各地
的文化。”

艾诗玛来自摩洛哥，是燕京学堂
2017 级学生。“到燕京学堂学习是我第
一次到中国。我选择到中国、到燕京学堂
学习，是因为我对中国，对这里的文化、政
治、经济以及所有的一切都充满好奇。从
某种意义上说，燕京学堂和中国成就了
我。在这里，我遇到了最励志的人，而且我
也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她说。

从不同角度认识中国

说到燕京学堂的学生，北京大学
人文讲席教授安乐哲说：“从国外看中
国和在中国看中国，是不一样的感受。
燕京学堂的学生们有机会从不同的角
度认识中国。”

据燕京学堂院长董强介绍，燕京学
堂每年招收约120名学生。“他们在这里
了解中国，坚持从跨学科的视角开展文
史哲或政经法研究，并获得第一手宝贵
的‘中国经验’。”在董强看来，在燕京
学堂，无论是修读核心必修课“转型中
的中国”，还是参加“实地调研”、全球
青年中国论坛等，年轻学子们都能够获
得许多机遇，积极主动地进行学术探
索，通过实践来回答自己真正感兴趣的
问题。

就读于燕京学堂的学子们文化背景
各异，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愿望却一
致。来自英国的白艾栩 18 岁时移居天
津，在天津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一年。
出于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热爱，进入牛
津大学继续中国学研究。她在燕京学堂
的专业方向是法律与社会。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郭雳在燕京学
堂担任《转型中的中国》《中国的商业与
社会：法律视角》 等必修课和选修课的
主讲教师。他认为，在世界这个大课堂
上，中国不再是一门“选修课”，而愈发成
为需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必修课”。学
堂的中国学项目强调“国际化、跨学科、实
践性”，不论是师资力量，还是选课机制、
实地调研，燕京学堂都为来自全球各地的
优秀青年提供了卓越的教育资源，让充满
活力的中国学研究徐徐展开。

链 接链 接
燕 京 学

堂依托多元
的 文 化 氛
围，定期组

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为学生
提供广泛接触中国社会的机会，

搭建学生与各界人士深度交流的
平台。例如“大使讲座”系列活
动 、 实 地 参 访 活 动 等 。 除 此 之
外，燕京学堂还定期组织文化沙
龙、教授午餐、论坛等各类丰富
多彩的活动。

马耳他一所高中的中文课堂上，孙怡带着学
生朗诵龙年祝福语。 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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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厦门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海外教育学院师生
一行赴福建泉州德化县，共建文化研学基地并开展国际学
生陶瓷文化体验活动。来自荷兰、印度尼西亚等17个国家
的40余名国际学生参与活动，共赴一场寻访瓷艺的文化研
学之旅。来自荷兰的留学生尚睿娜说：“德化的瓷器历史悠
久，也非常漂亮。此次有机会来到德化体验瓷器，我觉得
意义非凡。”

从2017年到2023年，纪能文在担任马耳他大学孔子学
院中方院长的6年时间里，遇到了很多喜欢中国文化的当地
人。有的因为看了一场中国文化表演，有的因为听了一个
中国故事，有的因为喜欢中文老师讲的内容，就变成了中
文学习者和中国文化爱好者。

他们的故事为国际中文教育这幅画卷增添亮丽一笔，
也推动了中国和马耳他两国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

喜欢听中国故事

从中文学习者到中文老师，艾米·西贝拉斯用了2年时
间。她曾是马耳他大学中文学习者，如今是圣·多萝西高中
的中文老师，负责教授 7至 9年级的中文课程。“中国故事
非常有意思，我喜欢听中文老师讲中国故事”，这个爱好成
为艾米·西贝拉斯学习中文的动力。她经常阅读中国报纸，并
把报纸上有趣的故事分享给家人和学生。现在，艾米·西贝拉
斯一边教中文，一边复习汉语水平考试（HSK），准备申请到
中国访学，亲身感受中国和中国文化。她最想去中国江苏南
京，“因为那里有很多有故事的地方，而且我的中文老师在南
京等我”。

朱莉安·克雷莫纳是艾米·西贝拉斯的学生，在老师的
影响下爱上了中国汉字。这个年仅12岁的女孩开心地分享
了自己的生日愿望——想去中国看一看甲骨文。因为她属
龙，今年是她的“本命年”。她大声地跟着老师一起读龙年
祝福语，并在本子上一遍又一遍地练习不同字体的“龙”
字。“我将来要学习考古专业，研究中国的甲骨文。”朱莉
安·克雷莫纳说。

中文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斯蒂芬妮·扎赫拉是马耳他圣母医院的一名护士，同时
也是马耳他大学“中医针灸和文化”硕士课程学员。她坦言，
自己在工作中，经常听到患者主动要求进行中医治疗。因为
腰痛，她去中医门诊接受了针灸治疗，感受过疗效后，便爱上
了中医并下决心要学中医。如今，她一边练习针灸，一边学习
中文，准备今年暑假参加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暑期夏令营，沉
浸式体验“中文+中医”的学习之旅。

据介绍，中医硕士课程于 2015年启动。课程内容除了
中医诊断、针法、灸法等，还包括中国历史文化概况等。

阿尔多·加莱亚是马耳他旅游学院烹饪艺术专业的一名
讲师，在“中餐烹饪技艺交流活动”中，他目不转睛地盯
着中餐厨师的动作，生怕错过一个细节。为了更好地理解
中国饮食文化，阿尔多·加莱亚1年前报名参加了学校的中
文课程。他说：“希望以后学校能开设专门的中餐烹饪课
程，师生们既能学习中文，也能学习中餐烹饪技能。”

在马耳他，像艾米·西贝拉斯、斯蒂芬妮·扎赫拉等热
爱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如今，越来越多的
马耳他青少年通过学习中文，打开认识了解中国的大门，
成为促进中马文明交流互鉴、增进文明对话的友好使者。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博士生，曾任
马耳他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

近日，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主办、北京
大学及北京海外学人中心协办的“2024来华留
学人才招聘会暨京津冀国际青年人才‘双百’
对接会”（以下简称“招聘会”） 在京举办。
招聘会当天，共有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60余所国内院
校的近1800名外国留学生参加。

数据显示，自2016年至今，教育部留学服
务中心已成功举办 9 场来华留学人才招聘会，
共汇集了近330家用人单位参展，吸引了近2.5
万名国际学生参加。招聘会的成功举办，为中

国企校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和智力支
持，也为来华留学人才在华实习、就业和创业
搭建了平台。

会讲中文是加分项

在华为技术 （亚太） 有限公司的展台前，
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北京大学大四学生陈仪，
正以一口流利的中文与工作人员交流。“我对华
为公司一直抱有浓厚兴趣，这次想来了解他们
的岗位情况。”她满怀期待地说。

陈仪的中文水平与专业素养给华为技术
（亚太）有限公司的现场招聘工作人员留下了深
刻印象。“能够流利运用中文，是外国留学生在
求职过程中的一大优势。”这位工作人员说。

与陈仪同行的谭舒行也来自马来西亚，作
为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她的人生轨迹因学
习中文而发生了变化。“我对中文和中国文化
有着浓厚兴趣，从小便开始学习中文。语言不
仅是沟通工具，也是了解一个国家和其文化的
桥梁。”她说。

“学习中文为我带来很多机会。”谭舒行感
慨道。她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六级，不仅能够
自如地与他人用中文交流，还能够轻松阅读中
文书籍，撰写中文论文。

谭舒行非常看好中国的工作环境和职业发
展机会。“中国的快速发展让我看到了在这里
工作和生活的无限可能。我希望在中国企业工
作，同时继续深入了解和体验中国文化。”

关于具体的工作规划，谭舒行更倾向于
在互联网行业内寻找机会。“互联网行业不仅
与我的职业兴趣和专业背景高度契合，还提
供了丰富的成长机会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谭
舒行说。

在招聘会上，来自巴拿马的王家利因语言
优势获得了更多机会。他目前在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攻读国际贸易专业，精通西班牙语、英语
和中文3门语言。

“确实，对于具有语言优势的留学生，我
们会给予更多关注和机会。”中车山东机车车

辆有限公司现场招聘负责人说，他们正需要具
备国际贸易背景的商务经理。

来自复旦大学的李军听闻本次活动有自
己喜欢的公司，特地从上海赶来。“我对人工
智能领域十分感兴趣，因此想来试试。”在与
招聘负责人交流的过程中，李军感受到了学
习中文对职业发展的重要性，并决定今后将
更加努力地学习中文，以助力自己的职业生
涯发展。

倾向国际化岗位

此次招聘会吸引了中国中车集团、中国
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华为技术（亚太）有
限公司、西湖大学等 30 余家企事业单位的参
与。不少企业的招聘工作人员表示，希望招到
合适的外国留学生，以进一步推动企业国际
化发展。

在招聘会上，国际化岗位成参会者的首选。
北京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

司现场招聘负责人说：“我们公司一直致力于
新能源汽车技术的研发，希望能链接海内外资
源，所以对国际化的人才有需求。”

陈仪期望能找到一份既能实现自我价
值，又能促进国际间文化和技术交流的工作。

“国际化岗位正是这样一个平台，让我有机会
将 所 学 用 于 实 践 ，同 时 拓 宽 自 己 的 国 际 视
野。”陈仪说。

王家利也表达了对国际化岗位的青睐：
“我擅长双语甚至多语的国际贸易交流，这是
我的优势所在。加之我的中文水平也不错，就
更坚定了留在中国从事国际贸易的决心。我相
信，在国际化岗位上，我将有更多的机会与不
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拓宽视野，也助力自己
的职业生涯发展。”

留在中国发展，除了考量未来职业发展之
外，不少参会的来华留学生表示，是因为对中
国的热爱。“中国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希
望在中国就业，将所学用于实践。”两位来自
德国的留学生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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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陶瓷文化

姜立恒

厦
门
大
学
国
际
学
生
在
福
建
泉
州
德
化
县
体
验
陶
瓷

制
作
。

郑
涵
予
摄

厦
门
大
学
国
际
学
生
在
福
建
泉
州
德
化
县
体
验
陶
瓷

制
作
。

郑
涵
予
摄

马耳他：

热爱中国文化的
年轻人越来越多

孙 怡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迎来10岁生日

读懂中国 连接世界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文化沙龙活动。 来源：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官网

2023 年，燕京学堂学生在川渝进行实地调研时，燕京学堂副院长范士明 （左
二） 在为学生讲解。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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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华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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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会吸引了不少高校的来华留学生
参加。 甄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