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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刚过，海
外华裔青少年用中文记录下了他们
对故乡的思念和在这个特殊节日的
难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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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陈 刚） 希腊汉学中心日前在科孚岛
正式揭牌运营，将开展汉学与中国研究领域的人才培养。

希腊汉学中心由北京语言大学和希腊爱奥尼亚大学联
合建设，天津古籍出版社专项基金支持。这是希腊首家由
中希两国高校联合设立的汉学研究中心，中心将培养汉学
和中国研究领域的学士、硕士、博士及博士后。此外，汉
学中心还将开设文化遗产与安全研究硕士项目，为中国及
欧盟国家文化遗产领域培养高水平人才。

爱奥尼亚大学校长安德烈亚斯·弗洛罗斯在揭牌仪式上
表示，该中心的建立见证了希中两国学术合作的显著成
果，彰显了希中两国迫切希望深化合作的共同愿望。

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主任、汉学与中国学学院
院长徐宝锋致辞时说，希腊汉学中心是促进中国与希腊、
东南欧和东地中海地区在汉学和中国研究领域开展学术合
作的桥梁和平台，将进一步推动希腊汉学与中国学研究深
入发展，为相关学术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

中国驻希腊大使肖军正在致辞中表示，希腊汉学中
心的成立不仅是中希学术交流和人文合作的重要里程
碑，更是中希两国在深化文化交流、促进文明互鉴方面
迈出的坚实步伐。这一举措对加强两个伟大文明之间的
相互了解和理解，推动双方在人文领域深入合作具有深
远意义。

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乘车出发，历经5个多小时颠簸
起伏的盘山路，抵达位于斯里兰卡中央山脉南麓的萨伯勒
格穆沃大学。漫步在这座群山环抱的校园里，时常能听见
朗朗的中文读书声……

2019年，中国黄冈师范学院和萨伯勒格穆沃大学共同
设立孔子课堂。在中国教师节前夕，记者探访了这个山区
孔子课堂，并遇见在这里坚守的3名中国教师。

学校地处偏远，生活有诸多不便。教师宿舍里蚊虫蛇
鼠常来“光顾”，雨季时还会遇到七八天停水、停电、断网
等情况，新鲜菜蔬和日用品只能在每周一次的农民集市上
补给，最近的超市需要近一小时山路车程才能到达……

但在这里坚守 3 年多的孔子课堂院长朱颂充满乐观：
“2022年斯里兰卡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挺过来了，现在
的工作生活条件好了许多，我感觉挺知足。”

两名90后的青年教师张欢和夏子涵同样积极乐观。“我
们在尼泊尔也当过几年中文老师，来到斯里兰卡后更加坚
定了自己的选择。我们一直用积极、友好和活力感染学
生，这样更能带动他们学习中文的热情和对中国的兴趣。”

在 3 名中国教师的努力下，萨大孔子课堂的教学内容
愈发扎实丰富。她们自编自写，为当地学生量身定制了
中文教材。她们还找来视频带着学生学习黄梅戏、快板
等丰富多样的中国传统文艺。此外，孔子课堂帮助临近
乌沃省的一所山区中学设立了中文教学点，定期培训本地
中文老师……

学习中文的热情在当地持续蔓延开来。夏子涵说，萨
大孔子课堂每周开设两次面向教职工的中文课程，已吸引
近20名“学生”。“萨大前任校长每次都专程赶来上课，签
到表上期期不落。年近70岁的图书馆馆长课后还经常找我
们补课，他们积极的参与和评价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孔子课堂学生鲁莱丽告诉记者：“今年我们办了一个中
国美食节，大家包饺子、做冰糖葫芦等。400多名当地居民
被吸引来了，他们还跟我们学中文。我教他们说‘你好’

‘谢谢’‘饺子’，感觉我自己也是一名中文老师了！”
萨大社会科学与语言学院院长罗汉·阿贝维克拉马说，

近年来，萨大学生申报中文专业的积极性逐年升温。“今年
把中文作为第一专业的学生有21人，另外还有50名学生以
第二、第三专业申报中文。”

“斯里兰卡农村人口超过80%。如今，孔子课堂扎根在
这里，山区学生们的‘中文梦’不再遥远。”阿贝维克拉马
说。 （据新华社电 记者陈冬书 伍岳）

今年，孔子学院品牌创立 20 周
年了！20 年来，全球孔子学院的办
学规模不断扩大，业务范围不断拓
展，内涵建设不断深化，体制机制
不断完善。

2020 年，孔子学院品牌的运营
机制迎来了一次变革。为响应国内
外学术界、教育界有识之士的呼
吁，参照国际同类语言推广机构的
运营经验，顺应孔子学院内生发展
规律，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等 27 家高
校、企业和社会组织联合发起成立
了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依法
取得了孔子学院品牌独家运营业
务，开启了孔子学院民间化、品牌
化发展之路。

每 所 孔 子 学 院 都 是 独 一 无 二
的，一旦揭牌运行，就兼具三大特
色：外国合作机构的组织色彩和文
化，中国合作机构的传统和特长，国
际化语言教学机构共同拥有的适应
本土、服务本土的本质。以基金会运
作品牌的途径导引孔子学院民间
化、品牌化发展之路，对于刚刚成立
的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课题
新，挑战大，机遇更多。

——创新孔子学院运营模式，
采取基金会授权、中外合作机构办
学、外部合作伙伴支持的品牌运营
新模式。对外，孔院的建设发展为
海外学员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
化，为增加外方合作院校的校园文
化多样性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内，
孔子学院提升了中方合作院校的国
际化水平，促进了中外教育交流与
合作。因此，将孔子学院的办学主
体责任交给中外合作院校，会给孔
子学院更大的施展空间，有助于其
特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对孔子学
院和中外合作院校是多赢模式。

—— 发 挥 基 金 会 品 牌 管 理 职
能，丰富孔子学院的品牌含金量。
基金会成立 4 年来，聚焦孔子学院
品牌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制定新
建孔子学院 （课堂） 的申办和审批
流程、规范品牌授权流程、完善品
牌标识使用规范，聚焦制定孔子学
院和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愿景，凝练
全体孔子学院人共同的价值和理
念，进一步筑牢孔子学院作为国际

中文教育服务机构的品牌地位，让
“打造各美其美、独具特色的高质
量孔子学院”成为每一个孔子学院
人的价值追求。

—— 发 挥 基 金 会 统 筹 协 调 职
能，汇聚各方力量、打造共赢生
态。基金会全力打造了“孔院人的
云上家园”——全球孔子学院门户
网站 （CI.CN）。这是各孔子学院的
展示平台，举办的品牌活动、特色
项目等都在展示之列；这是各孔子
学院的资源共享平台，汇聚丰富的
视频课程、教材信息、主题文化影
像等；这是全球孔子学院互联互通
的交流平台，在这里可以触达全球
任何一家孔子学院。基金会积极倡
议并支持成立协同发展工作机制和
联盟，交流经验、共享资源。已经
成立的工作机制和联盟有 25个，包
括粤港澳大湾区孔子学院合作大学
联盟等国内中方合作院校联盟，泰
国孔子学院 （课堂） 发展联盟、塔
吉克斯坦孔子学院教育联盟等海外
地区国别孔院联盟，商务孔子学院
联盟等海外特色孔子学院联盟。基
金会面向社会各界广泛集资集智，

扩大助力孔院发展的朋友圈，打造
孔院共生共赢生态圈。

—— 发 挥 基 金 会 慈 善 组 织 职
能，在关键项目、关键岗位上加大
鼓励支持力度。新授牌示范孔子学
院 3 所，继续鼓励其发挥区域性、
特色性示范引领作用，目前全球示
范孔子学院达 49所。新设本土核心
教师岗位 6 个，继续发挥其“本土
中文教研室主任”的作用。延续了
中外方院长的培训和研修工作，基
金会每年组织 4 个班次，年度累计
参与约200人。

——发挥基金会品牌传播引领
职能。基金会致力打造孔子学院全
媒体矩阵，创新网站、院刊等传统
媒体运行模式，加强报道内容的广
度和深度。覆盖 11门外语的中外双
语期刊 《孔子学院》 已经创刊 15
年，面向全球发行，已成为展现中
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在全球孔
院学员以及各国中文学习者、中国
文化爱好者群体中广受好评。以视
频传播为主的新媒体平台影响力逐
步提升。

此 外 ， 基 金 会 创 设 了 “ 最 孔

院”全球短视频征集活动，这是基
金会成立后设立的第一个品牌项
目，聚焦中文教学、文化交流以及
孔院的点点滴滴，通过短视频形式
传播汉字背后的横平竖直、中国各
地的美食和人文风光、不同区域的
非遗文化等。

——发挥基金会行业服务机构
职能。基金会创设了“孔子学院院
长纪念奖章”荣誉称号，表彰那些
在院长岗位上辛勤付出、默默耕耘
达 10年以上的中外院长，用一枚小
小的奖章，献上对他们的敬意。

作为 126 位院长奖章获得者代
表，匈牙利罗兰大学副校长兼孔院
匈方院长郝清新说：“我希望我还有
机会、还有能力、还有力量继续当
孔子学院的院长，等 10年以后，再
获得20年的纪念奖章。”

泰国易三仓大学孔子学院泰方
院长卢瑷珊说：“我今年 82 岁，孔
子学院已经深深刻印在我的心里，
我也成为孔子学院最忠实的粉丝。”

20 年筚路蓝缕，20 载春夏秋
冬，中外 1500 多家合作机构共建的
1200 多所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稳步
发展，坚守“从语言入手、用文化
交融、促民心相通”的初心，坚持

“因地制宜、立足当地、服务社区”
的原则，聚焦中文教学主业，年均
开设中文课程约 4 万班次，组织的
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吸引的参与者达
上千万人次，为中外人文交流、多
元文明互鉴、民相亲、心相通作出
了贡献。

孔子学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
界。孔子学院正稳步迈向下一个辉
煌的20年。

独行快，众行远。中国国际中
文教育基金会愿与孔子学院中外合
作机构，以及更多热心公益、热衷
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各界伙伴一起
携手，为全球孔子学院助力，为密
切全球人文交流、为不同文明相互尊
重、包容共存作贡献。

（作者系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
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金黄的外皮，口感软糯，各种各样的口味任你选
择。你们能猜到这是什么食物吗？是月饼。

月饼是中国人在中秋节必吃的传统美食。从古至
今，月饼因融合中国各个地区的饮食文化而发展出各
式各样的种类，例如广式月饼、苏式月饼、京式月饼
等。广式月饼以其精致的外形和多样的内馅闻名，而
苏式月饼以酥脆的外皮和丰富的口感著称，京式月饼
则有着浓郁的北方风味。就口味而言，有五仁的、豆
沙的、蛋黄的、莲蓉的等。但我最爱的还是蛋黄莲蓉
味的，咬一口，酥酥的外皮夹着甜甜的莲蓉美味极
了，让人回味无穷。

近年来，月饼的口味和样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做
法，比如冰皮月饼。因其外皮用糯米粉制成，冰皮月
饼口感冰凉滑爽。从馅料来讲，也不再一成不变，比
如多出了水果味的、黑芝麻味的、巧克力味的等。这
些新口味不仅兼顾了年轻一代的喜好，也为月饼市场
注入了新的活力。

月饼不仅仅是食物，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信息。月
饼象征着团圆、幸福与和谐。中秋佳节，家人围坐一起，
赏月、吃月饼，其乐融融。这不仅仅是一种饮食习俗，更
是一种文化传承。每年中秋节，即使是身在海外的华人，
也会通过吃月饼来寄托对家乡的思念。月饼不仅仅是一
种美食，更是连接他们与故乡的一条纽带。

记得小时候，中秋节前几天，家里就开始热闹起
来。母亲会带着我们去市场买各种材料，准备做月
饼。那是一个充满期待和欢乐的时刻。我们几个孩子
围在母亲身边，看着她熟练地揉面、调馅，制作过程
充满趣味。和面、包馅、用模具压出花纹、烤制……
在我们的眼中，母亲制作的每个月饼都是那样完美无
缺，仿佛承载着全家人的祝福和期待。

儿时的记忆已经远去，虽然现在中秋节临近时，
我都会在当地的超市里买一些月饼，但味道还是不及
家乡的。即便如此，我们也能借此在异乡找到家的温
暖。月饼不只是味觉上的享受，更是情感的寄托，是
对亲人和家乡的思念。

如今，月饼作为一种传统食品，已走出国门，成为世
界各地华人中秋节庆中的重要部分。对我们来说，月饼
不仅是美食，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珍视。

（寄自西班牙）

天空中，月亮的身影拂拭着高楼大厦的透
明窗户和众多行人的漂亮衣裳。月亮就像明亮
的大玉盘，高高挂在天空。月亮就像害羞的姑
娘，时不时穿梭于云中。

中秋是中国的重要传统节日，也是全家团
圆的时刻。人们回到家，在美丽的月光下，坐
在一起吃着月饼、聊天说话，享受团聚的美

好。在我的记忆中，中秋的夜晚，天边点缀着
几颗小星星，而月亮明丽的身姿被深色的天空
衬托得分外美丽。

在我们家，妈妈做的冰皮月饼颜色多样，
有红的、黄的、蓝的、绿的、紫的等。红色代
表着热情，象征着生命力和希望；黄色代表着
乐观和活力，象征着快乐和自信；蓝色代表着
天空和大海的颜色，象征着自由和平；绿色代
表大自然的颜色，象征着成长和生机；紫色象
征着创造力和智慧。五颜六色的月饼蕴含着我
们一家的美好祝愿和对故乡的思念，希望这些
祝愿能跨越距离，带给故乡的亲朋好友。

（寄自法国）

中秋节，是一个承载团圆与思念的中国传
统节日。在这个夜晚，家家户户都沉浸在温馨
的团聚氛围中。我还记得几年前的中秋之夜，
月亮特别大、特别圆，挂在夜空中，令人难以
忘怀。

傍晚刚过，我和家人便开始准备中秋美食
月饼。我们决定自己动手制作传统的豆沙月
饼，先将红豆煮成豆沙，再加上细腻的白糖，
熬制成香甜的豆沙馅。然后将面粉与蜂蜜混合
揉成面团，包上豆沙，压成一个个小圆饼，放
入烤箱中烤制。很快，厨房里弥漫着月饼的香
味，让人忍不住想尝一块。

当我们端出烤得金黄酥脆的月饼时，月亮

正在缓缓升上天空。我们一家人坐在阳台上，
一边赏月，一边品尝自己制作的月饼。和家人
坐在一起，聊家常、谈趣事、规划未来，这样
的时光让人感到格外珍惜。无论平日有多么
忙，到这时，我们都会停下脚步，与家人团
聚，享受这难得的团圆时光。

中秋节虽然只有一天，但它带来的温暖和
幸福却是持久的，我们烤制的月饼弥漫着甜甜
的香味，久久不散。中秋节不仅是品味美食的
时刻，还承载着我们与亲人之间深厚的感情。
年复一年，圆月再现，每次的团圆都让心灵愈
加充实、温暖。

（寄自荷兰）

孔院二十年

斯里兰卡山区大学

的“中文热”

斯里兰卡山区大学

的“中文热”

希腊汉学中心揭牌运营

今年 4 月，在位于斯里兰卡中央山脉南麓的萨伯勒
格穆沃大学，萨伯勒格穆沃大学孔子课堂院长朱颂（左）
在“国际中文日”活动上与学校教职工汉语培训班的学员
互动。 （新华社发）

在萨伯勒格穆沃大学，孔子课堂汉语专业的学生们在
听课。 新华社记者 伍 岳摄

孔子学院的品牌化之路
赵灵山

2023年7月，部分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在华东师范大学参加由中国国际
中文教育基金会主办的来华研修班，就“孔子学院的定位与特色发展”展
开分组讨论。

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供图

月饼的旅程
陈靖雯（17岁）

跨越距离的祝福
黄浩宇（12岁）

甜甜的香味，久久不散
王心妍（1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