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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阿斯塔纳机场贵宾楼大
厅，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国旗交替而
立。10余名身着白色衣衫、点缀有红
色纹饰和腰带的哈萨克斯坦少年，围
成一个半圆形。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
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
向繁荣富强……”少年们用中文演唱

《歌唱祖国》，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这些少年中，有一个就是10岁的

男孩阿米尔汗。
“那是我们的阿米尔汗！”哈萨克

斯坦国立欧亚大学孔子学院教师朱翠
梅看着手机上弹出的视频，一脸兴奋。

刚满10岁的阿米尔汗，学习中文
已经 3 年。去年，他刚刚在“汉语
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哈萨克斯坦赛
区决赛中夺魁，代表哈萨克斯坦来到
中国云南参加了“汉语桥”世界小学
生中文秀比赛并获得“最佳创意奖”。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哈萨克
斯坦，欧亚大学孔子学院已经深耕中
文教育、中国文化传播长达17年，见
证并推动着“中文热”“中国文化热”
在哈萨克斯坦持续升温。近日，本报
记者走进这里，听孔子学院师生讲述
发生在这里的中国故事。

“学习中文的好地方”

“老师，您能帮我读一下吗？”位
于孔子学院3楼的办公室里，丽扎·穆
罕默德拿来一段中文问朱翠梅。这个
欧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毕业生，是
一名中文爱好者。

对于这样的场景，朱翠梅已再熟
悉不过。拿过这段话来，她耐心地加
上拼音，然后一字一句开始教。小屋
里，很快传来师生二人琅琅的读书
声。这个下午，这一段话，朱翠梅教
了一个多小时。即便面对的是成年学
生，她也只能用教儿童的方式，一点
点纠正发音。

“一开始特别不习惯。”朱翠梅告
诉记者，在到孔子学院教学之前，她
是西安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教师，“在
国内我们是用母语教大学生，而且作
为老师只要把课讲好就行了，语言、
文化、教具甚至场地装饰等都不是
问题。”

但自从2017年11月来到哈萨克斯
坦，朱翠梅就发现，什么都要自己做。
教室里的一切，都要大家一点点积累起
来。从展板到课件，从课本到投影仪，从
服装到宣纸，几乎都是老师们从西安背
过来的，“老师们每次从国内来这里，都
要留点行李配额给学院。”

多年来，作为中方执行机构，西
安外国语大学先后派出多名中方院
长、教师、志愿者等前来，见证并推
动了中文在阿斯塔纳甚至整个哈萨克
斯坦日渐火热。

这背后，离不开老师们对教学工
作精益求精的态度。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课堂上，中文教师张晓菲拿出了

这个例子。她用类似这样的例子告诉
高级班的学生们，汉语是一门高语境
的语言，理解它，需要在字面意思基
础上理解语境、语气。“比如，这两句
都隐藏着责备、不满等情绪，这是理
解汉语时很重要的一点。”

教学中，除了教授课本中的语言
知识，她总是考虑到语言在具体生活
中的使用场景。她还举了个例子，教
材上中国人打招呼会说“你好”，“但
我总会在第一节课就告诉学生们，中
国人在生活中真正说‘你好’，往往是
对初次见面或者工作场合中认识的
人，对亲人、朋友等很熟悉的人，用

‘你好’会有些奇怪，反而应该是‘你
吃了吗’‘你要去哪’。”

“教学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欧
亚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杨雷对本报
记者说，作为孔子学院，最重要的使
命之一是要培养出优秀学员。

刚刚结束的上合组织峰会期间，
孔子学院师生 100 余人次作为志愿
者、访谈人、翻译等助力峰会成功。

在当地一个知名网站上，很多用户
对欧亚大学孔子学院进行了评价——

“优秀的学院，他们教得很有趣”“学
习中文的好地方”“学习汉语最好的
地方”“找不到比这个更好的学习汉
语的地方”……

“形成了一个中国文化圈”

“在孔子学院周围，已经形成了一
个中国文化圈。”杨雷拉着记者走到窗
前，一一指向附近的建筑说，“那里是
一家中国超市，旁边是一家兰州拉面
馆，再靠这边一点是新疆拉条子店。
至于教中文的商业机构，就这几年
间，雨后春笋般又出现了 8 家。可以
说，现在我们孔子学院周围遍布着与
中国有关的一切。”

2023年11月，中哈两国关于互免
签证的协定生效后，杨雷感觉前来咨
询中文学习的人更多了，“每天都在接
电话”。扩张的计划不得不开始实施，
杨雷向国内申请，今年9月再增派5位
中文老师前来，又同欧亚大学商议增
加了半层楼的教学面积。

刚刚结束的这个学期，报名那天一
下子来了 300 多人，但是只有 160 个录
取名额。“我们只能给每个人发排号条，
排队等着叫号。”杨雷说，排不上号的，
得等下个学期再来。

孔子学院还成为中哈文化交流的
桥梁。

自 2019年起，孔子学院持续为陕
西省中医医院、西安中医脑病医院在

哈萨克斯坦开设中国传统医学中心提
供助力，在合作方选择、法律咨询、
场地租赁、文化活动开展等各方面提
供服务。2023 年 5 月，这一中心成功
开始营业，随后与孔子学院联合举办
了多场中医讲座、论坛、义诊等活动。

在孔子学院文化活动室桌面上，
摆着几本用哈萨克语翻译的中国书
籍，《边城》《骆驼祥子》《长春真人西
游记》《阴山汪古》等等。

这些，都是孔子学院哈方院长哈
里班·恩特汗亲自翻译引进的。在哈萨
克斯坦，孔子学院已经成为传播中国
文化的重要平台。像这样的工作，多
年来一直持续进行着。

哈里班·恩特汗告诉记者，学院还
与当地中小学开展合作，为当地青少
年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提供更多平
台。他说：“积极开展文化合作，培养
更多有才华、有理想的哈萨克斯坦青
少年，有助于传承和巩固哈中人民友
好情谊。”

桌子上，还摆着一本 《汉语教学
课程大纲》，编订者为朱翠梅和杨雷。
这个针对 10-12 年级的大纲，是应当
地中学邀请完成的。杨雷说：“当时有
了这个大纲，中学的汉语教学才步入
了正轨。”

在公园里开中文班

此前已在海外从事了十多年汉语
教学工作的张晓菲，去年来到欧亚大
学孔子学院。哈萨克斯坦民众对于中
文、中国文化的热情，让她印象深刻。

比如，她在小区里跟哈国朋友用
汉语聊天时，一位老人主动来打招
呼，不但问了许多关于中国的问题，
还记下了孔子学院的联系方式，打算
送孙子、孙女去学习。再如，去年冬
天女儿来看望她时，每天在游乐场被
当地小朋友围着问很多关于中国的问
题，“我没想到他们还那么小，就对
中国有那么多想了解的问题，那种压
抑不住的好奇心，给我带来了强烈的
冲击”。

“公园班”，说出这个词的时候，
杨雷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从事汉语
教学多年，他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
会在公园教中文。

起因是，在阿斯塔纳有一批中国
武术爱好者，他们平日里在公园组织
打太极、练功夫，有时候也会来孔子
学院表演。从功夫开始，他们自然而
然喜欢上了中国文化，就邀请杨雷等
老师加入他们在公园的队伍。

就这样，杨雷等老师和主动加入
的志愿者，免费去公园教起了汉语。
对于传播汉语、传播中国文化的热
爱，让他们从 2022 年 8 月一直坚持到
了现在。到了冬天，在零下40摄氏度
的阿斯塔纳，这群武术爱好者还专门
到孔子学院附近租了个房子，请老师
们前来。

除了公园班，这几年来，孔子学院
老师们还去社区，去老年大学，应汉语
爱好者邀请前去讲课，有些甚至成了系
列活动。这些，几乎全是义务劳动。

这并非偶然现象。杨雷说，在孔子
学院工作这些年，在繁忙的课业之余，
还要组织大量文化活动，人员捉襟见
肘，很多活动要靠志愿者帮忙，其中有
从国内来的留学生，有当地中资企业的
员工、家属等。有位杨冬梅老师，已经坚
持免费给公园班学员上课4个月之久。
大家不计报酬，一心希望能为海外汉语
传播、文化传播做些事情。

杨雷感慨，只要一听是孔子学院
的活动，大家就来帮忙了。“我看到的
是一群最有情怀、最可爱的人。”

不断收获丰收的喜悦

对于欧亚大学孔子学院的老师们
来说，今年是个丰收的年份。从 2021
年至今，这所孔子学院的学生已经连
续 4 年在“汉语桥”哈萨克斯坦赛区决
赛中夺冠，共拿到5个冠军。

张晓菲回忆，年初她作为带队老
师带着学生们前往哈萨克斯坦另一个
城市阿拉木图参赛。学生们在小学生
组、中学生组都获得了唯一的一等
奖，在大学生组获得了二等奖。

今年16岁的爱丽，就是其中的中
学生组冠军。她已经在孔子学院学习
多年，还曾在小学生组夺得过冠军。
说着一口流利汉语的爱丽，今年作为
志愿者参与了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相关
服务工作。多年学习汉语的经历，让
爱丽对中国充满向往。她告诉记者，
很希望能到中国读大学，心目中理想
的学校是清华大学。

朱翠梅参与了每一个冠军的培
养。一般来说，孔子学院教师任期两
年，朱翠梅说自己也很幸运，有 7 年
时间慢慢培养更多学生，带他们进入
中文世界的大门。

在高手如云的“汉语桥”比赛
中，夺冠并不容易。朱翠梅说，每次
都要费尽心思帮学生们做准备。比如
爱丽，虽然表达很流畅，但在才艺表

演上犯了难，于是杨雷和朱翠梅一
起，为她专门创作了一段以“一带一
路”地名为主题的贯口。

“咱们告别大西安，出西门，经咸
阳，礼泉、乾县到彬州，长武、泾川
和平凉，会宁、榆中到兰州。还可出
西安，杨凌、扶风到凤翔，华亭、定
西到兰州，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兰州的拉面尝一尝……”比赛结束一
个多月后，面对本报记者，爱丽依然
可以脱口而出。

寒暑易节，学生们来到孔子学院
学习，然后离开。他们跟孔子学院、
跟中国之间，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学中文，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很
多孔子学院学生的人生道路。比如，
对于丽扎·穆罕默德来说，学中文一开
始只是个工作之余的爱好，但在孔子
学院待久了，她决定去中国留学。她
告诉记者，自己已经申请了去西安交
通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

过去7年时间，孔子学院换了8位
教学秘书。之所以这么频繁，是因为
这些教学秘书工作一两年后，中文达
到了相当水平，会选择去中国读书或
者直接去当地的中资企业工作。中文
教育，直接改变了大家的命运。

这些教学秘书，依然同孔子学院
保持着热络的联系。朱翠梅掰着手指
算——阿依让从孔子学院离开后，到
西安外国语大学深造，随后回到哈萨
克斯坦，在卡拉干达的中资企业工
作，顺便在卡拉干达的孔子学院教
书；卡米拉从孔子学院离开后，到位
于北京的外交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今
年正好毕业，一家三口顺带在中国旅
游，家里的小孩都已经会几句汉语
了；还有阿依古丽，因为中文很好，
如今在一家中资企业从事物流工作，
享受着很好的工资待遇……

如今正在孔子学院做教学秘书的
是阿依娜。本报记者采访当天，她正
忙里忙外将学生们的画作打包，到外
面做一个小型展览。曾经就读于哈萨
克斯坦卡拉干达技术大学中文专业的
她，毕业后就来到了这里工作。“我在
工作中增进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中
文水平也有所提升。”

记者：请简单介绍一下您所在的这所
孔子学院。

杨雷：成立于 2007 年的西安外国语大
学·哈萨克斯坦国立欧亚大学孔子学院，是
哈萨克斯坦首家，也是阿斯塔纳唯一一家
孔子学院，是中哈大学合作建立的非营利
性教育机构。自成立以来，学院已培训超
过1.4万名哈萨克斯坦学员，学员横跨青少
年到耄耋之年各个年龄段，如今他们活跃
在各个领域，为推动中哈文化交流与合作
作出重要贡献。

现在，在岗中方教职员工有4人，哈方
员工2人。

记者：您当初为什么选择来孔子学院
工作？

杨雷：来哈萨克斯坦前，我是西安外
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副院长。之所以来这
里，一方面是组织上动员，各方面条件我
比较适合，既然这样，那咱义不容辞。另

一方面，我当时对这个工作有一些“小期
待”——在国内我就做了很多年老师，主
要工作是教书育人，教的是国内大学生，
但是“万世师表”孔子有一个观点叫“有
教无类”，我想这个观点可以延伸到全人
类，既然我们可以教中国学生，那也可以
教全世界的学生，何乐而不为呢？

我是这里第四任中方院长，没想到一
干就是7年。自己感觉，人生中最好的年华
都在这里了。

记者：欧亚大学孔子学院的特色是

什么？
杨雷：总结来说，我们首先跟所有孔

子学院一样，既注重中文教学和文化交
流，也服务当地发展和中外合作，更主动
促进两国友好，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在这些基础上，欧亚大学孔子学院基
本做到了“日日有课程、周周有活动、月
月有大活动、年年有科研项目”。

除了每周持续6天的教学活动外，我们
打造了大量的活动。比如，在中国的传统
节日春节、中秋节，哈萨克斯坦的传统节

日新年、纳吾肉孜节等，我们都会开展相
关活动。再比如，我们每周都有中文文化
讲座，面向全阿斯塔纳市，只要有一定中
文基础的人都可以来听。实际举办过程中
我们发现，很多曾经留学中国的人或者中
文爱好者，对这个讲座非常感兴趣，每周
都很热闹。

记者：欧亚大学孔子学院在文化活动
上有什么特点？

杨雷：我们正在努力搭建一个中哈文
明交流互鉴的平台。最直接的例子是，西

安外国语大学不但把我们这些老师派到哈
萨克斯坦来，同时也在国内陆续成立了哈
萨克斯坦研究中心、哈萨克语专业、中亚
学院等。

无论是在日常的教学、文化活动还是
科研工作中，我们孔子学院都特别重视“双
向交流”这一点。我们不仅要把中文、中国文
化带进哈萨克斯坦，也要把哈萨克斯坦好的
做法带到中国去，使双方能够真正做到良性
的互动和发展。比如我自己，除了定期向西
安外国语大学进行工作汇报，每年还至少
在中国各个大学做 5 至 10 场哈萨克斯坦国
情演讲，尤其是文化方面的情况介绍，帮
助大家了解哈萨克斯坦的发展。

孔子学院需要，也应该立足当地，不
断满足中外交往需求，以当地社会发展需
求为导向，搭建优秀的中哈文明交流互鉴
平台，这既是我们孔院的不变初心，也是立
身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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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一个中哈文明交流互鉴的平台”
——专访哈萨克斯坦国立欧亚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杨雷

本报记者 刘少华

“搭建一个中哈文明交流互鉴的平台”
——专访哈萨克斯坦国立欧亚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杨雷

本报记者 刘少华

▼阿米尔汗（右）参加第
三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
文秀比赛并获得“最佳创意
奖”后，与老师朱翠梅合影。

采访对象供图

◀在欧亚大学孔子
学院的书法课上，中方
院长杨雷 （左） 指导学
生练习书法。

采访对象供图

▼欧亚大学孔子学院
的中文教材及其翻译引进
的中国书籍。

本报记者 刘少华摄

◀学生丽扎·穆罕默德
在孔子学院书画墙前留影。

本报记者 刘少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