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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喜欢 《少林寺》

说起唐天武，当地不少人对他很是熟悉，
因 为 他 开 办 了 旨 在 传 播 中 国 武 术 的 龙 龟
武馆。

唐天武和中国的缘分来源于他年少时。
那时，他看了一部中国电影—— 《少林寺》，
被其中的中国功夫深深吸引，便萌生了学习
中国武术的念头。唐天武是行动派，有了目
标便想方设法去实现。他找到一名当地的武
术师傅，开启了学习之路。

习武多年，唐天武在马耳他开办了自己
的武术学校——龙龟武馆。但他有更远的目
标——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中国武术，
还立志成为欧洲最厉害的中国武术老师。为
了这个新的目标，唐天武决定前往中国拜师
学艺。

经过慎重考虑，他选择了山东莱阳。在
那里，唐天武不仅学习了各种拳法和刀法，
还用心体会中国武术的理念。

“学习武术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实现内
心的平和与自我提升，这是非常重要的。我
希望将这种想法传递给更多的学生。”唐天
武说。

热爱中华文化的唐天武从教学生一招一
式到和学生交流互动，把对中国武术的理解
融入到教学中，不仅得到了学生们的肯定，
还形成了自己的教学特色。

俩孩子热心学中文

受唐天武的影响，他的两个儿子唐龙和
唐浩也对中国和中文产生了浓厚兴趣。

2023 年秋，马耳他武术学校与马耳他大
学孔子学院合作，开设了中文课程。唐龙和
唐浩参加该课程，也开始了系统化、体系化
的中文学习。兄弟俩在课堂上，不仅学习语
言，还了解许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尤其是
唐龙，从最初对汉字书写的畏惧，到后来在
马耳他全国中学生汉字书写比赛中获得二等
奖，进步很快。

说起这兄弟俩，孔院老师印象很深，他
们不仅积极备考汉语水平考试，有时还暗暗
较劲，看谁考的分数更高。

在 2024 年上半年汉语水平考试结束后，
唐龙和唐浩神采飞扬地说：“考试的题目比我
们平时做的卷子简单多了，我要努力学到更
高级别。”

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唐天武既是他们

的启蒙老师，还是他们的支持者。他对两个
儿子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学习和实
践，为中马文化交流作贡献。他常常对孩子
们说：“中国有句古话，‘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只有亲自去看、去体验，才能真正感受
这片土地的魅力。”

对唐龙和唐浩来说，今年最重要的事是
参加了 2024 年马耳他赛区“汉语桥”大赛的
海外预选赛，分别取得了中学和小学组第一
名的好成绩。“我以前只能听爸爸和哥哥讲他
们在中国的经历，现在我凭自己的努力也能
去中国了！”唐浩说。

希望到中国读大学

随着中文水平的提升，唐浩梦想着有一
天能够踏上中国的土地，“去中国”也成了他
的愿望。

在今年备赛“汉语桥”比赛的过程中，
曾经去过北京的唐龙说北京是一座完全超乎
他想象的城市，他还想吃美味的糖葫芦；唐
浩则想去更多的地方旅行，去探索、了解当
地的历史文化。让他们欣慰的是，经过一轮
轮比拼，都获得了赴中国参加“汉语桥”比
赛的机会。

他们的妈妈玛丽亚·达契洛一直鼓励他
们学习中文和武术，自己也通过相关线上软
件学习中文，为的是陪孩子们到中国参赛时
能用中文进行简单交流。“我们想登上壮观巍
峨的长城，想品尝地道的北京烤鸭，还想看
可爱的大熊猫。”唐浩说。

今年 10 月，兄弟俩的愿望成真——到中
国分别参加第十七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
中文比赛和第四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
文秀。在赛场上，他们展示中文才华、感受
中华文化的魅力，还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朋友。

虽然在赛场上没有走到最后，但这次比
赛对兄弟俩意义重大，不仅是对他们多年学
习和热爱的一次回报，还坚定了他们未来继
续学习中文的信心。说到未来，他们希望能
到中国读大学。

“我喜欢学习中文，因为可以让我了解
不同的文化。只有了解，才能促进理解。”
唐龙说。

学好中文，了解中华文化，将来为中马
文化交流作贡献，是唐天武对孩子们的期望。
为了这个目标，一家人共同努力。从武术到
中文，他们的中国情缘还将延续。

（作者分别为马耳他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
长、马耳他大学孔子学院中文志愿者教师）

    糖葫芦，这个伴随了无数中国人童年的传统美食，
常常出现在中国旅游景点的摊位上。那一串串鲜红的
山楂或各种水果穿在细长的竹签上，外面包裹着一层
糖浆，晶莹剔透，十分可口。

不仅中国人喜爱它，许多外国游客也被这独特的
美食吸引。糖葫芦已不仅仅是美食，更成为一种文化
符号，体现了中华传统小吃的魅力。

虽然糖葫芦在中国随处可见，但对于我这个居住
在西班牙的人来说，却是难得一见的美味。每当想起
糖葫芦，总是勾起我无尽的思乡之情。有一次，妈妈
和妹妹决定在家里做糖葫芦，以解我的思乡之苦。因
为没有正宗的山楂，便用草莓来代替，工具也只是几
根小小的牙签。虽然原材料不够精细，但妈妈和妹妹
还是满怀热情地开始尝试。

制作过程充满了挑战。首先是熬糖浆，温度稍没
控制好，糖浆就会变得过硬或者不够黏稠。好不容易
熬好了糖浆，再把草莓一个个穿在牙签上，然后小心
翼翼地蘸上糖浆，等着凝固。

那天，妈妈和妹妹特地在我因为期末考试感到疲
惫时，端上了一盘自制的糖葫芦。虽然她们做的糖葫
芦形状不如市面上卖的漂亮，但吃着这些闪闪发光的
草莓，我觉得美味极了。甜甜的糖浆和酸酸的草莓混
合在一起，带来了无限的美好回忆。糖葫芦不仅美味，
更是一种爱的表达，是妈妈和妹妹对我关心的最好
体现。

去年暑假，我终于有机会回到中国。我心中有一
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要品尝到正宗的糖葫芦。在商
场和街头巷尾，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糖葫芦。有用山
楂做的，有用草莓、蓝莓、葡萄等各种水果做的。每
一种糖葫芦都色彩鲜艳，让我眼花缭乱。我每样都买
了一串，品尝了一下不同口味的糖葫芦，感受到了那
种久违的甜蜜。

糖葫芦不仅在味觉上带给人们极大的享受，在视
觉上也是一种美的享受。一串串糖葫芦排列在摊位上，
色彩缤纷，光滑的糖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咬上一口，
糖衣的脆和水果的鲜在嘴里碰撞，产生了绝妙的口感。
这种酸甜适中的味道，不仅是孩子们的最爱，也让许
多成年人重温了童年的美好记忆。

糖葫芦的制作看似简单，但其中蕴含着许多技巧
和讲究。从选材到熬糖，每一步都需要细心和耐心。
只有掌握了火候，才能做出外脆内嫩、酸甜适口的糖
葫芦。

回到西班牙后，每当想起在中国品尝到的糖葫
芦，我总会露出幸福的笑容。虽然我们在西班牙制
作的糖葫芦无法与正宗的相比，但那份心意和亲情
却让它们变得无比珍贵。糖葫芦不仅是一种食物，
更是情感的寄托，是我对家乡的思念和对亲人的爱
的象征。

糖葫芦，酸酸甜甜，就像人生的滋味。正如生活
中的酸甜苦辣交织在一起，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生。

在我心中，糖葫芦不仅是美味的象征，更是幸福
的象征。它将继续伴随我，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带给我无尽的甜蜜和美好。

作为一名华裔，糖葫芦不仅仅是我的童年记忆，
还包含着我对中华
传统文化的深深眷
恋。糖葫芦那酸甜
的滋味，将永远留
存在我的记忆深处，
成为我心中不可替
代的珍宝。

（寄自西班牙）

    2023 年 11 月，我们一行人来到马达
加斯加，在小鸟窝学校孔子课堂筑起了

“中文之巢”。

起中文名

我在小鸟窝学校孔子课堂负责中文
词汇教学，学生多为 10 岁左右。我展示着
手中的闪卡，正面是汉字、汉语拼音和图
片，反面是法语。我举起闪卡正面，结合着
四声声调的手势对每一个字的发音进行
示范，学生们则用略带生涩的语调，努力
地模仿着，有时个别学生还会发出奇怪的
音调，引起班上一片欢笑。当我举起闪卡
反面时，学生们则更加神气起来，摇身一
变成了我的法语老师，他们担心我听不清
楚，一个个扯着嗓门大声读着，我也像是
他们的学生，努力配合着，认真地跟读。

这样的场景是我负责的中文课堂上
的常态，也让我和学生的关系越来越近。
与学生们熟悉后，为了更好地记住他们，
也为了让学生更好地融入到中文教学中，
我从 《诗经》 和 《楚辞》 里挑选充满诗
意且富有寓意的字词，作为学生的中文
名。起中文名不仅要选与学生性格和气
质相符的，还要兼顾与他们的马达加斯
加语名字发音相近。当我边读出他们的
中文名，边将印有他们中文名、汉语拼
音以及法语寓意的纸条递给他们时，他
们十分开心，也让我很有成就感。

在我眼中，这间教室不仅是知识的
海洋，更是情感的交流场所。最开心、
最有成就感的事莫过于下课铃声一响，
一群学生从座位上跑过来排队拥抱你。
我与学生们之间建立起的深厚情谊以及
信任理解，让我们共同成长，共同前行，
这是一段美好而珍贵的教学时光。

激情足球

在马达加斯加的街头巷尾或田野，

常会有一群孩子聚在一起，展开一场街
头足球比赛。足球在他们之间来回滚动，
孩子们的动作敏捷而灵活，街头上回荡
着他们热情的呐喊声和欢笑声，仿佛是
这座城市的音符。在这个热情而充满生
机的岛国，街头足球不仅是一种运动，
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在学校，足球同
样最受欢迎。下课铃声一响，就会有一
群男生“呲溜”一下飞奔出教室，在旋
转木马与滑滑梯之间的一小片空地上踢
起足球。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星期五
不上课，原因是学生自发组织了一场足
球比赛。这是一场怎样的足球赛？好奇
心让我迫切期待星期五赶快到来。

比赛是在一个朴素的足球场，没有
排列整齐的观众席座椅，也没有厚实的
草坪当球场。日常严厉的教导主任担任
起足球比赛的总指挥，负责诸多事宜，
大到场地安排调度、小到比赛双方场次
安排。

比赛从上午 8 点半一直持续到下午 5
点半。球场外，啦啦队的欢呼声穿透了
整个球场。

我静静地观看着每场比赛，心中默
默地为自己班级的学生加油助威。看着
这些孩子们的努力和拼搏，深深被他们
的热情所感染。

作为一名语言和文化的“筑巢人”，
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每一次与学
生的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希望学
生们能在“小鸟窝”里茁壮成长，飞向
更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大学
孔子学院下设教学点“小鸟窝学校孔子
课堂”中文志愿者教师）

    据新华社电 （记者孟宜霏） 2024 年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孔子学院联席会议日前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
城举行。来自 13 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孔子学院
中外方院长、高校校长和孔子课堂负责人等共同研讨
外语教育政策、本土中文教师培养、孔院特色化发展
及品牌建设等议题。

中国驻巴拿马大使徐学渊在开幕式上致辞说，孔
子学院立足于语言交流、传播中华文化、增进国家和
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架起一座座文明互鉴的桥梁。
在巴拿马，孔子学院已经成为当地传播汉语言文化极
具影响力的窗口。

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赵灵
山在线上致辞中指出，孔子学院在拉美地区的稳步发
展得益于日益紧密的中拉经贸往来与政治关系。2023
年，该地区孔子学院和课堂培养学员 5.5 万人次，成为
孔子学院办学成效最好的地区之一。

巴拿马大学副校长何塞·埃米利奥·莫雷诺在开
幕式上表示，巴拿马大学愿与中方一道努力，促进国
际人文交流并为文化和文明对话进程注入活力，让语
言、文化和相互尊重成为建设持久和平和更美好未来
的有力工具。

拉美议会执行秘书长卡斯蒂略在致辞中说，中华
文化源远流长，随着中国在各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中
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孔子学院在中文教学和文化传
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次会议为期两天，由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
巴拿马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巴拿马大学孔子
学院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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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耳他一家人的中国情缘
聂爱霞  李小雨

    在日前举办的第十七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
第四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的赛场上，有两位来自
马耳他的选手——马蒂亚·达契洛（中文名为唐龙）和阿历
山德罗·达契洛（中文名为唐浩）。他们是兄弟俩，受父亲基
诺·达契洛（中文名为唐天武）的影响，爱上了中文。
   “希望将来能到中国留学，为了这个梦想，我们愿意付出
努力。”他们说。

    日前，第四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总决赛在天津举行，
来自英国的选手尤子君赢得全球总冠军。

今年，有来自 59 个国家的 68 名小选手怀揣着对中文的喜爱与对
中国文化的向往，来华参加了本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
比赛期间，小选手们进学校，深度体验中国校园多彩课程；进家庭，
沉浸体会中国家庭生活氛围；游海河，亲身领略中国城市发展崭新
面貌。

通过过桥赛及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选手们开阔视野、增
长知识、结交伙伴、增进友谊，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与理解，也增
进了对中华文化的热爱。

“我学到了中国人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红色就代表幸福、幸运
和开心……”第三个环节中，尤子君流畅的中文即兴发言赢得了现
场观众的掌声和喝彩。

经过比拼，尤子君夺得全球总冠军，获得“中文未来星”称号。
同时，尤子君和马来西亚选手曾愉玹、喀麦隆选手明兰、美国选手
方平山、新西兰选手沙慕诺分别以优异成绩夺得五大洲冠军，获得

“汉语小使者”称号。
据介绍，“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自推出以来，一直致力于

为世界各国学习中文的小学生提供一个展示中文水平的舞台，激发
他们学习中文的兴趣和动力，为持续学习中文打下良好基础。

10 月 28 日，第十七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总决赛在
天津举行，老挝选手梁享英获得全球总冠军。       （钟  文）  

    唐龙 （右） 和唐浩 （左） 参加马耳他第二届中小学生汉字书写
大赛。

第四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第十

七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收官

  唐龙参加第十七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

       本文配图均由马耳他大学孔子学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