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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热”正在席卷全球，一些“老外”在中
国问路都开始用中文了，还有的外国人甚至能讲中

国的方言。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3月，全球汉语
学习者已超过1亿人。

如此庞大的“学汉语大军”，不禁让人好奇：到底
什么样的外国人在学习中文？他们又是为什么学习呢？

在寺庙中受到启迪的旅行家

“出生于意大利南部，在布
雷西亚度过少年时光，后举家
移民罗马。曾旅居过英美，
又游历了东南亚……”这位
高鼻梁、白皮肤的光头“老
外”绝对是个名副其实的旅
行家。刚刚来到中国未满一
个月的他，没有一点汉语基

础，中文名字还是刚刚被汉语
老师音译过来的，叫安德烈。

已经 25岁的他毅然辞去了意大利导演多纳托雷手下的工
作，自费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问起他学习中
文的缘由，腼腆的安德烈却一下打开了话匣子。那还要
从一年前的泰国之行说起，为了感受当地的文化，他曾
在寺庙中待过一段时间，与那里的僧人成为了朋友。
“其实缘分就是这么简单。”安德烈说。

随着他和泰国僧侣交谈的深入，聊到了中国佛教的
文化及发展，他像是受到启迪一般，与中国文化结下了
不解之缘。在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安德烈决定来中国。
“这里的一切太有趣了。”他说，“早晚在公园里能见到

练太极的人群，路边的石桌成了人们下棋的领地，还
有用特制毛笔蘸水在石板上练字的大爷、大妈，这一
切都让我感到新奇。我今后一定要走遍中国的大江
南北，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而学习中文成为了他
走遍中国的第一步。

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安德烈到安
徽九华山参加了国庆禅修活动，这让他激
动不已：“除了基本的佛教礼仪和放生活
动外，还可以吃斋饭、早晚诵地藏经。”
对于现在还讲不好中文的安德烈来说，

这的确是一个练习汉语的好机会。

中国电视剧的“铁杆粉丝”

笔者见到她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
的后湖旁，她正专心地趴在露天课
桌上一笔一划地写着中文。凑近
一看，很多词语下面都有英文标
注，这不禁让人对这位外国姑娘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攀谈中得知，她是一名来自
德国的交换生，中文名叫李蓓
蓓，光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个可
爱的姑娘。丰满的身材再加上一
头金黄色的短发，让她看起来随和
中又不乏个性。害羞的她话不多，脸
上总是挂着亲切的笑容，日常的汉语交流
根本难不倒她。

19 岁的李蓓蓓虽然是第一次来中国，但学习汉语已经
有两年时间了。开始学习中文的原因很简单，就两个字
——“热爱”。她兴奋地告诉笔者：“中文实在是太美了，其
他语言只有升、降两个音调，而中文却有 4 个！说起话来就
像是在唱歌，这么迷人的语言怎么能不让人动心呢？”

说到中国的电视剧和明星，李蓓蓓更是满脸的享受。
看得出，她是一个中国电视剧的“铁杆粉丝”，很多连笔者
都叫不上名字的明星，她都能一一道来。

“现在，中国元素在德国已经随处可见，到处可以听到
人们在谈论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工作机会
……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让孩子从小学习中文，讲中文也
变成了一件很酷的事情。”蓓蓓说。

6年6次来华的法国小伙儿

“从高一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
的那一刻，我就爱上了这个国
家，爱上了这里的人和物。”6 年
间6次来中国，他就是法国帅小伙

儿艾博。如今他的中文已经达到了
“炉火纯青”的地步，光听发音根本

想不到竟然出自一个外国人之口。
说起真正爱上中文，还是6年前艾博第一次来中国的时

候，老师教他们与旅游景点周围的小商贩讨价还价。一看
这群“老外”会讲中文，小贩们新奇不已，一窝蜂地全都
挤上去推销自己的产品，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用汉语交流
的乐趣：“中国人的友好与热情常常让人感动。”所以艾博
积极地参加学校组织的有关中国的各种交流活动，保持着
一年至少来中国一次的频率，这次他来到北京语言大学攻
读硕士学位，会停留一年以上。

不光学习汉语，这位法国小伙儿在饮食上也和中国人
逐渐靠拢，现在他对中国美食已经颇有研究，吃得比一些

“老北京”还讲究。卤煮火烧得吃“小肠陈”，涮羊肉得奔
“东来顺”，品北京烤鸭必得去“全聚德”，他还决心要学会
两个中国菜，有机会做给身在法国的女友吃。

今年的“十一”国庆期间，艾博特意买了一件印有
“I LOVE CHINA”字样的白色 T 恤衫，上面用不同颜色
的彩笔写满了祝福。“我爱中国”、“生日快乐”几个大字尤
为突出。“我还组织了我的好朋友们一起去天安门看升旗，
去逛后海和南锣鼓巷，去八达岭爬长城……一边旅游，一边
在交流中提高我们的汉语水平。”他充满期待地说。

谈起今后的打算，艾博表示毕业后想继续留在中国工
作和生活。“在我看来，汉语除了带给我乐趣，它还是一项
新的、有竞争力的技能，让我在一些场合受到青睐并获得
机会。”

现在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美国语言学家詹姆斯
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中国的强盛让中文获得了更
大的发展潜力，不仅如此，中国的古老历史和灿烂文化
显示出了超强的活力，从而吸引着众多外国学者和爱好
者的目光。毋庸置疑，学习中文能够更好、更方便地了
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社会，从而进一步研究
和学习中国文化。”

安德烈、李蓓蓓、艾博是众多汉语学习者中的几
个，事实上，学习中文已经在不少外国人眼中成为时
尚，早已不局限于中国研究和中外贸易领域的人群中，
就连好莱坞电影和外国大品牌的时尚广告片里也不时出
现中文对白，不少老外会在家中挂上几幅中国书法以显
示自己的文化品位。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正在追赶学习
中文的时尚步伐。

33个外国人的个外国人的

““学中文故事学中文故事””
叶晓楠 刘博瑶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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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到西班牙，从上海到马德里，
我 22 岁踏上讲坛，而今已白发苍苍，在教
育岗位上度过了 35 年。在国外办学十分
艰辛，但看到这些孩子的成长，我从不后
悔自己的选择。

我们的中文学校开办有15年了，虽然
是所周末学校，但以汉语水平高级考试做标
准，已经走出了三届初中毕业生。这些学生
都非常优秀，6至8岁入学，16到20岁离校，
他们与学校和老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
些毕业生进入大学、参加工作后还会回来看
望老师，送弟妹甚至自己的子女入学；会应
邀或者主动请缨走上讲坛，总结自己的成长
历程，向学弟学妹们讲授心得：还有的回中
国参加培训，决心当一名汉语教师。

高保罗，在中文学校期间曾担任中国
文化宣传活动的主持人，跟随夏令营参观
上海世博会，2011 年初中毕业，目前是马
德里大学口腔学院三年级的学生。听说
今年中文学校的暑期班有健康常识课，他
主动提出要来学校上一堂关于牙齿保健
的课程。 开课之前，高保罗做了充分的
准备，讲解中运用了牙齿模具、牙刷和大
量图片，绘声绘色地讲解了刷牙的重要
性，纠正了很多小同学不正确的刷牙方
法，同时还普及了一些牙齿受伤的急救知
识，受到小学弟和小学妹们的欢迎。

郑冰，以第一名成绩从中文学校西语

辅 导
班毕业后，
以高分就读马德里
理工大学工程系。2009年，在中文学校为
应届中学生做入学辅导时，他登上讲坛，
以自己13岁来西班牙的插班生经历，告诉
学弟学妹如何学习西语。他对如何跟上
高中进度，如何适应西班牙的大学学习生
活也有很多切身体会，使不少情况与他相
似的学生深受启发。

陈君欧，本校的优秀学生，曾是街舞

队的领舞，目前
留学美国。前年，他

回西班牙探亲，休假期间来中
文学校看望老师和同学，并应邀与高年级
学生座谈。陈君欧在西班牙长大，来中文
学校时中文都讲不流利，开始时他对学中
文很抵触，后来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寻根
之旅”夏令营，对于中国文化有了一个全
新的认识。为了加快掌握汉语，他分别在
周六和周日到学校不同的教学点学习。
在留学美国的实践中，他深刻体会到中文

给予自己的机遇。同龄人
讲给同龄人，效果就是不
同，连一些家长听了也很受
启发。

夏文康，在我们中文学校
特别有名，学习期间获得过众
多的海外比赛大奖，可他又是一
个非常内向的孩子，不大合群。
进入马德里理工大学以后，他看到
了自己的不足，在老师和父母的鼓
励下，开始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今
年夏天，他在北京联系了一个汉语教
师培训课程，听到我正好也带夏令营
在北京，学习结束后他又参加了我们
的团队。看到他落落大方地在夏令营
闭幕式上，面对一群认识不久的各国营
员，朗读自己撰写的“甲午战争 120 年
祭”，我内心十分宽慰。我相信他以后也
一定能胜任汉语教师一职，接我们的班。

教师最大的欣慰就是看到自己的学
生在各自的领域中能够有所成就。像上
面讲的这样，毕业不忘母校，用个人的专
业为母校尽一份心意的学生，从华商中文
学校走出去的还有很多。感谢他们对母
校的深情厚谊，同时也祝愿他们前程似
锦！ （寄自西班牙）

（本文作者系西班牙华商中文学校和
西华联中文学校校长）

前一段在多伦多中国总领馆举行的“中国熊猫杯”学生中文征文比
赛中，我的学生张蕙坤获得了少年组唯一的一个特等奖。我作为她的
指导教师，也“生贵师荣”，获得了指导教师奖，并被邀请代表获奖
教师在颁奖典礼上致词。

我始终热爱教师这个职业，虽不是中文或师范科班出身，但有
朋友们的肯定和鼓励，到多伦多教育局去申请面试当上了中文教
师。知道自己“先天不足”，所以每次上课都不敢掉以轻心。在
国外教中文最大的挑战是学生，他们绝大部分是被爸爸妈妈
“逼”着来学中文的，真正自己有兴趣学中文的孩子凤毛麟角。

所以，教什么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怎么教才是大问题。如何
激发学生的兴趣，使他们觉得中文课很有意思，上完一堂还想
再上一堂，今年学期结束了，明年还想接着来学，那可是要动
一番心思，绞一番脑汁的。

寓教于乐说起来容易，但也得找到合适的游戏。所谓
“合适”，就是既要适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又要考虑他们的

中文水平。没有合适的，就得自己设计。有时，我为了
设计一个好游戏或想出一个好点子，可以到废寝忘食、
茶饭不思的地步。即使想出一个好点子，还需要制作相

应的教具，像画画、写横幅和字卡都是少不了的。好
在天道酬勤，我设计的这些游戏很受学生和家长的肯定
和喜欢。

这些年来，自己最有成就感的就是鼓励学生写作
文。每学年都有多篇学生的作文发表到人民日报海外版

《学中文》专版或本地中文报刊杂志上，参加征文比赛的
学生也多有斩获，得奖者多则十几个，少的也有三五个。
我的学生大部分是五到八年级，从造句入手，到写三五句话
的流水账，再到写豆腐块小短文，最后投稿到中文报刊被选
用，参加作文比赛而获奖，这一路走来，我作为老师，催促、指

导、修改所花费的时间和心血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那份耐心
和坚持。因为人总是有惰性的，学生永远有各种各样的借口来

拖延和耍赖，你必须持续不断地去催、去逼、去哄。
多伦多当地中文报社的记者在颁奖典礼开始前采访我，让

我谈谈获奖感言，我说：“此时此刻，非‘幸福’两个字不足以
形容我的心情。因为，不是所有的播种都能有收获，不是一切的

付出必定会得到回报。而我，播种了，付出了，同时也收获了学生
的 成 绩 ， 得 到 了 学 生 进 步 的 回 报 ， 因 此 ， 我 是 幸 福 的 。”

（寄自加拿大）
（本文作者系加拿大多伦多教育局和约克区教育局的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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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俄罗斯留学生艾达正在练
字。 田 静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俄罗斯留学生艾达正在练
字。 田 静摄

智利天主教大学孔子学院学员在展示自己的中
国书法作品。

智利天主教大学孔子学院学员在展示自己的中
国书法作品。

智利圣托马斯大学孔子学院学员在舞狮表演间
隙。 （本组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刘 菲摄）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孔子学院的
年轻学员。

日前，卢旺达2014—2015学年赴华留学生欢送仪式 （见左图） 在基
加利举行。卢旺达主流媒体《新时代》报记者肯尼思曾在中国传媒大学
攻读硕士学位，他与大家分享了在中国的生活和学习经历。他把中国
比作“门”，希望赴华留学生们珍惜这次机会，努力拼搏，改变命运。即
将前往华中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菲里克思说，我的家人对我能
够获得奖学金赴中国学习而感到激动，我对留学生活充满期待。

据悉，本次赴华留学生获得的奖学金包括孔子学院奖学金、
卢政府奖学金、中国政府奖学金等。他们即将分赴北京交通大
学、中山大学等20多所大学攻读学士或硕士学位。在赴华留学
前，他们在卢旺达大学教育学院孔子学院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
汉语培训。这次培训，不仅让他们掌握了汉语初级交流能
力，也让他们对中国文化和风土人情有了一定的认识，帮
助他们为留学做好准备。 （桂丹 何小丽 程涛）

“我要去中国留学”

夸夸我的学生们
黄 英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与其文化传播
能力是正相关的关系，因为文化传播离
不开高成本的经济投入、科技支持和
高素质人才参与。新中国成立65周年
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
国年均经济发展速度稳居全球之
冠，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这一切为中国文化的
国际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5 年前，只有北京语言大
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 4 所高
校开设对外汉语专业，现在，
全国开设对外汉语专业的高
校达285所。

改革开放前，来华学习
汉语者屈指可数；去年，来
华留学生人数突破 29 万
人。

继 2004 年第一所孔
子学院成立至今，中国已
在世界五大洲的 123 个
国家建立了 465 所孔子
学院和 713个孔子课堂，
仅今年就有 100 万人注
册成为孔子学院/课堂
学员，10 年间累计注册
人数超过300万人。

以前，外国汉语学习者主要集中在中国问题
研究领域和中外经贸领域；现在，越来越多的普通
外国民众走进学中文行列，越来越多的外国青少
年和儿童坐进了中文教室。

以前，外国汉语学习者大多单纯学习中文；现
在，外国民众希望全方位了解中国，一批特色孔院
应运而生：伦敦中医孔子学院、英国金史密斯舞蹈
与表演孔子学院、挪威卑尔根体育孔子学院、希腊雅
典商务孔子学院、丹麦皇家音乐孔子学院、美国纽约
州立宾汉顿大学戏曲孔子学院、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
学旅游孔子学院……对于绝大多数外国人来说，学习
中文只是手段，了解中国、走近中国才是目的。

在外国汉语学习者人数持续增加的同时，中国出
国留学人数也在不断增加，2013 年出国留学总人数达
41.39万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留学的同时，肩负起向外
国民众介绍中华文化、教授汉语的责任，可以说，每一个
中国留学生都代表着中国形象，都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
这种不断扩大的中外双向交流趋势，也推动着全球“汉语
热”的持续升温。

在新中国65周年华诞到来之际，追寻汉语
走向世界的步伐，历数汉语国际推广的成绩，
不禁为祖国的发展和强盛而自豪，为汉语的
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而骄傲。

这一切充分说明，中国兴，汉语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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