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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2004 年，中
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塔
什干国立东方大学孔子学院
合作协议，标志着全球第一
所孔子学院诞生。20 年来，
孔子学院顺应需求开展中文
教 学 ， 促 进 了 中 外 文 化 交
流，增进了中国人民与各国
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本版自今日起，推出“孔
院二十年”系列报道，讲述孔
院故事，以飨读者。

200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1 月，我有

幸在原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工作 12

年，度过了一生中最忙碌难忘最具挑战也

最有意义的金色时光，亲身经历和见证了

孔子学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式发

展。像所有新生事物一样，孔子学院从初

始到发展也一直伴随着质疑。其中的焦点

是，世界各国真的欢迎孔子学院吗？

那么，我讲述的世界眼中的孔子学院

故事，相信会有所昭示。

分享中文故事
收获美好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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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真诚的朋友

“初到泰国，除了对新生活的憧憬外，更多的是对
未知事物的忐忑。但当我走上讲台的那一刻，看到学
生们明亮的眼睛中释放出的善意，心一瞬间就安静了
下来。”这是王清清第一次走上泰国讲台的真实感受。

学生们的中文基础比较薄弱，很多孩子不敢开
口，王清清就主动走到学生中间，鼓励他们在课堂上
多说多练，充分用中文表达想法，哪怕说错，也会给
予赞赏。久而久之，学生们就开启了自觉用中文聊天
的模式，口语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王清清还利用一
切机会，鼓励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中国文化活动，
如中文书写大赛、中文歌曲大赛、新年活动等。甚至一些
原本内向的学生也开始走上舞台，用中文展示自己，这
些改变让王清清为自己的努力付出感到欣慰。

对于王清清的付出，学生们看在眼里，也记在了
心里。“在学校我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老师我爱你’‘老
师很可爱’，他们的赞赏让我越来越自信。”在王清清办
公桌正对着的门口，总有小脑袋探进来对着她悄悄比
个爱心。“只要看到他们的笑脸都会被温暖到。”王清清
还记得，在泰国度过的第一个生日，学生和同事为她特
别庆祝；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大家还会亲手制作美食，
与她一同分享节日的喜悦。

两年时间，王清清从新手变成经验丰富的教师。
“有人喜欢看中国影视剧，下课我们就一起讨论剧

情，有人喜欢听中文歌，上课我就教他们唱。”王清清鼓
励学生去中国留学，学习中文，感受中国的发展变化，很
多学生在她的帮助下顺利进入了心仪的中国高校。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情感上遇到挫折，他们都会和
我说，我们似乎更像真诚的朋友。”王清清说。

拍视频讲述教学故事

“我是个喜欢分享生活的人，拍视频一直都是自己
的业余爱好。”来到泰国后，王清清很快融入并喜欢上
了这里的生活，她尝试着拍摄自己的教学故事和在泰
国的生活趣事。

一开始，她的视频主要是为了拍给远在国内的父母
看。“想让他们放心，每天都能看到我做了什么。”没想
到，逐渐有许多网友关注到了她的作品，于是王清清将
账号名称改为了“Max在泰国教中文”，专门为大家介绍
自己在泰国开展中文教学的故事。在视频中，她记录日
常生活，分享教学趣事，介绍泰国风土人情。

王清清的学生常常是视频中的主角。“学生们都特
别喜欢出镜，经常和我一起拍些有趣的视频。视频发布
以后，他们会主动分享，还会看中国网友的留言。”

王清清所拍的视频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现
在，她已经发布了上百条视频，拥有了上万粉丝，每条
视频的点击量都十分可观。“在泰国的这些经历让我的
国际中文教学故事丰富多彩。我努力做这些视频，就是
想让更多人看到在海外有这么一群人为中文教育而努
力。”王清清说。

很多学生用微信

与学生们相处久了，王清清觉得自己和他们之间
几乎没有什么代沟。“比如我上学的时候会追星，结果和
学生们一聊天，发现原来他们对中国的影视剧和明星也
都了如指掌。有时候，一些中国的热门电视剧我还没有
看，泰国学生们就已经看过了，他们还在课堂上向我推
荐。”王清清说。

“除了影视剧，学生们还非常喜欢听中国古风歌
曲，看古风小说。在泰国书店的畅销书区，也能看到
中国古风小说，有中文原版的，也有译成泰文版的，
特别受欢迎。”

王清清还观察到，很多泰国学生都在使用微信，
特别是学习中文的学生都能熟练地使用各种中国的社
交APP，并且很愿意在上面与中国人聊天，以提高自己
的中文水平。

中文在泰国的受欢迎让王清清感触颇深。她仍然记
得第一次在泰国过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时的场景，“没想
到泰国人这么喜欢中国的传统节日。在曼谷街头，好多
泰国女生穿着汉服、旗袍，让我感觉像是回到了中国”。

在王清清任教的这所高中里，每个年级都开设了
中文班。“将来，这些学生中很大一部分人会选择到中
国留学，或到中国工作。”王清清希望，未来学生们能
为中泰两国的交流合作作出贡献。

（题图：王清清和学生在一起）
（题图供图：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2022年6月，刚走出大学校门的王清
清参与了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
中心的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项目，在泰
国北榄府的一所高中开启了她的国际中
文教学之旅。

泰国的两年任教时光转眼过去，但
在泰国每一天的辛勤工作都让王清清有
新收获，也让“中文之花”在这里绽放。

一
本世纪初，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

提升，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与中国
的合作也越发广泛。显而易见，想学中文的人群绝
大多数会选择在本土学习。顺应该需求，孔子学院
由此诞生。

可是，如何运作孔子学院，国际老牌语言文化推
广机构的经验我们无法照搬。当时我们既缺资金又无经
验，根本不具备独立办学条件，唯有另辟蹊径。然而，新
路又在何方呢？

2005年 3月，我作为上任不久的国家汉办主任，在
访问澳大利亚西澳大学时，受到时任校长阿兰·罗伯逊
教授的热情接待。

他问我：“孔子学院的具体职能和任务是什么？”我
回答：“就是全心全意地为各国人民在家门口学习中文
提供服务和帮助。如根据需求派出教师和提供教材，面
向不同类型的人群开展中文教学，等等。”我又说：“申办
孔子学院首先要外方自愿提出，中方才会受理，绝不强
加于人。”阿兰·罗伯逊点头表示赞同，又问：“申办孔子
学院具体条件是什么，怎样运行和管理？”我据实回答：

“申办条件有三，一是申办方必须是所在国合法机构，二
是须提供教学专用场地，三是须有专人打理日常事务。
但是如何运行和管理，目前还没有一个成型的方案。”他
想了一会儿，对我说：“我愿意申办孔子学院，西澳大学
可以满足你说的 3个条件，你派人到这儿来，我们合作
共管，就在校园里办一所孔子学院怎么样？”

阿兰·罗伯逊校长一语点醒梦中人！这不是一条现
成的路径吗？我爽快地响应他的提议，与该校中文系教
授席格伦起草了《合作意向书》，并在阿兰·罗伯逊校长
和中国教育部领导的见证下签字。这份《合作意向书》的
内容很简单，只有 3句话——“西澳大学将与中国国家
汉办及中国一所大学合作，于二零零五年在西澳大学筹
办建立孔子学院。中国教育部及中国国家汉办将尽最
大能力支持这个项目。有关建立孔子学院的具体事宜
将由中国国家汉办、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教育处及
西澳大学三方具体商议。”根据这份协议，西澳大学与
浙江大学顺利合作建立起了西澳大学孔子学院。

是阿兰·罗伯逊校长的金点子，使我们的思路大开，
并由此明确了孔子学院的基本办学模式，这就是依托外
方机构，实行中外合作，内生发展，因地制宜，各具特色。
中外双方共商共建共管共享。

二
2005年 4月，我第一次访问美国大学理事会，结识

了时任大学理事会主席盖斯顿·卡伯顿先生。我和同事
们称呼他“老卡”。老卡从1999年起至2012年退休，一直
担任大学理事会主席。

大学理事会是美国教育领域最大的非政府性组织，
运行的最著名项目包括 SAT（学术能力水平考试）、AP

（大学先修课程）等。经研究，我们决定借助美国大学理
事会推动美国中文教学。此前，卡伯顿先生力主，中国国
家汉办已帮助美国大学理事会开发了面向美国高中生
的中文 AP 考试。一见面，老卡开门见山地说：“2004 年
全美参加中文AP考试人数只有数百人。你看下一步怎
么办呢？”我回答：“我们不能就考试论考试，目前美国开
设中文课的公办和私立中小学有200所，很多学校想开
课却找不到教师和教材，如果不扩大学中文的在校生规

模，怎能增加考试人数呢？”老卡表示同意，“但美国大学
理事会只有考试职能，不管开课啊！”我说：“我们可以合
作设立AP考试优胜者奖学金、美国中小学校长访华团
以及大、中学生访华夏令营等项目，调动学校开课积极
性。此外，你们可以了解哪些学校需要中文教师和教材，
将数据汇总给我们，汉办来按需派人供书。”这下老卡激
动了，连声说：“你的主意简直好极了！”

后来，老卡和我讨论一揽子合作项目，形成了一
个为期 5 年并可顺延的“中国语言文化项目”方案。
经过多轮论证，2006 年 4 月，项目签约。该项目 10
多年来共邀请 1万多名美国中小学校长和政府教育官
员参加“汉语桥—美国中小学校长访华之旅”，组织
近万名美国大、中学生参加来华夏令营并向美国派
出中文志愿者教师。老卡每年亲临主持“全美中文
大会”，不辞辛苦带领美国校长和政府教育官员往返
飞越太平洋。

卡伯顿先生曾对我说，他和我一样，真心想为促
进中美两国年轻一代的相互了解做点实事。发展中文
教学是让美国青少年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最好抓手，
愿意在这方面架起中美之间的桥梁。

三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是拉丁美洲著名的研究型大

学之一，2008年 7月与中国国家汉办及湖北大学签署
合作开办孔子学院协议，16年来，累计招收学员超过
3万人，其中有将近 2000人被在巴中资机构聘用，近
千人获得奖学金来华深造。这样的成绩要感谢一手促
成并始终担纲此项事业的关键人物——孔院巴方院长
路易斯·安东尼奥·保利诺先生。他是巴西著名的社会
活动家，对中国十分友好。2006年，他到圣保罗州立
大学任教。不久便代表大学提交了开办巴西第一所孔
子学院的申请书。保利诺当仁不让亲自担任院长，一
口气干到现在。他事必躬亲，几乎把除授课外的所有
空余时间都投入到孔子学院了。

2016年底，得知我退出一线岗位，他给我写了一
封感人肺腑的邮件。邮件中说：“感谢有你，成百上千
万世界各国人民学着去爱和欣赏中国。”读毕邮件，我
心里明白，保利诺邮件中所指的“你”，其深意所指的
是孔子学院啊！

四
波兰雅盖隆大学是一所具有 600 多年历史的著名

大学。2006年 6月，该校建立克拉科夫孔子学院的意
向书签署。通常情况下，从签协议到筹备揭牌开学，
至少需要半年，而雅盖隆大学只用了不到3个月。

2006 年 9 月下旬，我到该校参加孔子学院揭牌
仪式。孔子学院院长卡皮舍夫斯基教授是著名的外
交家和社会学家。孔院之所以快速建成，主要是他
自告奋勇担任院长，全力督办的结果。

我一下飞机就赶去学校与他会面。教授精心布置
了仪式会场，又热情地带我参观教室。连微小的细节
都照顾到了，让我深深感动。次日，揭牌仪式隆重举
行，成为重要新闻。活动结束，校长悄声对我说，教
授身患骨癌，我惊呆了！原来，3 个月前他被查出身

体状况不对，但并没放下工作住院。他深情地对我
说：“我崇拜孔子，赞同中国的和谐文化。我希望波中
两国加强交流，找到用文化解决国际争端的钥匙。因
此，我要把余生都献给波兰第一所孔子学院！”

2007 年 5 月，卡皮舍夫斯基教授因病去世，年
仅 59 岁。病危住院前一星期，他还一直在孔院坚持
工作。他临终前亲手栽种的中波友谊之树如今硕果
累累，他为之奋斗的伟大理想是孔子学院宝贵的精
神财富。

五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现年 100 岁，自 2007 年起，

他长年担任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孔子学院顾问。
2008年12月，村山富市应邀出席第三届全球孔子学院
大会开幕式并致辞。他说：“我期待着孔子学院成为未
来年轻人互相学习、加深了解日中文化的场所。日中
两国人民要加深相互理解。没有真正理解就谈不上友
好。”村山富市的演讲诚挚深刻，上千名代表报以热烈
的掌声。

那次大会也给村山富市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赶赴
机场回日本的路上，老人还在回忆参会场景：“我在
想，为什么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如同见到自家人那样
亲切？现在有了答案，孔子学院就像一个大家庭，各
国人民既能贡献自己最美好的故事，又能分享别国的
教育文化经验，真是一件大好事啊！”

六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是肯尼亚著名大学。2005 年

底，该校与天津师范大学合作建立了非洲第一所孔子
学院。20年来，注册学员累计达到 22181人次，其中
很多人由此改变命运，成为当地经济建设和教育文化
领域的骨干。

茹丝出生于肯尼亚平民家庭，2006年初考入内罗
毕大学，成为该校孔子学院第一批学生之一。2006年
9 月，茹丝在“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中表现
优秀，获得奖学金进入天津师范大学中文专业学习。
2009 年，经我提议，茹丝在全球孔子学院大会上演
唱，她独唱《天路》，赢得现场观众认可。因为她甜美
的歌喉和出色的中文能力，很多企业向她抛来橄榄
枝，但2014年硕士毕业，她选择回到内罗毕大学孔子
学院担任中文教师。

她说：“孔子学院如同一棵树，作为一片绿叶，我
愿意投身其中，和她一起成长，长成参天大树，绿色
遍野！”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孔子学院已走过 20 年历
程。古人云：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我的同事们
和朋友们肤色、文化背景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
的心愿，推动文明互鉴、增进民心相通、崇尚友
谊、追求和平。孔子学院所秉持的多元文化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办学理念，所独创的中
外双方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办学模式，足以证明她
的文化根基深厚，她将继续在中国和各国人民的共
同培育下茁壮成长。

（作者为原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

孔子学院二十年：

世界眼中的孔子学院
许 琳

汉语水平考试 （HSK） 在海外开展33年，累计
考生逾 752 万。在世界各地不少孔子学院举行的汉
语水平考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中文学习者报名
参加。

（本文配图由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中外语
言交流合作中心提供）

许琳 （右） 和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巴
方院长路易斯·安东尼奥·保利诺合影。

许琳（中）与“汉语桥”获奖选手在一起。许琳（中）与“汉语桥”获奖选手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