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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来美已有20余年。由于
我在华人社区和国际学院的工作，常常
接触到许多在美多年或是初来这里的
华人。大家在用中文交流时总是倍感亲
切，说到兴起还会冒出两句地道的家乡
话，免不了常有一出认亲大会，原来是
老乡啊！去年年底起，我决定参选美国
威斯康星州第三大学区同时也是全州
学区中成绩排名第一的 Elmbrook的学
区董事，也因为这个事，体验了一把“搞
政治”的感觉。华人社区是我的助选团，
多少次在寒风中与我一起挨家挨户发
送传单，提供了许多支持。

无论在宣讲时、还是在私下的交流
中，很多朋友总是爱问我一个问题：“你
为什么要竞选校董？”我也无数次扪心
自问，我为什么要争这个在许多人眼里
吃力不讨好的事做？思索许久后的答案
是，我来美 20 多年一直孜孜不倦地为
社区公益做事的所有热情、激情和责任

感，都来源于我童年成长的道路，来源
于大洋彼岸我的故乡。

我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一个普通
的村子里，家里有5个孩子，我是老大。
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山村，贫瘠得只有
满山满眼的泥土地。如果说我最先接受
到的教育，那一定是来自于我的父母。
我的父亲从不奉行“棍棒出孝子”，甚至
从未训斥过我。在我的记忆中，他很温
和，大家都称呼他“好人”。记得每次去
外婆家，田间的小路要走 1 个多小时。
多少次，要过没有桥的河道和泥泞的小
道时，他就把我扛在肩膀上。上小学以
后，无论他到哪儿，除草种地、煤场扛
煤、上山拉石块，他都带着我。我在他肩
头看着他走过的路，听着他和乡亲们讲
过的话。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印在了
我的心底。后来的我变成了他的影子，
跟随着他步入成长的路。

上高中后，因为离家太远必须住
校。那时候每个人都从家里带一床被
子，半边供垫半边供盖。南方没有暖气，
刺骨的风就在宿舍里呼呼地来回刮着。
到了冬天根本不够抵御四面八方阴冷
潮湿的寒气。大家就想了办法：把床铺
合并起来，两个人在一起睡，相互取暖。
还记得我是和后来成为了诗人的海子
睡一个被窝的。总之就那样度过了几个
冬天。

高中毕业后，我运气不错考上了北
大。从乡下到北大燕园感觉像是刘姥姥
进了大观园。首先是乡音难改。刚刚入
学上英语课，老师让我们每个学生站起

来读26个英文字母。结果老师指出，我
大部分字母的发音都是错的，为此我发
誓要好好练口语。当时想买一个收音机
学英语，可是没有钱，只好从每月补助
的生活费里省。每顿饭就只买份两分钱
的咸菜，说是咸菜其实就是一片腌萝
卜。为了不让别的同学看见尴尬，我就
把买来的一片咸萝卜往馒头中间一夹，
独自从食堂走回宿舍，一路上边走边
吃，就这样过了两个月终于攒够了钱，
买了一个 19 元人民币的收音机。大学
毕业后我到中科院读研究生，有了自己
的实验室，也申请到了中科院青年科学
基金。后来还主导成立了青年科学家俱
乐部，常请外边的专家来开讲座、进行
交流。

在我看来，教育极为重要。尤其是
我们那一代人，践行了教育改变命运这
一说法。如果没有父亲撑起一家的生活
负担，顶着压力没让我辍学回家种地挣
工分，如果没有高考制度的恢复，也就
没有我的今天。

到美国之后，很多亲戚朋友向我咨
询各种留学问题。听到乡音的我倍感亲
切，也去帮忙。但就在几年前，请我帮忙
咨询高中留学的朋友开始慢慢变多，而
我发现很多情况已经爱莫能助。于是就
开始建立威斯康星国际学院和大芝加哥
国际学院，来帮助小留学生解决低龄留
学中遇到的生活、学业、文化融入等问
题。很多人无法理解我的选择：这份工作
非常繁琐，同时责任重大，艰辛难以道
尽。但是我觉得，这是有价值的。在孩子

们成长的关键时期，通过我和团队的工
作，能够帮助和影响许多孩子和家庭，成
就感也非其他工作所能比拟。

这次参加美国 Elmbrook学区董事
的选举也是这样，本意是想要凭借我已
有的一些经验去服务、帮助更多的人，
其次也是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更加了
解美国的公立教育体系，以便融入我们
东方教育中优秀的价值观和教育理念。

文到这里，我想，我在教育事业上
的热情和不计成本的投入都有了合理
的解答：是我的父母，我的故乡，我所成
长的那个时代和我自己的努力与坚持，
共同造就了一个现在的我。在故乡的那
些日子，是生活给予我的礼物与财富，
让我即使在多年以后，在异国他乡，也
依然有着自己的信仰、做着自己热爱的
事业。不禁想起，刚来美国时，英语还说
不纯正。经过这些年在海内外的闯荡，
早就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和随时英
语、普通话、家乡话相互转换的本事。而
有些东西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出来再
久，一有机会我还是愿意讲家乡话，或
许是岁数大了，或许是在外面游荡太
久，想念家乡了吧。

（寄自美国）

日前，笔者就“在海外如何教好汉语”的话题专
访了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学院院长、著名汉学家、罗
马孔子学院院长费德利科·马西尼教授。马西尼认
为，语言本身并无难易之分，关键是学习者的母语和
所学外语的亲疏距离。“中文对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来
说，他们的零起点并不等同于欧洲等西方学员的零起
点。中文对母语是西方语言的学员来说，要比日本
人、韩国人和新加坡人难得多。同样，法语对意大利
人比对中国人来说要更容易学。”

汉语教师如何介绍中国文化

语言和文化教学密不可分。当问到“中国汉语老
师在海外教中文时该如何向当地学生介绍中国文
化”，马西尼告诉笔者，在海外教汉语和在中国国内
教中文完全不同。比如，对在意大利的中文学习者来
说，很多人其实从未体验过中国文化。虽然从古至
今，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在意大利的中文课程中，
关于中国文化，意大利的中文系老师给学生介绍的主
要是中国古代的诗歌。此外还包括以孔子、孟子为代
表的古典哲学思想。

“另一方面，在意大利教汉语的老师介绍比较多
的是有关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尤其是中意两
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有不少有关历史上意大利名人或
传教士去中国的记载，有的西方学者当时还用拉丁文
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历史和地理知识，促进中西方互相
了解，像利玛窦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且，意大利语中
的一些词语也受古代汉语的影响，如 seta一词就代表
了丝绸的意思。”马西尼说。

基于海外汉语教学的客观现状，马西尼
认为，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老师掌握好中
国古典文化和与中西文化交流相关的教学内
容非常重要。

哪类作品适合课堂赏析

欧洲一贯重视通过文学赏析来提升外语
教学质量，在意大利也不例外。 比如阿城
的 《棋王》、莫言的部分作品等优秀文学及
影视作品，都曾在意大利的课堂上被老师采
用并作为重要的赏析对象。

据马西尼介绍，针对罗马高年级中文专
业的学生，老师会自编一些教材，选取文
章，让学生理解并翻译。“中国学生和意大利学生坐
在同一课堂里，他们之间可以形成互补型的学习模
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选用有深度的中国文学作品
还能同时促进中国学生和意大利学生更好地理解各自
的母语，培养出色的翻译人才。”

中文水平有别教学方案不同

众所周知，词汇教学是语言教学的重要部分。在
词汇教学方面有着深厚造诣的马西尼告诉笔者，以罗
马大学的中文教学为例，老师们会根据学习对象的中
文水平，遵循教育心理学和二语习得规律，因材施
教。

据马西尼介绍，对于初级班的学生，只要求他们
牢固掌握教材中出现的词汇。“在这个阶段不要扩充

不必要的词汇，避免增加学生负担。老师也不需要引
入语素分析法，以免导致学生分不清词和字的区别。
对于高年级学生来说，老师会指导他们尽量少用双语
词典。比如，中文的‘政策’和‘政治’在意大利语
里就是同一个词。所以，用双语词典并不解决问题。
应从语素学习的角度出发，准确理解教材上出现的每
个词的意思。”马西尼说。

在马西尼看来，初级班的汉语教学侧重听说技能
的培养，高年级班则要加强对复杂中文文本理解力的
训练。

马西尼说，罗马大学中级水平的中文学习者除了
常规课程外，学校还为他们配备了一些专门领域的中
文教材，通过不同的课型来教授，比如文学类的《故
事中的历史》，新闻类的 《报刊汉语》 和科技类的

《科技汉语》等。

大家好，我叫托比，今年9岁。我住在英国的谢菲尔德，
正在学习中文，这是为什么呢？

那是在我5岁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想给世界上
每个国家的人写一封信，问问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在
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写了200多封信，每个国家至少一封。
在写每封信前，我都会和妈妈一起了解这个国家和那里的人
民，以便我能问一些与他们相关的问题。给中国写信时，我
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我想了解得更多一些。

我给中国写的第一封信寄给了香港的荻威，她用中文和
英文给我回了信。看着荻威写的中文，我觉得非常神奇，也
非常好奇，深深地被中国的文化迷住了。

在我 6 岁那年的夏天，我参加了为期一周的暑期中文学
校，它是由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为的是让小朋友
们更多地了解中国，同时也学习一些中文。这一周我过得很
开心，我很喜欢那里。我学习了中国画、剪纸、舞蹈和手
工，看了视频，还学了一些中文。我学会了中文的数字、几
种动物的中文名称 （如狗、猫等），还学会了用中文说“我爱
我妈妈”“我爱我爸爸”“我的名字叫托比”。

暑期中文学校结束以后，我希望能继续学习汉语，正好
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院有一个“星星中文学校”，每周六上
课。于是我开始在那里正式学习汉语了。刚开始的时候，我
觉得有点儿难，因为所有的字我都不认识，我看着一个句
子，一点都不明白每个字词的意思。但慢慢的，我知道的就
多一些了。我更喜欢阅读和写作，口语对我来说还有点难，
但也在进步。今年 10 月我就要参加国际青少年汉语水平

（YCT） 三级考试了。现在，我的妈妈也在孔子学院学习汉
语，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我学习汉语的同时，也在继续给中国写信，想要更多地
了解中国。希望未来的某一天，我可以到中国去，亲眼看看
兵马俑、长城、故宫，也让我的汉语口语变得更好。我有时
会在信里写一两句中文，还尝试着完全用中文写了一封信。
当然，有些字我需要查字典。

自从开始给世界各国写信以来，我已经写了 1000 多封
信。去年，这些信在英
国 出 版 成 书 ， 书 名 是
Dear World， How
Are You？而现在，这本
书将会有中文版，名字
叫 《亲爱的世界，你好
呀》，我非常期待读到中
文版。我真的很喜欢学
习中文，希望有一天我
可以用很棒的中文和中
国的朋友交流，一起探
索这个世界。

（寄自英国）

我们都知道，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记录文化的工具，要想
学好一门语言，不了解该语言环境下人们的文化，就不能正确
地理解语言的内在含义，不能真正了解使用该语言的人们的思
维方式。学习语言可以使学习者更了解该国的文化，反过来，
学习文化可以使学习者更准确地把握语言的内涵。

我在北京语言大学读硕士。在中国，我已经有 6 个月的学
习和生活经验。其实在北京学习汉语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在
这儿可以提高我的汉语水平，尤其是口语。我的老师都很有经
验，他们对我很好。每次上他们的课我都有很大的收获。在北
语我有机会跟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一起上课，已经了解了好多
国家的文化。我们在一起学了一段时间后，变成了很好的朋
友。在我们班有好多优秀的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朋友，他们书写
汉字的能力非常强，但是因为我的母语文字跟汉字完全不一
样，我的写字能力跟他们没法比，所以从开始我就觉得这是个
挑战，我会努力提高这方面的能力。在北语我有好多中国朋
友，我很喜欢他们。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一起吃饭、一起学
习。这段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我有很大收获，汉语水平也提高了
很多。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在中国的生活，每天都在吃中国菜。

来北京以后，我才开始感受到中国文化，包括中国人的思
想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在埃及时我觉得北京跟上海一
样，什么地方都很现代，但是到北京之后我发现既有新建筑，
也有古老的建筑。我去了几次北京的胡同，在那里我碰到了一
位老北京人。他问我：“你来自哪个国家？”我答道：“我来自埃
及。”他一听就觉得很好奇，然后跟我说“埃及有金字塔，有法
老。埃及和中国都有很悠久的历史。”我跟他聊了一会，觉得很
开心。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了解到了中国文化，越来越多的外国
人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兴趣并且开始学习汉语。在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下，埃及和中国之间的经济、文化等联系更加
紧密，所以学习汉语、学习中国文化的埃及人也越来越多，我
也要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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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英国谢菲尔德的托比，今年9岁，喜欢
中文。他的愿望是“到中国去，看看兵马俑、
长城、故宫”，中文文章能刊登在人民日报海外
版的《学中文》版上是他今年“六一”儿童节
想收到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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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如何教好汉语？
——访罗马大学东方学院院长马西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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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日前，北京语言大学第十四届世界
文化节游园会暨校园开放日活动开幕。50余位驻
华使馆嘉宾、社会各界人士与来自106个国家和
地区的北语青年学子，共同感受“世界脉动”。

开幕日上午，等候在学校东门的嘉年华队伍
列队游行。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们身着样式
各异的传统服饰，在梧桐大道上展示着本民族的

多彩文化。本届游园会还提供文化节的专属“护
照”，可供游客在每个国家的展位盖章纪念。

据悉，北京语言大学一直秉承多元、平
等、包容的理念，共有 14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
来这里学习。10多年来，作为该校一年一度的
文化交流活动，世界文化节游园会的参展国家
由20多个发展到100多个。 （张 玲） 托比的书

(作者系意大利那不勒斯孔子学院汉语教师)(作者系意大利那不勒斯孔子学院汉语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