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2016年10月1日 星期六学中文
责编：刘 菲 邮箱：haiwaibanliu@163.com

点 点

滴 滴

9月 23日，第三届孔子学院总部“开放日”在京
举行，本届开放日主题为“多元文化在丝路”。“一带
一路”建设着眼于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与孔子学院

“亲、诚、惠、容”的办学理念一脉相承，不仅拓展和
深化了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合作与友谊，也提升了中国
制造、中国创造、中国规划的能力和信誉。2016年是

“一带一路”建设全面实施之年。目前，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中已经建立了100多所孔子学院和100多
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对“一带一路”的建设实施起到
了独到的促进作用。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通道

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传播中华文化，为的是使其
他国家民众更多地了解中国。一方面消除其他国家对
中国、对“一带一路”概念的误解，另一方面，增进

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提升中国形象。
保加利亚大特尔诺沃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伊丝

克拉说，孔子学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作用是“先
导性”的，没有孔子学院之前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和普
及，“一带一路”的推进将会遇到更多困难。她举例
说：“虽然保加利亚是世界上第二个与中国建交的国
家，但是若退回到10年前，保加利亚民众对于中国的
了解还是非常少的，当时的保加利亚人普遍不了解中
国，对中国的态度也相对疏离。而如今，通过孔子学
院等交流渠道，越来越多的保加利亚人开始了解中
国，了解中国文化，学习中文，也更加愿意与中国合
作。”她还补充说，除了传播中华文化，孔子学院还培
养出很多会说汉语的人才，在中国与丝路沿线各国的
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的交往中，他们将发挥很
大作用。

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古巴留学生马悠悠曾经在哈
瓦那大学孔子学院学习。她结合自己的切身体
会说，外国人在孔子学院里有机会接触和学到
很多中华文化内容，比如剪纸、书法、太极
等。她最喜欢的是中国汉字和中国书法。“刚
开始练习书法的时候，我需要用很长时间、花
很多精力才能写好一个汉字，所以觉得很难。
但是后来却从中体会到了乐趣，并且认为所花
的时间和精力是值得的，书法作业就是学习成
果，我从中体会到成就感。”马悠悠还补充
说，在孔子学院，她不仅学到了很多中国文
化，对中国的了解也增加了，这为她来中国留
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国文化迎进来的平台

“一带一路”是中国与丝路沿线各国在政
治、经济、文化方面建立利益共同体，是一个
相互吸纳和借鉴的过程。近年来，孔子学院不

仅注重向外传播中国文化，还注重对他国文化的了
解。这种双向了解，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良好
的合作基础和氛围。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王义桅
说，之前，孔子学院语言培训的对象主要是外国人，
旨在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中文；而最近，孔子学院推
出了旨在帮助中国人更好地学习其他国家语言的培训
项目。“孔子学院作为各个国家语言沟通的桥梁，不再
单方面地输出中文，而是更加注重促进双向学习和双
向沟通。可以说，这是孔子学院语言培训的一个重要
转型和贡献。”除了语言的双向学习，王义桅补充说，
以前，大家只知道“美国梦”，“中国梦”被提出之
后，很多国家意识到：原来还可以建设自己的梦想。
所谓“中国梦”就是开辟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而不同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梦想。“一带一路”建
设正是对接“中国梦”与其他国家梦想的一个有效的
桥梁，实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双向沟通。

德国波恩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廉亚明是研究中
国元明两代与中亚、西亚的交流方面的专家。他认
为，中国与丝路沿线各国在历史上有着非常紧密的联
系，从汉代开始，就已经有中国与西域密切交往的文
字记载；而到了唐代，中国与中亚、西亚的交往又进
入一个高峰时期。孔子学院通过增进中外之间的了
解，包括主动去了解他国文化和积极传播中国文化，
将历史上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的这种密切关系继承和
延续下来。

目前，孔子学院正在“双向助力”：一方面，通过
主动传播中国文化，增进中国与丝路沿线各国彼此间
的了解，让中华文化“走出去”，帮助外国民众了解

“一带一路”构想；另一方面，通过培养会说他国语
言、了解他国国情的中国人，对他国文化采取学习、
包容、理解的态度，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助力

“一带一路”的实施建设，既是孔子学院发挥独到作用
的平台，也是孔子学院的历史使命。

孔子学院在“一带一路”上
罗兰烁

今天是十一国庆节，是
新中国 67 岁生日。在这个举
国欢庆的日子里，广大海外
侨胞也和国内同胞一样，为
祖国的生日庆祝。

毋庸赘述，中国有着悠
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为
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许多贡
献。中华文化是祖先留给我
们 每 一 个 中 国 人 的 宝 贵 财
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力量
源泉。在海外中文课堂上、
在各种中外交流场合，介绍
这些当然是十分必要的。

不少第一次来中国的外
国人，看到真实的中国社会
现状后，感到无比惊讶。惊
讶 于 中 国 城 市 建 设 的 先
进 ， 惊 讶 于 中 国 人 的 生 活
水平，惊讶于中国的国际化
程度……可见，要让学生，
尤其是外国学生全面了解中
国，光介绍中国历史是远远
不够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
的成就举世瞩目，也得到了
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特别
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中国社会飞速发展，
不但缩小着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在一些领域
创造出世界领先的佳绩。当代中国朝气蓬勃，
欣欣向荣。截至今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10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超过全球平均水
平3.1个百分点。中国年轻人上班、学习、普遍
使用手机、上网浏览新闻、参与网上社交朋友
圈互动、网购等，生活方式和外国的同龄人没
什么不同。所以，不能一提中国就只是古代文
明，把当代中国社会现状、当代中国
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介绍给外国
人，可以使他们将古老的中国和现代

的中国叠加，得出一
个对于中国的全面的
认识。而这，正是每
一个对外汉语教师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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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口昌辉来自日本大阪，说起汉
语来，别人根本听不出他是个外国
人。就读于神户外国语大学中文专业
的他，中文并不是他当年高考的第一
志愿，他也不想学中文。但刚上大
学，他就被镇住了，日本老师的汉语
语法和发音特别漂亮，特别像播音
员，由此改变了想法，一学就是4年
多。在大学期间，春口申请到孔子学
院奖学金，在天津中医药大学学习了
半年，还自费去上海学习。现在已经
大四的他将今年来之不易的汉语桥比
赛机会当做步入社会前唯一证明自己
的机会。

春口念念不忘、印象深刻的是中
国的人情味儿。去年他到上海复旦大
学留学，初来乍到，去食堂打饭时根
本不知道要用卡，手里拿着现金傻眼
了。这时一只拿着卡的手伸过来帮他
刷卡。“我当时都愣了，直接问对方

‘几个意思？’那个中国人真的特别热
情，她在帮了我之后才发现我是个外
国人。日本人不会这样做，不会在和
陌生人第一次见面时就给予帮助。巧
的是她刚好在学习日中关系文化，我
们就成为了朋友和学习对子。”春口
如是说。这种热心帮忙的事情还有很
多。一次，春口洗澡时拆摘眼镜，糊
里糊涂地放在鞋子里，洗完澡出来忘
了，一脚踩上去，眼镜碎了。他的中
国伙伴在第一时间帮他找到备用眼
镜，又立即带他去配新眼镜。

春口中文优异，还没毕业就已经
被一家日本知名贸易公司录用，先在
日本实习3-5年，以适应和了解日本
的经营模式，然后他想在中国的分公
司继续工作。漂亮的汉语水平考试6
级 （HSK6级） 考试成绩成为他进入
这家公司的“敲门砖”。在这家公司
里，懂中文的人特别少，工作中又很
需要中文，春口优异的中文让他在找
工作的路上顺风顺水。“其实我家里
的人很闭塞，他们都没有出过国，更
没有来过中国。从汉语零基础到即将
从中文系毕业，我也算是给家里开了
一扇对世界开放的窗吧！”春口笑着
说。

因为会汉语 成了“香饽饽”
蔡 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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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家乡的好友瑞华给我传来“金平湖
真美”的微信，让我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
化。微信中提到金平湖这个名称的由来：当年
乾隆皇帝游江南，路经平湖，见这里水乡富
庶，菜花金黄，美不胜收，便赐名为金平湖，
从此闻名天下。平湖有美丽的九龙山以及东
湖，被称为“上海后花园”。我儿时在杭嘉湖平
原上的这块富庶土地——平湖度过，耳边常伴
着一支小曲：金平湖，平湖金，平湖有她金招
牌，块块招牌不虚传……抒发着家乡人对这片
土地的热爱。

在新中国成立的欢歌笑语声中，我们到了
上学年龄。在学校里，我们讲普通话；在家
里，仍旧说家乡话。乡音伴着我长大。

初中毕业那年，一群儿时的伙伴满怀信心
地计划着去县第一中学上高中。爸妈也赞同，
说：“好极了！上完高中，还得上大学，将来成
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不过，就在这个暑假，平
湖中学一位老师的家访却改变了我的人生道
路。老师动员我去读师范，说国家迫切需要一
大批面向农村的中学老师，计划用两年时间加
速学完 3 年高中课程，再用两年学完师专的课

程，然后马上到第一线去工作。
听说国家需要，家长全力支持。于是我和

几位同学一起走进了师范学校。时光流逝，我
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并以优秀成绩毕业。在

“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欢送声
中，我打起背包奔赴工作岗位。我的第一份工
作是在大运河边的一个公社中心学校当老师，
除了教小学生，还负责函授一批在职教师。工
作和学习中的点滴收获，让我对语言教学产生
了兴趣。

假期回家，每每听见久违的乡音，都倍感
亲切。几年后，我被调回到平湖，负责带一个
高年级班。最令我高兴的是，我中学时的数学
老师徐丽君也在这个学校任教。同自己的老师
一起工作，听着她那熟悉的乡音，觉得特别亲
切。

后来我离开家乡，去了其它城市，再后来
又旅居海外20余年。我仍然选择了教师这个职
业。

这些年回国时，看到家乡的种种变化，深
感欣慰。只是身在国外，离乡音太远了。现在
好了，受益于科技的发展，拉近了我和家乡的
距离。自从用上微信，家乡的同学、朋友仿佛
又回到我身边，乡音也近在耳畔。在北美的同
乡还建了一个平湖微信群。

我的家乡不仅风景美不胜收，而且人才辈
出。平湖编了历史名人录，排在首位的是弘一
法师李叔同，他是我国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
家、书法家和戏剧活动家。那首质朴、动人的
歌曲 《送别》 流传甚广，就是李叔同作的词，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
残，夕阳山外山……”令平湖人骄傲的还有原
子核物理学家钱绍钧、光学技术专家姜文汉、
矿床地质专家陈毓川……

最近我们北美平湖微信群中传来家乡的
“海外学子风采”，新一代平湖人的奋斗故事同
样让人感动。通讯如此方便，乡音萦绕耳旁，
我和家乡紧密地连在一起。 （寄自美国）

乡 音 萦 绕 在 耳 畔
王雅增

“柔软的毛笔，可以写出有力的
线条；一个个不同的汉字，都有优美
的结体；写字还是自已心情的记录。
真是太有趣了！”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今
年春季班书法课程结业后，学生布朗
尼特捧着自己的书法作业，发出这样
的感叹。20 多课时的汉字书法课程，
学习正确的毛笔执笔和用笔方法，练
习和理解汉字结构的平衡与和谐之
美，记住汉字笔划和笔顺，并把四字成
语和五言诗句的文字贯串于书写练习
中。好几位第一次用毛笔的大学生，

在课程结束时，已经把富有人文哲学
内涵的几个中国成语从手写注入到心
灵，开启了他们的思考与联想，如“饮
水思源”“和而不同”“天朗气清”。

字义的内美和字型的外美，形成
了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和独特的心手
配合、心性磨炼。女学生赛瑞开始爱
上了汉字书法练习，每一次带回的作
业书写量都比老师要求的还多，“汉
字书写让我学会耐心和静心，给了我
全新的心灵体验。”

（屠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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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作者旅居海外后第一次回乡时留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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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留学生在孔子学院总部中国文化体验馆内在华留学生在孔子学院总部中国文化体验馆内

“美是什么？”一天老师问我。
美，顾名思义为美丽。老师说它无处
不在，只要你用眼睛去观察、用心去
看，就能看到独特的美。我只知道地
球上有美丽的风景、美丽的姑娘，可
是用心怎么“看见”不一样的美呢？
我想了很久也没想出来。

我问爸爸：“爸爸，美到底是什
么？”他说：“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
题。世界上有两种美：有观赏的美和
有感受的美。观赏的美是能看见的，
感受的美只能用心感觉到。”我问妈
妈美是什么，妈妈笑着回答：“美是
让你快乐的感觉。”爸爸妈妈的回答
让我更加困惑了，美，如何感受呢？

找不到答案的我只能再去问老
师，老师笑着不说话，只让我去看一
段小电影。电影的开头，有一个孩子
跟他的朋友快乐地玩滑板，可他跌倒
了。附近有一个穿黄色衣服的建筑工
人正在工作，看到那个孩子自己没办
法爬起来，就把手里的工具放在地

上，把孩子扶起来，孩子则把放在地
上的工具捡起来递给工人。那个孩子
要走时，看见有一个老奶奶想要过马
路，手里拿满东西，那个孩子就把滑
板放在地上，帮那个老奶奶过马路，
过马路时还笑着跟老奶奶聊天。故事
就这样继续着：老奶奶给一个没有零
钱的姑娘凑了停车费，那个姑娘帮一
个穿西装的男生捡起掉在地上的钱
包，穿西装的男生帮另外一个男生从
车上往下搬行李……他们一个帮着一
个，到最后，一位服务生给了那个建
筑工人一杯水。

看完这个电影，我明白了，爱心
就像一个圆传递着，到最后，温暖了
别人，也温暖了自己。我想，如果世
界上每个人都互相帮忙，那我们的世
界会变成一个很美丽，很温暖的地
方。这就是我要找的美。

（寄自荷兰）
（本文获得第十七届世界华人学

生作文大赛一等奖）

我体会到美
陈明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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