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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斯坦
掀起中文学习热

日前，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学生在塔吉
克斯坦民族大学孔子学院课堂听课。

新华社记者 郑开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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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的一处
武术馆，埃列奥诺拉·法伊佐娃正和十来个10岁左右的孩子练
习武术，发出的中文口令干脆有力。

20 岁的法伊佐娃是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武术联合会学员，
也是塔吉克斯坦民族大学孔子学院 （以下简称塔民大孔院）
学生。对她来说，练习武术和学习中文“一个都不能少”。

小时候，法伊佐娃常看成龙主演的功夫电影。“他们的一
招一式让我着迷。”从拳脚套路到剑术刀法，转眼间，法伊佐
娃习武已有10年。

法伊佐娃所在的武术联合会多次受邀到塔民大孔院表
演。“我很羡慕那里的学生能用中文自由交流。我也想学中
文，更多了解中国文化。”她说。于是在4年前，她开始在塔
民大孔院学习中文。

法伊佐娃已申请到华东师范大学法学专业读本科。“我希
望将来成为一名法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同时利用业余时
间开一所武术学校，向更多人介绍中国文化。”

在塔吉克斯坦，像法伊佐娃那样在教育机构学习中文者
为数不少。以塔民大孔院为例，自 2008年 8月成立以来，孔
院累计培养中文学习者近3.9万人。

由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和塔吉克斯坦技术大
学共建的塔吉克斯坦鲁班工坊，致力于为当地培养城市热能
应用技术和工程测量技术专业人才，来此上课的学生同样渴
望学习中文。“我想去中国学更多专业知识，然后成为一名大
学老师教书育人，让更多人有能力建设我们的国家。”塔吉克
斯坦技术大学测绘专业大三学生巴赫季约尔·博佐尔佐达说。

“我有一个梦想：学好中文，去中国留学……”在塔吉克
斯坦第二大城市胡占德，一场中文演讲比赛日前在塔吉克斯
坦冶金学院孔子学院举行，学生们倾诉着自己对中文和中国
文化的由衷热爱。拉博尼金·马哈茂多夫作为孔院优秀学员代
表出席活动，聆听着每一位选手的讲述。

今年 28岁的马哈茂多夫 8年前开启了中文学习之旅。当
时，他在胡占德市一家旅行社做英文导游。他说，尽管塔中
相邻，但在接待的游客中，中国人不多，于是他产生了学习
中文、接待更多中国访客的想法。

2017年，获得孔院奖学金资助的马哈茂多夫，来到中国
学习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留学期间，他通过汉语水平考试 6
级，还在胡占德开办了旅行社，并在济南设立办事处。

近年来，随着中塔往来日益频繁，马哈茂多夫也越来越
忙，仅今年他就接待了2000多名中国访客。“中国访客除了来
旅游，还会考察塔吉克斯坦市场，寻找投资和合作机遇。”他
说，“能帮助中国朋友，还能为扩大塔中交往作贡献，我的工
作很有价值。”

塔吉克斯坦冶金学院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任耕田说，随着
中塔关系不断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深化，如今
越来越多塔吉克斯坦青年学习中文，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
作，成为两国友好的建设者和受益者。

“9年前，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与塔吉克斯坦冶金学院
合作共建孔子学院，推动中文教育在胡占德这座古丝绸之路
重镇扎根。迄今，学院通过多类奖学金项目，已累计选送数
百名优秀学生赴华留学深造，他们的命运由此发生改变。”任
耕田说。

（新华社记者江宥林、刘恺 参与记者关建武、张继业）

据新华社电（记者李学军、陈浩） 匈中双语学校孔子学
院日前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正式揭牌。这是在匈牙利成立的
第六所孔子学院，由首都师范大学与匈中双语学校合作共建。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龚韬在揭牌仪式上致辞说，匈中双语
学校是两国教育领域合作的成功实践，建校20年来不断发展
壮大，培养了大批中匈双语人才，为促进中匈友好、深化人
文交流、推动教育合作、传播中国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作
出了突出贡献。希望匈中双语学校以孔子学院成立为契机，
在国际中文教育、本土中文教师培训、人文交流等方面发挥
示范作用，培养出更多促进中匈友好和双边关系发展的青年
人才，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

匈中双语学校校长埃尔代伊·苏珊娜说，孔子学院揭牌仪
式为该校2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画上圆满句号。匈中双语学校
将继续教好中文，传播中国文化，致力于推动匈中友好关系
的发展。

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张君丽表示，期待匈
中双语学校孔子学院能在中文教学、中华文化推介、中匈师
生交流等方面取得新的成就。基金会将继续支持匈中双语学
校孔子学院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为增进中匈两国人民的相互
了解和友谊作出更大贡献。

首都师范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首都师范大学将与匈中
双语学校密切合作，发挥孔子学院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让更
多匈牙利人了解中国。

此前在匈牙利已成立5所孔子学院，分别是罗兰大学孔子
学院、赛格德大学孔子学院、佩奇大学中医孔子学院、米什
科尔茨大学孔子学院以及德布勒森大学孔子学院。

匈中双语学校孔子学院揭牌

我奶奶家位于四川省乐山
市的一个小村庄 ，因为各种原
因，我们已经 5 年没回过国了。
去年暑假，我和家人终于回到
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和亲朋好
友再次团聚。

在奶奶家院子里，我又见
到了那棵黄葛树。

它伫立在奶奶家院子的东
南角。在我的记忆里，它就像
一名哨兵一样，日夜守卫着院
子。一到奶奶家到奶奶家，，我就迫不及我就迫不及
待地跑去寻找待地跑去寻找55年前离开家时系年前离开家时系
在黄葛树上的红丝带在黄葛树上的红丝带。。遗憾的遗憾的
是是 ，， 系 在 上 面 的 红 丝 带 太 多系 在 上 面 的 红 丝 带 太 多
了了，，我已经分不清哪一条是我我已经分不清哪一条是我
系上去的了系上去的了。。

我再次坐在黄葛树下那个我再次坐在黄葛树下那个
已经磨得发亮的秋千上已经磨得发亮的秋千上，，感觉感觉
又回到了从前又回到了从前。。黄葛树不仅是黄葛树不仅是
奶奶家院子里的一棵风景树奶奶家院子里的一棵风景树，，
还是廖家的一员还是廖家的一员。。如今它已经如今它已经
跟奶奶家的小楼一样高了跟奶奶家的小楼一样高了，，粗粗
壮的树干即便我和妹妹手拉着壮的树干即便我和妹妹手拉着
手也难以环绕一圈手也难以环绕一圈。。

黄葛树从黄葛树从一棵柔弱小苗长一棵柔弱小苗长
到 如 今 的 枝 繁 叶 茂到 如 今 的 枝 繁 叶 茂 、、 粗 壮 高粗 壮 高
挺挺，，不只是阳光雨露的滋润不只是阳光雨露的滋润，，

还离不开大家的悉心照顾还离不开大家的悉心照顾。它
的每一片嫩叶，每一根结实的
树枝都承载着廖家人珍惜它、
呵护它的情感，同时也记录着
村庄的传统。

我们这次回国正好赶上端
午节，这可是中国重要的传统
节日之一。邻居们搬来凳子，
带来了粽叶、泡好的糯米，还
有各种食材，如大枣、花生、
青豆，还有爸爸妈妈最喜欢吃
的腊肉和香肠等。大家围聚在围聚在
黄葛树下黄葛树下，，一边包粽子一边包粽子，，一边一边
闲话家常闲话家常，，我也加入到我也加入到包粽子包粽子
的 行 列 里的 行 列 里 。。 我 们 将 包 裹 粽 子我 们 将 包 裹 粽 子
的 五 彩 线 系 在 手 腕 和 脚 腕的 五 彩 线 系 在 手 腕 和 脚 腕
上上 ，， 也 系 在 黄 葛 树 的 枝 叶也 系 在 黄 葛 树 的 枝 叶
上上 ，， 仿 佛 祝 福 可 以 通 过 黄 葛仿 佛 祝 福 可 以 通 过 黄 葛
树 遒 劲 坚 韧 的 根 系 延 伸 到 整树 遒 劲 坚 韧 的 根 系 延 伸 到 整
个村庄个村庄。。

端午氛围尚未褪去端午氛围尚未褪去，，黄葛树黄葛树
又迎来了另一个喜庆场面又迎来了另一个喜庆场面——
邻居叔叔的婚礼邻居叔叔的婚礼。。

婚宴就摆在了黄葛树下婚宴就摆在了黄葛树下，，
菜肴丰盛菜肴丰盛，，美酒飘香美酒飘香。。爸爸告爸爸告
诉我这叫诉我这叫““流水席流水席”。”。我品尝着我品尝着
各种美味各种美味，，但有些食物连名字但有些食物连名字
都叫不出来都叫不出来。。

酒席持续两天，婚礼正式
举行。在婚礼上，我有一个新
发现：新娘和新郎举着酒杯拜
了天地、拜了父母，然后向黄
葛树敬酒。他们将酒洒在离树
根不远的土地上，希望获得黄
葛树的祝福。阳光下的黄葛树
如同家里的长辈，见证了这对
新人的幸福，融入了这场热闹
欢腾的喜宴。

奶奶家所在的小村庄还保奶奶家所在的小村庄还保
留着留着很多传统习俗很多传统习俗，，特别有趣特别有趣
的 是 他 们 认 为 同 姓 就 是 一 家的 是 他 们 认 为 同 姓 就 是 一 家
人人，，所以奶奶家那一片的居民所以奶奶家那一片的居民
都姓廖都姓廖，，再往前走走再往前走走，，就都姓就都姓
费了……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费了……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
拼图拼图，，不同姓氏的居民一块一不同姓氏的居民一块一
块地拼在一起块地拼在一起，，共同拼出小山共同拼出小山
村的村的秀丽秀丽、、和谐与美好和谐与美好。。

无论姓什么无论姓什么，，大家都喜欢大家都喜欢
到黄葛树下聚会休憩到黄葛树下聚会休憩、、谈天说谈天说
地地。。盛夏天气闷热盛夏天气闷热，，人们想寻人们想寻
找一个凉爽的地方躲避炎热找一个凉爽的地方躲避炎热，，
黄葛树下就是最好的去处黄葛树下就是最好的去处，，它它
抖擞着羽盖般的枝叶抖擞着羽盖般的枝叶，，为村民为村民
撑起一大片阴凉撑起一大片阴凉。。众人也享受众人也享受
这一片绿这一片绿荫带来的凉爽，有的
人在树下打麻将，有的人在树

下玩扑克。黄葛树下成了村民
的聚会地，也是酷热中难得的
避暑宝地。

转眼间，暑假接近尾声，
我们回瑞典的日子越来越近。
但对我来讲，已经“乐不思瑞
典”了。

在我们离开前，奶奶又买买
了几条红丝带了几条红丝带，，让我们在黄葛让我们在黄葛
树的枝叶上打一个蝴蝶结树的枝叶上打一个蝴蝶结，，为为
即将到来的远行祈福即将到来的远行祈福。。

我我望着黄葛树望着黄葛树，，红丝带在红丝带在
一片绿中格外显眼一片绿中格外显眼。。

这时候这时候，，我才豁然开悟我才豁然开悟，，
明白了为何几年未回国明白了为何几年未回国，，黄葛黄葛
树 在 我 的 记 忆 中 依 然 清 晰 可树 在 我 的 记 忆 中 依 然 清 晰 可
见见。。这棵树不仅仅是回忆的承这棵树不仅仅是回忆的承
载者载者，，更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更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
的见证者的见证者。。它仿佛就是这片土它仿佛就是这片土
地地、、这群可爱的人的化身这群可爱的人的化身，，寄寄
托着我无尽的思念托着我无尽的思念，，是我心中是我心中
永恒的守望永恒的守望。。

等我等我，，黄葛树黄葛树！！我一定会我一定会
再回到这片土地再回到这片土地，，继续编织属继续编织属
于我们的美好故事于我们的美好故事。。

（寄自瑞典）
（本组稿件配图均来自千

库网）

2023年暑假，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
机场。当我穿过廊桥，踏进机场大厅时，在
心里对自己说：“我回来了。”

算算时间，我离开家乡已近 7年，距离
上次回家乡也有4年了。这期间，我长高了
不少，身体也壮了。我，16岁了。

我 9岁那年，跟随父母离开了我的家乡
北京，举家搬到瑞典一个名叫厄勒布鲁的城
市。初来乍到的我对这里的一切都不适应，
不熟悉当地的语言，在学校里也没有朋友。
那时，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家乡，只想回到
熟悉的环境。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我逐渐
适应了在瑞典的生活。不知不觉中，关于厄
勒布鲁的记忆逐渐取代了脑海里关于家乡的
记忆。

家乡的记忆从一个个完整的故事变成了
一张张照片，又从一张张照片变成了一段段
简短的文字。

慢慢地，我关于故乡的记忆就剩下了一
种味道，这味道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

一到家，我放下行李就跟爷爷奶奶来
了一个大大的拥抱，那是许久未见却熟悉
无比的亲切感。见到爷爷奶奶的瞬间，我想

把这些年在国外经历的事都给他们讲一
遍。可说着说着，话题就又变成他们嘱咐我
要好好学习，我赶紧借口舟车劳顿溜回了自
己的房间。

我躺在卧室的床上，发现墙壁颜色和衣
柜还是 7 年前的样子。突然，我有一种不真
实的感觉。过去的记忆太过模糊，我已经分
不清是在梦里来过这间卧室，还是真的在这
里度过无数个夜晚。想着想着，就睡了过去。

直到隔天上午，我被奶奶叫醒。她塞给
我 100 元人民币，让我去早点铺子吃个早
饭，回来时顺便买点熟食。

走在家门口的大道上，仿佛每往前走一
点，脑海里都多出一些曾经淡去的记忆。看
到游乐场，想起我在那里爬上爬下的场景；
走过小桥，想起我曾在下面的小河里下网捞
过鱼。

站在早点铺门口，又有一些模糊的记忆
被唤醒了。我想起小时候不爱早起，来不及
在家里吃早饭，妈妈就带着我来这里吃早
点。记得这里的肉包子明明馅儿小，但就觉
得比家里的包子香。吃着包子，再来碗儿热
气腾腾的豆腐脑，就上两根金黄酥脆的油
条，美味极了。我想，也许这早餐就是我魂
牵梦萦的味道。

我怀着期待的心情走进早点铺，拿了早
点端盘转身，准备大快朵颐。突然，老板娘
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说：“这小孩都长这么高
了。你爸妈和哥哥跟你一块回来没？”接着
又问我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还又往我盘里
放了俩鸡蛋，让我多吃点长身体。我心里顿
时一暖。

我吃过早点正打算走，老板娘拎着一袋
包子走了过来。她说看我吃得那么急，准是

在国外吃不到家乡的美食，说什么都得让我
拿一些带回家吃。也许，这袋包子就是记忆
中的味道。

出了早餐铺的门，没走两步，我就进了
熟食店。看见我，老板愣了一下，接着用略
带调侃的语气说他还记得我每次从他店门口
路过，都会盯着里面的熟食看。一边说一边
把我要的熟食切成小片装进袋子里。出了
门，我忍不住从袋子里拿了一片肉吃了起
来，顿时觉得唇齿留香。尽管如此，总感觉
和我记忆中的味道还差了那么一点点。

往家走的路上，我又经过了游乐场。一
个小姑娘正在游乐场里跑来跑去，在她身
后，一个大爷气喘吁吁，努力想要跟上小姑
娘的步伐。大爷看见我，朝我挥了挥手。

我看大爷有些眼熟，便走到了他们跟
前。大爷热情地跟我说：“这不当年那小孩
儿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啊，还记着大爷
不？”我实在想不起来大爷是谁，只能搪塞
几句。大爷说：“我就住你家斜对门儿，你
小时候净上我家门口杏树上摘杏儿吃。幸亏
你当初个儿矮，要跟现在这么高，不得把我
家杏树薅秃了？”他说得正起劲，回头一看
自己孙女已跑出去老远，只好跟我摆摆手，
小跑着追小姑娘去了。

游乐场再次安静下来。看着追着孙女渐
渐远去的大爷，看着手里拎着的包子和熟
食，我突然明白，那烙印在我记忆中的、令
我魂牵梦萦的味道，并不是来自于哪道美食，
而是来自于我与故乡的情感羁绊，来自于曾
经生活的地方和生活在这里的人的热情和善
良。这特殊的故乡味道正是中国人身上淳朴
又亲切的人情味！

（寄自瑞典）

我的家乡在浙江温州，有
最美的四季。

春 风 来 了 。 有 时 微 风 拂
面，风从脸颊轻柔地拂过，宛
如丝绒；有时狂风大作，将冷
意传到人的心头。春天，燕子
筑起了巢。据说，有幸见到燕
子筑巢的人会有好运。春雨也
来了，伴随着春雷的轰鸣如珍
珠般落下，滋润着大地和花草
树木。雨后，翠绿的草从土地
里 冒 出 来 ， 花 苞 从 树 枝 上 长
出。明朗的早晨，鸟儿们在婉
转歌唱，似乎在为春天致以赞
美之声。

夏天，草木更加茂盛，满
园的鲜花争相怒放，伴随着蜜
蜂蝴蝶的翩翩起舞。微风拂面
时，迷人的花香扑鼻而来，仿
佛 将 人 包 裹 在 柔 和 的 香 气 之
中。当太阳炙烤大地，万物都
渴望着一场雨水的浸润时，雨
来得那么及时。大雨落下，草
丛中的蟋蟀拨动琴弦，水池旁
的青蛙击打鼓点……真是一场
美妙的户外音乐会。

秋天到来时，家乡的树叶
渐渐变黄，风一吹，金黄的叶
子 像 黄 蝴 蝶 一 样 展 翅 跃 离 花
朵。漫天飞舞的“蝴蝶”时而

高高飞舞，时而在空中盘旋。
金色的麦田在秋风中摇曳，果
园里香气四溢的苹果在树上沉
静 地 等 待 。 秋 天 是 丰 收 的 季
节，红彤彤的苹果、粉嫩的桃
子、金黄的梨子……就像宝石
一样闪耀着光彩。

家乡的冬天，很少下雪。
但河流不会结冰，若将手伸入
波光粼粼的河水中，寒冷刺骨
的感觉会蔓延至手臂。冬天是
一个安静的季节，热闹的街道
似乎也比往常安静。

这就是根植在我心里的故
乡四季。时光荏苒，我离开故

乡已多年，但它像我的血肉。
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

（寄自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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