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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初，一个在伦敦小有名气的致力于
传播中华文化的机构邀请我加入他们的理事
会。和英国众多与中国相关的社团不同，这个
机构是由几个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英国
人通过十几年的合作建立的，而且至今他们的
会员依然主要是伦敦及周边的英国人。这个机
构找到我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困惑：明明关
心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但他们最近几年举办活
动反而人气大不如以前，会员人数逐年减少，
对年轻人也似乎无吸引力。该机构的几个创立
人已接近退休年龄，力不从心，后来他们听几
个人推荐说我热心公益事业，又做中国社会学
研究，就登门邀我加盟，帮助他们重振旗鼓。

参加了机构的几次活动，倒是引起了我的
社会学兴趣：他们的受众面主要是对中国感兴
趣却对中国了解很少的英国人，所以活动中参
与者经常会提出一些常识性的问题。我忽然意
识到：恰恰是这些天真而琐碎的提问才是接地
气的文化传播需要面对的吧！因此我加入了这
个机构，并担任起他们的活动总监。

我也很快发现了这个机构为何在“中国热”
持续的今天会面临会员逐年减少的问题：他们
对“传播文化”的定义还仅仅限于中国古典和传
统文化的展示，比如租中国茶室邀大家一起看
历史纪录片，周末集体参观完中国美术特展或
聆听了一位华裔上的二胡赏析课后，再去中餐
馆要一份糖醋里脊或者柠檬鸡……好像单纯这

样把英国人“曝光”于中华元素之中，就算“体
验”中国文化了，中华文明就得以“传播”了。这
种单纯的“曝光式”文化交流一两次感觉新奇，
时间久了难免会觉得没营养或“没用”，因为单
纯展现“中国是什么”对促进文化理解和接纳收
效未必高，偶尔还会有说教之嫌。

文化并不仅仅是“知识点”，文化是一个
群体传承下来的生存逻辑和相应而生的生活审
美，所以文化传播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中国是
什么”的阐述上，而应该立足于探讨“中国为
什么”。我提议开设名为“第一人称”的公开
讲座，针对某个中国的热点问题邀请在这方面
有切身工作或生活经验的人来谈谈那些看似陌
生的习俗和风尚是不是有一些单纯而朴素的社
会逻辑。

现在我已经离开了那个文化机构，不过我
的“传播观”依旧，而且我认为它不仅仅适用
于中国，也不仅仅适用于机构团体的活动中。
每年在我的社会学课程之初，我都会向学生点
明一个道理：当我们在茶余饭后对一个陌生国
度的新闻品头论足的时候——不论这个国家是
在哪里——我们常常会忽略在那个遥远的社会
里住着和我们一样有各种诉求的理性个体。如
果文化传播能超越简单的对“是什么”的陈
列，而附加上对“为什么”的探索上，则那些
异国的不可思议，可能会沉淀为根植于听众心
中的一份感同身受。 （寄自英国）

央视的《朗读者》是我每周都会看的节目。
其中一期节目中，“汉字叔叔”理查德朗读的《陋
室铭》让很多中国人感叹，一位外国人对于中国
文化了解的程度之深。理查德是美国人，为了研
究汉字倾其所有，用 10 年的时间学习汉语，用
20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汉字数据库。可见，中国
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在海外也同样有着非同一
般的感染力。

在我们学校也有这样一位老师，当我跟他
聊起中国时，他对于中国文化的熟知远远超出
我的想象。“提到中国，我可以想到的有很多。我
在大学毕业那年去了北京，游览天安门、长城，
感受到了非常令人惊叹的历史和建筑。”

但是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这种现象是个
别的。更多外国老师和同学对于中国的了解停
留在中餐的层面。也可能是因为洛杉矶的中餐
太多，大家可以准确地说出去哪条路可以吃到
最地道的中国食物，却缺乏对于中国历史文化
等层面的更多了解。

其实，在国外的校园里，大家对于中国的了
解大多来自于中国学生。无论是一起参与课堂
讨论、做作业，还是出去游玩，其实都是不同国
家的文化相互交流的过程。结合我自己的经历
以及与一些老师交流，我也意识到中国学生或
许可以做一些努力，从而为让世界了解中国发
挥作用。

首先，需要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所有的留
学生都是带着自身的文化因素进入到一个全新
的文化环境，再加上很容易就遇到来自世界各
地的学生，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文化沟通过程。
但是我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自身文化
的了解、认同和自信。我很遗憾地看到，有一些
小留学生，因为年纪很小就来到美国，缺少对于
中华文化的知识积累，英语说得越来越好，却渐
渐遗忘了如何书写汉字。如果自己读不懂诗词，
又如何向外国的朋友解释呢？

其次，文化的理解和传播是一个双向的过
程，需要能够融入所在地的本土文化，才能够达
到更好的沟通效果。但是目前中国学生在海外
留给大家的印象多是“学习非常认真刻苦，但是
大多很安静，不喜欢表达”，尤其是在一些中国
学生较多的学校或者专业分支，容易出现中国
学生“抱团”的现象。不可否认的是，留学生融入
一个全新的文化环境并非易事，但是中国留学
生可能需要更多地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交
流，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更多地寻求融入当地
文化的机会，才可能更好地介绍中国。

同时，还需要注重传播的细节和方法。去年
中秋节，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举办了一个小型聚
会，我们在寝室准备饭菜，邀请大家一起来过
节。大家都玩儿得很开心，我们也认识了更多来
自不同国家的朋友。

“我听说月亮上住着一位仙女，对
吗？”有同学问道。

于是我们向外国同学介绍了中秋节
的传说和习俗。

“中国有很多关于中秋、关于月亮的
诗词……”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着，但
把中国的传说、典故翻译成英文再表达
出来，真非易事。我们还向外国同学展
示了提前抄写好的关于中秋的古诗词、
教他们使用筷子等，所有人都乐在其
中。其实，一些外国同学对于中国的习
俗有所耳闻，但是他们通常又充满疑问
和好奇。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做好“答
疑解惑”的工作，增进相互之间的了
解，何乐而不为呢？

（寄自美国）

“中国菜里都要加味精”、“中国男女比例失调，男性找不到结
婚对象”……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问题并非博人一乐的段子，而是
中国学生在海外求学期间被留学目的地民众所问的真实问题。

中国留学生诧异于外国民众对中国的知之甚少，也深感自己作
为中国人“形象”的重要。 课堂上、生活中，遇到谈“中国”的
话题，海外学子总想告诉对方“我们的中国是这样的……”。

在信息铺天盖地的今天，在想了解中国的外国民众越来越多的
今天，中国留学生群体作为连接中西的纽带，仅仅介绍长城、功
夫、熊猫等中国元素早已满足不了外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欲”。
如何用新的话语风格、层次更深的对话让世界更了解中国，是他们
中不少人思考并正在实践的。

近几年，留学热潮愈演愈烈。求
学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毋庸置疑成为了
外国民众眼中中国形象的代言人。

众所周知，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
文化和风土人情，最为直接的是同当地
人交流。同样的，在外国人眼中，了解中
国的方式不仅仅是看电视或网站上的新
闻，还可以通过中国留学生来观察中国。

然而，在信息全球化趋势下，在中
国学生留学海外持续升温背景下，国外
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却依然停留在浅层
次。对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
来说，常常能够感觉到身边的外国朋友
对中国存在的误解。比如在课堂讨论
中，谈论到涉及中国的话题，就会遇到
这样的情况。

我常常也会思考，为什么外国朋
友对中国存在误解，甚至是一些偏见
呢？当然，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有信
息的不对称、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等。

在我攻读了近 1 年半的国际传媒
专业硕士之后，我明白，这些误解在
于出发点不同或是立场的差异。在理
清思路后，再同外国友人交流时，便
可以使自己的立场站得住脚，更加清
楚明白地指出双方分歧所在，以理性
的眼光看待差异，向他们传达出一个
真实的中国。

一个国家的发展现状与其历史文
化是密不可分的，要想让外国友人真
正认识了解中国，首先需要让他们对
中华文化有基本的认识。可是，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岂是三言
两语能够解释清楚的？罗马非一日建
成，中华文化的传播既需要更多的耐
心，更需要渗透进生活中的熏陶。

可喜的是，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
的设立、国外高校中多样的中国学生
社团的成立以及大街小巷中华美食的
亮相等都在向世界传递着中华文化的

讯息。例如，我所就读的墨尔本大学
就有汉服社、棋社、书法社等不下 10
个旨在将中华文化介绍到校园中的社
团。学生们组织的丰富多彩的社团活
动，为在国外校园传播中华文化添彩
助力。

在海外，也不乏喜爱中华文化的
外国友人，他们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
抱有好奇心，会主动学习汉语，了解
中华文化。中华美食也俘获了一大批
外国人的心。我的一位外国朋友特别
喜欢吃四川菜，可谓无辣不欢。

对身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来说，
传播中华文化可以在生活学习的点滴
之中，也可以在闲暇时随意的交谈
中。新一代的中国青年更应在时代潮
流中构建自己的家国情怀，无论身在
何方，不忘中华儿女的身份，向世界
传递出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文化风情。

（寄自澳大利亚）

记得高中毕业典礼的时候，校长
在致辞的结尾特意强调道：诸位同学
将来都是要到国外深造的。你们要牢
记在心，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国
外的一举一动都代表中国的形象。言
下之意就是出门在外，大家要意识到
自己言行举止可能产生的影响。因为
在你走出国门的那一刻，你”自己”
就不完全属于你本人了，而变成了一
种国家形象的代表。

我刚到国外时还在认真遵循长辈临
行前的各种谆谆教诲，走路认准红绿灯、
不横穿马路，遇到不友好的人保持微笑、
自我检讨。可随着我在美国待的时间越
来越长，我也逐渐吸收了纽约的生活气
息，为了自己的权益不忍气吞声。

渐渐地，我也习惯了既不将自己
与“中国”割裂开来，也不刻意强调
自己的身份。

上课发言和写作业是我平时在英
文的语境下提到“中国”最多的情
况，因为我慢慢发现，老师们往往会
欣赏学生介绍一些不为他们所知的文
化。因此，我时不时会提起一些与中
国社会相关的现象，介绍中国不那么
为人所知却有趣的一面。比如，一些
新兴产业如何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一
些年轻人引领的新生活方式。越来越
多的外国人已经熟悉了“微信”这个
词，然而当他们听说微信功能的多样
化和实用性，以及借由微信发展出的
各种文化——朋友圈微商、公众号、
抢红包等，一个个都一脸惊奇。

在这学期的一节课上，在我演讲
完 自 己 期 中 论 文 的 研 究 方 向 ——

“朋友圈代购对于微信平台的使用”
之后的 5 分钟提问环节，因为下面的

美国同学不停地向我抛出问题而超
时 ， 老 师 不 得 不 站 出 来 叫 停 提 问 ，
控 制 时 间 。 上 学 期 的 另 一 节 课 上 ，
我 对 比 必 胜 客 在 中 美 两 国 的 形 象 ，
并论证必胜客在全球市场上的营销
策略，也引起了同学老师很大的好
奇心。一名美国同学课后突然找我
搭话，告诉我他去过上海，然后开
始饶有兴趣地通过讲述他去上海肯
德基时的体验，告诉我他从我的演
讲中受到了新的启发。

“文化传播”是一桩非常严肃的责
任。由于我时常认为自己对于自己的
国家知之甚少，所以从来不曾把自己
向别人介绍中国认为是一种“文化传
播”。每当我的外国朋友告诉我他们在
学中文或者试图跟我秀几句中文时，
我也总是忍不住担心自己对于中国语
言与文化的理解不透彻，误导了别
人。所以，尽管我总是在朋友跟我提
到“中国”的任何话题时表现出很大
的兴趣，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有一切
疑问都可以跟我讨论；尽管我尽己所

能地帮助我的同学看中文作业，但我
并不敢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可以有很
大的影响力。毕竟在校园环境中，打
交道的对象都是象牙塔中的师生员
工。更大的改变或许需要更有影响力
的机制推动。

我曾经很愤愤不平，学校内华人
学生会的活动或多或少都显示出对中
华文化本身了解不深。最常见的形式
永远都是外卖蛋挞、饺子，然后欢迎
大家来一边吃一边交流。后来我通过
与华裔同学的交流，更多地感觉到了
他们中许多人，其实是想要了解中华
文化却有心无力。

我也在慢慢转变自己对于“文
化”的理解：只要是用包容的态度在
吸收中华文化，一点一滴的努力我都
应该欣赏。至于如何让别人更加了解

“我”的文化，我希望这同样应该是一
个 “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抱着一颗
学习的心，从小事做起，不拘泥于形
式，既不高估自己，也不为自己设限。

（寄自美国）

让世界了解中国

海外学子：我愿做一粒种子
让世界了解中国

海外学子：我愿做一粒种子

从“是什么”到“为什么”
张悦悦

从“是什么”到“为什么”
张悦悦

我们的可为与不可为
熊楚钰

在点滴之中讲述中国故事
马素湘

图为马素湘 （左前） 和同学在交流 罗德里摄

为外国朋友“答疑解惑”
李 悦

李悦 （右三） 组织中秋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