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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会英语难走天下 懂得中文机会更多

从秀中文到用中文
本报记者 刘 峣

11岁时，我随同母亲参加了一个美国举办的夏令
营，萌生了出国留学的想法。在家人的支持和自己的
努力下，去年我只身来到英国，开始了留学生涯。

小小年纪只身海外求学，朋友们都觉得我很了不
起，我也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觉得自己
的“了不起”并不是因为表面光鲜的留学生活，而是因为
经历了太多的无奈与不甘，使一度变得孤僻与沉默的
我，经历一年多的历练，终于淬炼成了一个“女汉子”。

你跃跃欲试、信心满满地走出机场航站楼的那一
刻，便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外国人”。无论你如何
努力地去融入英国社会，当英国人为了让你听懂而放
慢语速、简化用词，并努力寻找共同话题陪你聊天
时，一种自卑感便会油然而生。这个时候，“外国人”
这个名字便一遍一遍地提醒着你“这里不是家”。文化
差异和语言障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要幻想平等，
只有自己努力、再努力。

2013年春节，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想家”。因为
吃不到饺子，便一口气吃了一大袋橘子和7包薯片，橘子
和薯片并没有减少我对饺子的思念，而是把我送进了学校
保健室。本该合家欢乐团圆的除夕夜，我却一个人在寂静
的保健室一边吐、一边看春晚录像。那一晚，我惊奇地发
现，自己的柔弱和幼稚悄然褪去，脱胎换骨地成为一个坚
强的“女汉子”，甚至坚强到不愿受到别人的照顾。

远离了父母，才体会恋家的感觉，才明白漂泊的苦
楚，才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以前最讨厌妈妈的管
束和唠叨，现在也变得亲切起来。还是那句话，自己选
定的路，就要坚定地走下去！时间总是以一种最残酷的
方式强迫你接受这一切、习惯这一切。留学经历使我变
得坚强，独立生活加速了我的成长！ （寄自英国）

变身“女汉子”
程美希（14岁）

程美希和宿舍负责老师
Mrs Cole合影。

程美希和宿舍负责老师
Mrs Cole合影。

在“汉语桥”比赛中，大卫展现了极其强劲的实力，
对汉字的准确把握和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广泛涉猎令其
他选手难以望其项背。大卫在“汉语桥”比赛上的精彩表
现令人印象深刻，而比赛中的强劲实力来源于他对汉字的
喜爱以及对中国文化孜孜以求的态度。

儿时的大卫在自己的玩具上第一次接触到汉字，他觉
得方方正正的汉字很美，每一个字都有一个故事。机缘巧
合，懂一点中医的外公让年幼的大卫认识了更多的中国汉
字。高中时，大卫开始自学汉语，他从网上购买了汉语教
材《实用汉语教科书》。他每天背拼音、练发声，对汉语到
了痴迷的地步。他说，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字是“甦”

（sū，同“苏”），他觉得将“更”和“生”组合在一起构
成“甦”的意义，形象生动、富有内涵。大卫说“中国文
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能了解它、熟悉它、掌握它，让
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并且非常自豪骄傲。”

2011年，大卫来到北京、天津等地旅行，在中国的土
地上，他感受到了中国独特的风土人情，对中国文化也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使得他坚定了来中国学习的信念。为
了更好地学习汉语，大卫从一所俄罗斯大学中文系退学，
来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日双语专业。大卫在北语的留学
生活可谓如鱼得水，他疯狂地汲取所有和汉语、中国文化
有关的知识，汉语水平也突飞猛进，超出了同届的留学生
一大截。于是他主动申请转入汉语言文学专业，要和中国
学生比比汉语。

大卫平时喜欢绘画、钢琴和书法，喜欢喝中国茶、吃中
国菜，与身边的同学们相处得也很好。去年9月北京语言大

学招新生时曝出一组北语学生会成员的照片，帅气的大卫一
下就在社交网站上走红了。短短的几天内，他的照片被转发
几十万次，被网友们称为“最帅学生会副主席”。然而大卫自
己对于外貌带来的一些虚名从来不放在心上。大卫
说，自己更加注重一个人的内涵，真才实学。他
坦言，被网友们称为“最帅学生会副主席”对
于学习生活有过一些困扰，因为受到的关注越
多，大家的期望越高，压力也会更大，由此便
丧失一些自由。但压力同时也给了他更多的
机会锻炼自我，让他给自己定更高的要求，
不断挑战自我。

大卫学好汉语的经验是不断地与人交
流，多参加课外活动，反复听录音纠正
发音。大卫在北语学生国际交流协会担
任会长，在举办的各种活动中接触到很
多中国朋友；大卫参加“汉语桥”辩论
赛，在比赛中了解到很多新知识：对大卫而言，
哪里都是课堂。大卫曾经住的地方楼下有一家理
发店，每天路过时都会听到店里播放的 《伤不
起》。几个月后，尽管从来没有刻意去记过歌
词，大卫却意外地能将这首歌唱出来。这让他
领悟到学习语言可以在潜移默化之中完成。

大卫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汉学家，把美丽
的中国、博大精深的汉语介绍给俄罗斯的朋
友。希望这位来自俄罗斯的小伙子可以实现
属于他的“中国梦”。

一身儒雅文静的气息，一张帅气俊朗的面孔，再加上一口字正腔圆的汉
语，这就是日前获得2014“汉语桥”全球外国人汉语大会冠军、来自俄罗斯的
大卫给人留下的印象。

“起初，我还担心自己在中国找不到
合适的实习呢，是学校的国际校友会强
大的校友网络资源帮了我。” 金泰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韩国留学生，假
期里找到了一份专业十分对口的实习。
今年暑假，几十名像金泰沅一样的留学
生通过对外经贸大学国际校友会的资
源，找到了不同类型的暑期实习。

探索留学生管理新模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校友会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发展迅速，在韩国、日本、越南、
印尼、泰国、哈萨克斯坦6个国家建立了分会之后，又相
继成立了美国、法国、缅甸分会。

对外经贸大学 50 年代首批留学生、波兰前驻华大
使、现任波中友好协会会长兼波兰总统顾问的齐奂武

（兹·古拉尔赤克） 博士是国际校友会的积极倡导者。他
说：“我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老校友，看到母校培养了
这么多优秀留学生分布在世界各地，心情很激动。母校
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应该有个平台把大家联系在一
起。”现任国际校友会秘书长、来自美国的留学生路易
说，这种组织架构将校友会的权利更多地下放给在校留
学生，一方面极大地调动了在校留学生的参与热情，另
一方面“本国对接”的方式为联络国外校友提供了便
利。在历届留学生校友的努力下，目前，该校友会已得
到近千名国际校友的关注。

做留学生的好帮手

国际校友会的功能丰富，在促进留学生校友之间、
留学生校友与中国校友之间的交流发挥出独到的作用。

“联谊活动让我更加了解中国，了解贵州，这里有很多优
秀的文化和产品，需要我把它们介绍给我的国家，介绍
给世界。”这是在一次与贵州校友的联谊活动上，日本校
友山口秋男 （现为研一学生） 的感受。目前，国际校友
会已经与广州、厦门、上海、安徽等对外经贸大学校友
会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

国际校友会还承担起留学生好帮手的责任。2013年
开始，国际校友会为表现优异、因家庭经济条件限制而无法深造的留学生申
请奖学金，解决了他们在华学习的后顾之忧。另外，邀请往届校友返校，现
身说法，为在校留学生传授经验、开设就业指导讲座。由于讲者和听者有着
相似经历，很有借鉴意义，所以深受在校留学生的欢迎。为帮助留学生就
业，国际校友会先后联系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海外部、海尔集团、中石
化集团、中国医药集团、天津钢管集团等单位来学校进行留学生专场招聘，
促成了多名留学生毕业后前往这些企业工作。

随着中外交往的深度和广度的加大，来华留学生人数也将持续增加。这
些来华留学生大多对中国怀有一种友好和亲切的情感，这是一笔珍贵的财
富。珍惜这笔财富，用好这笔财富，是当前留学生工作的新课题。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的国际校友会运作模式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从1990年第一次到中国教书至今，已经24
个年头了，在中国呆了也超过18年。”黛娜来中
国的第一站是中国人民大学。参加教师交换项
目的黛娜来到中国教英语，由此开启了她20多年
的外教生涯。

黛娜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读的是英语
专业。在来中国之前，她只请家教上了8堂简单
的汉语培训课，学会了“您好”、“再见”、“谢
谢”等几个简单用语。

刚来到中国时，由于汉语说不好，黛娜闹出
了不少笑话。“来中国两年后我才能发出‘厕
所’这个词，找公共厕所的时候，老是发成‘仄
所’或‘色所’，中国人听不懂，我憋到受不
了。”

上世纪90年代，北京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外
国人，大家对外国人比较好奇，加之黛娜高高的
个子，一头卷曲的金发，高高的鼻梁十分显眼，
走在大街上经常有人跟在后面，想多看看这张外

国面孔。
有一次，有两个人跟在后面，边走边悄悄地

说：“她有多高啊？有两米吗？”没想到，黛娜听
见了，回头用汉语说道：“一米八六！”那两人闻
听大惊失色。要知道，那时候外国人少见，说中
文的外国人更罕见。

黛娜在大学教英语的同时，一直努力地学习
中文。“在人大的时候，我每周有3小时进行汉语
培训，之后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每天在汉语
培训中心学习 4 小时的汉语。”黛娜学习特别主
动，老师在课上写字用连笔，她看不懂，就直接
对老师说：“老师，您能不能一笔一笔地写？我
看不懂。”

2000年，黛娜又去贵州工业大学执教，为了
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汉语水平，教学期间她接受了
一对一的汉语培训。2002年回到北京，黛娜进入
一家慈善机构工作，2005年重新回到课堂，在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教书，2011年转到北京语言大学

培训部工作至今。
如今，黛娜已经能用中文和中国人无障碍地

交流。“声调、多音字和形声字对我们外国汉语
学习者来说比较难。”在和中国朋友交流时，黛
娜会在中英文之间自如地转换。她也会通过与中
国朋友交流的机会丰富自己的汉语词汇量。“中
文是很难的语言，你得用你的一生来学习。”谈
到学习中文，她有感而发。

黛娜性格开朗，外向而幽默。“学习中文让
我交到更多的中国朋友，让我与当地人的情谊加
深。”她经常爱用中英文之间的差异开玩笑，朋
友说“慢走”的时候，她会故意夸张地走得很
慢，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谈到来中国近20年的点点滴滴，黛娜饶有兴
趣地不断回想着，述说着。

她说，自己开始并没有想到会坚持在中国教
书20多年，“但是来到这里以后，我很快就爱上
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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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校友会组织在校留学生参观吉利集团。
图片由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学院提供

黛娜的

外教生涯
张永路

他不只是

“最帅学生会副主席”

“我的中文很糟糕，但是我今天试试用中文。”近
日，在与清华大学师生的交流中，社交网站脸谱

（Facebook） 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 （见右上图） 祭出了
“大招”——这位美国最年轻的亿万富翁全程用中文回
答问题，不仅谈到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还津津乐道
于华裔妻子和偶像霍元甲。

作为全球互联网行业领军人物，扎克伯格的一举
一动引人关注。“根本停不下来”的中文不仅赢得了在
场听众的欢呼和掌声，也抢得了一干外媒的“头条”。

扎 克 伯 格 的 中 文 到 底 说 得 怎 么
样？美国 《华盛顿邮报》 甚至邀
请了耶鲁大学等高校的中文教师
给 扎 克 伯 格 的 “ 口 语 考 试 ” 打
分，不少学过中文或正在学习中
文的外国网友也纷纷跟帖，分享
和吐槽自己的经历。

“作为一个中文说得还算挺溜
的‘老外’，我确实受到了扎克伯格

的鼓舞。在中国的外企，懂
中文是非常重要的，会有很

多意想不到的大
门为你敞开。”和
扎克伯格同岁的
美国小伙周易写
道，自称“中国制
造”的他是中央
美术学院雕塑系
毕业的首个海外
学生。

用中文成为“必需品”

“扎克伯格不是单纯地秀几句中文，而是直接用中
文来对话，示范作用很强。”北京语言大学郭风岚教授
告诉本报记者，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意识到，要了解中
国、跟中国人打交道，就要学习中文。

英国 《每日电讯报》 驻华记者摩尔在 《扎克伯格
的普通话究竟有多好》一文中写道：“傲慢的外国人踏
入中国几十年，也不愿费心学汉语。而今，学汉语是
对中国的尊重，值得一试。”有网友评论称：“学汉语
如此重要，因为这个时代与中国紧密相关。”

曾几何时，企业大亨和政治家说出几句简单的中
文便能赢得好感和赞许。但随着中国的经济、文化在
全球化的进程中日益显现出不俗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临阵磨枪”的中文秀吸引力大不如前，懂中文、用中
文正在成为寻路中国的“必需品”。

讲得一口流利中文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非常
认同扎克伯格的表现，在署名“老陆”的微博上，他
写到：“更多的西方人应该向马克学习，来学中文，来
了解中国，因为中国的未来是我们共同的未来。”

郭风岚说：“如今，只会英语并不能走遍天下，而
懂得中文才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尤其对扎克伯格这样
的青年企业家而言，通过文化的铺垫进入中国市场，
拉近与中国用户的距离，或许会成为未来的趋势。

构建中文话语体系

语言除了作为交际工具外，还是情感上的桥梁，

尤其是对于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意义非凡。毫无疑
问，从秀中文到用中文的过程中，孔子学院的作用举
足轻重。

“孔子学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今年9月，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信贺全球孔子学院建立 10周年。截
至 9月，全球 123个国家和地区已建立 465所孔子学院
和71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

2009 年，郭风岚作为乔治梅森大学孔子学院的中
方院长赴美工作，对于孔子学院的意义深有感触。

“当时，很多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理解还停留在过
去，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人还在扎辫子。通过孔子学院，
他们看到了真实的中国人。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他们
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也在慢慢改变。”郭风岚说。

孔子学院走出去的同时，更多的美国留学生也在进
入中国。同在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启动促进中美交
流的“十万强计划”。截至今年7月，已有超过10万名美
国留学生来华研究学习，成为这一计划的受益者。

更重要的是，从秀中文到用中文，体现的是中文
话语体系、中国价值观念的影响力。

电影《中国合伙人》中有一句台词：“口语的核心
不是表达，而是思维逻辑，你了解美国人在想些什
么，所以你说的就和美国人一样。”全球化伴随着因文
化、制度等原因引发的误解和冲突，郭风岚认为，中
文的普及可以对矛盾的化解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海外，有很多人不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因
此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这样或那样表达。通过汉语的
学习，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待中国，切身地感受到文化
的不同，对于中国的认识就会更进一步，这是一个春
风化雨的过程。”郭风岚说。

俄罗斯小伙儿有个“中国梦”

成为汉学家 传播汉文化
黄章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