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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希腊中华
传统文化社在雅典举
办“古筝，来自中国
的声音”讲习会，
向希腊中华传统文化
爱好者介绍古筝这一
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国
传统乐器。

活动当天，主讲
人悦临女士通过讲解
古诗中关于古筝的典
故，向现场观众介绍
了古筝的结构、历史
与现代发展，并延伸
到它所传承的中华传
统文化精髓。

悦临在现场演示
了丰富多样的演奏技
法，并先后与洞箫合
奏 《梅花三弄》，与
小提琴协奏《渔舟唱
晚》，并独奏了 《春
江花月夜》、《雪山春
晓》等曲目。当她用

古筝弹奏出一首希腊民歌的韵律时，更是引起了全场观众的共鸣。
随后，众多到场的希腊音乐爱好者近距离接触了来自中国的富有民

族特色的古乐器。很多希腊观众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古筝音乐，
非常有意义。不少与会者更是“亲自上阵”，尝试弹拨古筝琴弦。

据悉，下一期“希腊中华传统文化讲习会”将于12月初举办，主题
为“中国国画”。 （摘自希腊《中希时报》）

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南部，西临
爱奥尼亚海，东濒爱琴海，西北、北
面和东北分别与阿尔巴尼亚、马其
顿、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接壤，国土面
积约 13 万平方公里，密布着数千个
岛屿。希腊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素
有“西方文明摇篮”之称。

从古希腊哲学三圣苏格拉底、柏
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现代船王奥纳
西斯等家族的传奇经历；从圣斗士星
矢漫画书，到希腊神话故事集；从湛
蓝明艳的爱琴海，到屹立千年的雅典
卫城；从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到奥林
匹克的故乡……这个“言必称之”的
希腊，孕育了平等自由的城邦精神，
是浪漫的爱情之地，是理性的哲学故
乡，也总能给人们古老而神秘的想象
空间。

希 腊 ， 是 一 个 “ 最 大 的 小 国
家”，它的面积小、人口少，但同时
它的影响力却巨大，新闻话题颇多。
在这样一个国家从事媒体工作，绝对
可以经常享受到在新闻第一线“冲锋
陷阵”的快感。

从 2008 年底开始，希腊政府的
财政问题越揭越多，很快就演变成一
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国家主权债
务危机。欧元区是否会解体，希腊一
度成为最关键的因素，全世界的目光

都聚集到了这个“风暴眼”。作为当
地唯一的华文报纸和第一中文门户网
站，《中希时报》 和“希中网”成了
尤其重要的中文信息源。在为希腊的
前途命运担心之余，报社的采编人员
都明白，这是见证历史的时刻，同时
也是令这个华文媒体吸聚更多目光的
机会。

新闻采集需要深入现场，特别是
全球关注的重大事件，更需要记者亲
自上阵进入第一线。虽然希腊是一个
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但面对长期财
政紧缩的痛苦和不公，一些希腊人失
去了耐性和理智，在 2009 年至 2012
年期间，雅典的示威游行时常以街头
暴力收场。在这种情况下，报社同仁
逐 渐 磨 练 成 经 验 老 到 的 “ 战 地 记
者”，懂得如何对防暴警察的行动

“察言观色”，知道如何避开催泪瓦斯
……从小在中国和平环境成长的我
们，面对一场又一场风声鹤唳的警民
对峙，从开始的惶恐和不知所措，到
后来的淡定和得心应手，这是一种

“时势造英雄”式的历练；除了提升
个人的业务素质外，更提升了《中希
时报》和“希中网”在业界的权威地
位。很多读者，甚至很多中国国内媒
体同行都认为，要了解希腊的第一手
资料和情况，问《中希时报》就是最

好的选择。
在海外办华文媒体，是一项“时

刻感觉着被需要”的工作。由于语言
的阻隔和陌生的环境，包括旅希华侨
在内的读者急需一个能够看得懂的信
息平台。他们很想知道，这个古老而
神秘的国度里每天都发生着什么，报
纸上说了些什么，电视上播出了什
么，市中心封锁道路、人们游行示威
究竟是为了什么，政府又推出了什么
新政策等等。同时，在地球另一边的
故乡，曾经熟悉的地方有了什么变
化，出现了什么新鲜事儿……一份中
文报纸，让大家的求知欲得到满足。

但另一方面，在希腊办中文报
纸 ， 又 是 一 件 吃 力 万 分 的 “ 苦 差
事”。报社成立初期，是一段“说起
来都是眼泪”的艰苦回忆，最初的创
办者一度兼起采访、写稿、美工、排
版、发报等工作，直至后来几位志同
道合的同事加入，才不至于再唱“独
角戏”。

希腊在世界影响力巨大，但同时
也无可否认，它只是一个小国，且移
民发展历史很短，生活在该国的华侨
数量远远低于其他老牌移民国家。区
区1万多名旅希华侨，令华文报纸的
生存土壤显得格外贫瘠。在纸媒被网
络新媒体步步紧逼的年代，怎样兼容
并济，如何支撑一个每天运作、每周
出报的媒体，是一个令人尴尬，也使
人沉思的问题。

经济上的不足，只能在质量上努
力补救。走过了 10 年的风雨艰辛
路，如今的 《中希时报》 和“希中
网”的名气越来越大。对于在希腊生
活的华侨华人，它是一面熟悉的方块
字旗帜；对于希腊人，它是成熟的中
国社区的一个标志；对于中国读者，
它是最“接地气”的信息资讯风向
标。虽然很多人认为报纸是一个亏本
的夕阳产业，但作为希腊唯一的华文
媒体，《中希时报》 有坚守的理由，
也有坚守的责任。

20 多年前的坦桑尼亚，中国人还是当地
人眼中的“稀有人种”；而今天，这群“稀有人
种”的语言早已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开花结
果，并真实地改变着越来越多坦桑尼亚人的
命运。

坦桑“汉语热”，“穿越”回中国

星期五下午 5 点钟，达累斯萨拉姆大学
（简称“达大”）一间大教室被围得水泄不通。
原来，教室里正在进行一堂汉语选修课，不算
学分，却场场爆满。

汉语老师陈静挥手跨步，在可容纳1000
多人的教室里来回穿梭，和学生们零距离交
流。而学生们则认真地做着笔记，费劲却努
力地模仿着发音。

这个画面，仅是坦桑尼亚“中文热”片段里
的小小一帧。若是走出校园，逛一逛人潮拥挤
的达累斯萨拉姆市（简称“达市”），你定会被当
地人活学活用中文的能力所折服。漫步在大
街上，亚洲面孔的你都会迎来问候语“你好”；
在热闹的契苏图菜市场，菜贩热情地捧起果
蔬，用中文向你介绍“黄瓜”、“茄子”、“西兰
花”；在腥味扑鼻的契吾科尼鱼市，小贩们更是
高声吆喝“石斑鱼”、“鹦鹉鱼”、“龙虾”、“一斤”、

“新鲜”等词汇；到银行的中国窗口开户，坦桑
尼亚职员会礼貌地询问：“请问要开哪种卡”；
就连楼下的保安，也会对过往的中国住户说声

“早上好”、“晚上好”，虽然有时说反了两句问
候而被住户“嘲笑”，但从未影响他们强烈的中
文“表达欲”，甚至偶尔还会调皮地说句“我爱
你”……这些视觉和听觉的强烈刺激，会让人
感觉“穿越了空间”，回到了中国。

汉语课堂热迎“报名大军”

在坦桑尼亚，有 5万中国人工作生活，而
汉语逐渐成为了当地人眼中的“香饽饽”。早
在 2013 年 4 月，达大孔子学院首任院长张笑
贞便开始了对汉语选修课课程大纲的申报，

所有审批程序需历时一年。今年4月，孔院选
修课终得批准，于是有了文章开头声势浩大
的教学场面。

根据达大规定，只有在中学接受过正规
汉语学习的学生才能在大学的汉语课程中获
得学分，但目前达大此类学生人数太少，所
以汉语选修课暂不纳入学分体系。尽管如
此，在今年下半年新学期报名阶段，申报汉
语选修课的学生就已经踏破了孔院老师办公
室的门槛。只有 300人的招收名额，迎来了
近千人的“报名大军”。

周五的大课结束后，误以为
笔者是孔院老师的达大学生帕斯
卡专门找过来，说自己本可以注
册上汉语课，但由于一些技术问
题，几经周折仍未能注册成功。
他恳求笔者让他能注册上这门
课，并反复提到自己对汉语的热
爱。笔者把情况反映给了陈静老
师，解决了帕斯卡的问题，他欢天
喜地说了无数个“感谢”。

达大孔院并不是坦桑尼亚
的第一所孔子学院。早在 2011
年 5 月和 2013 年 4 月，桑给巴
尔广播孔子课堂和多多马大学孔子学院便分
别落户在了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和多多马。达
大孔院“后来居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今年 9月，达大孔院对尼雷尔国际机场
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集中培训，师生间开出了

“友谊之花”。张笑贞曾收到一封学生杨过的
信，信中杨过用拼音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家
乡和职业，读起来很是温暖。

学习汉语，拥抱机遇

在采访中，所有的中文学习者几乎都提
到了“opportunity（机会） ”这个词。汉语，
在这些中文爱好者眼里，等同于无限的机会
和可能。

艾瑞克从2013年起就在达大孔院学习中
文。当初他在网上看到北京和香港的图片，
那些美丽的画面让他不能忘怀，“做梦都想
去看一看”，于是他萌生了学习中文的想
法。然而这一学就没有了“回头路”——他
深深地被汉语和中国文化所吸引。当初仅仅
是参观一个城市的简单想法，也发展为立志
到中国工作的宏伟蓝图。

艾瑞克曾去过中国驻坦大使馆，感觉那
里的布置别具匠心，“处处体现着中国文化

的元素”。“珍视自己文化的国家是值得学习
的，”艾瑞克说，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
庞大的身躯里必然蕴藏着数不尽的机会。

达大孔院每年都会选择一批通过 HSK
（汉语水平考试） 三级的学生，为其提供在
中国留学一年的奖学金，今年名额为 15人。
艾瑞克希望能通过自身努力取得奖学金，实
现自己的梦想。

俗话说，知识改变命运。一门外语带来
的诸多机会，何尝不在为莘莘学子架设更好
的人生轨迹。远在非洲大陆的坦桑尼亚，汉
语爱好者正在用坚实的脚步，书写一个又一
个“充满机遇”的精彩故事。

（摘自非洲《华侨周报》）

近日，中国汉语
水平考试（HSK）在雅
典法学院举行，大约
100 余名考生参加了
当天的各等级测试。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政
务参赞肖业文、希中
友协主席波塔米亚诺
斯等出席了本次考
试。肖业文在考试前
表示，中希两国同是
文明古国，拥有源远
流长的文化。希腊年轻人通过学习中文，加强了对中国的了解；在中希两国交
往越来越频繁的环境下，希腊的汉语人才搭起了沟通的桥梁，使两国人民更好
地交流，共同创建美好的未来。同时，他还对希中友协的汉语推广工作和考生
学习中文的热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祝考生不断进步，取得优异的成绩。

中国汉语水平考试是为测试母语非汉语者（包括外国人、华侨和中国
少数民族考生）的汉语水平而设立的国家级标准化考试。

（摘自希腊《中希时报》）

编者按：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文媒体。海外华媒以其独
特的视角，记录着华人生活的酸甜苦辣。近期，《华媒空间》推出“华媒故
事”系列文章，邀请海外华文媒体的编辑记者，或以轻松的文风述说平日采
编时的见闻感想，或以专业的定位解析华社的热点议题，或以独特的视角讲
述对华媒发展路径的思考。

本期推出希腊《中希时报》记者汪鹏、梁曼瑜的文章，用“第一线”的
眼睛，分享爱琴海畔华媒人最鲜活的新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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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典聆听古筝的声音
梁曼瑜 缪 斌

讲习会现场讲习会现场

希腊音乐爱好者亲自体验古筝希腊音乐爱好者亲自体验古筝

希腊考生参加汉语水平考试希腊考生参加汉语水平考试
贾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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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是日本乃至亚洲
最大的唐人街，是具有 140 年历
史的华人居住区。在横滨中华
街，仅中国餐馆就达 200 余家。
近日，横滨中华街举办了美食节
活动，多家店铺摆出摊位，推出
别出心裁的中国美食，请到场者
品尝。参加活动的华人以及日本
民众在感受中国特色美食的同
时，也进一步加深了友好交流。

据媒体报道，为扩大横滨中
华街的饮食魅力，横滨市中华街
于 11 月 9 日举办了“点心品评
会”活动，参与者品尝小笼包等
点心进行比较。大家既愉快地品
尝美食，又传达交流了中日友好
的想法。

品评会是横滨中华街自 2008
年开始举办的“美食节”的其中
一环，每年在这一时期举行。今
年有 12 家店铺摆出摊位，用柚
子、胡椒做调料制成的小笼包和
加入鲍鱼的烧麦等很多别出心裁

的点心排列在一起。美食节期
间，主办方将举行美食优惠券销
售和举办料理讲座等活动，民众
能够在各家店铺品尝到品评会上
展示的美食。

评 价 人 员 为 先 到 场 的 300
人。从当天早晨开始，就有很多
想要参加的民众排队。中午 11
时，店铺刚一开始售卖，排队的
民众就将展示的美食抢购一空。

从东京都内来拜访朋友的公
司职员吉田友香高兴地说：“能
一次品尝到这么多家店铺的味
道，真是难得。以后我访问中华
街选择店铺时，将以此作为参
考。”横滨市一名华人中学生与
日本朋友一起前来参加品评会。
他说：“以前没有去过中华街。
中日两国之间虽然存在很多问
题，但通过举办这样的活动，能
够加深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这种做法很好。”

横滨中华街发展会协同组合
的活动负责人平野均说：“这次
活动也是店铺之间互相切磋交

流、提高中华街整体活力
的一个机会。希望这种活
动能够成为进一步加深日
中民间交流的机会。”

（摘自日本新华侨报
网）

▲横滨中华街里的
关帝庙

▶日本横滨中华街
上到处洋溢着“中国元
素”，吸引着来自日本
国内外的众多游客。图
为春节期间街上的庆祝
活动。

华 媒 聚 焦 ●坦桑尼亚

学生热捧中文课 小贩汉语来吆喝

从达累斯萨拉姆“穿越回中国”
张满满

达大孔院院长张笑贞指导学生学习汉语达大孔院院长张笑贞指导学生学习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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