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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改变了我的生活”

从12岁第一次开始接触中文，罗小雄为学中文付
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他念高中时，因学校不开中文
课，便挤出时间到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学中文。

“读高中 4 年间，我每天都会抽出 1 个小时到大学去，
和大学生一起上课。”

这样的学习节奏，一直持续到罗小雄如愿进入华
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学习政治学和中国语言文化。

“2015 年，我到复旦大学学了一个学期的中文，进步
很快。”罗小雄还分享了一个好消息：“2018年秋季我
会到复旦大学读硕士，学国际关系，同时继续学中
文。”

在本次来华研修团团员中，不少学生是第一次来
中国，在 11 天的时间里，他们参访了美国驻华大使
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国家汉办等单位，对中国
的了解变得具体。正在读高中的西莉亚就是其中之
一。“我看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他们非常友好，
这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但也有一些我不能理解的
事，希望将来能学中文，更好地了解中国。”

听到西莉亚学中文的愿望，两次担任精英青年来
华研修团团长的罗小雄觉得“很感动”。“因为学中文
对我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我很想和别的团员分享这
种感受 。” 罗小雄说。

希望将来能学中文的团员并不止西莉亚一个。来
自韦伯斯特大学的伊赛亚，也准备回到美国后“第一
时间到韦伯斯特孔子学院找老师，学汉语”。

“中国和我想的不一样”

团员珍妮弗是一名高中生，非常关注国际关系。
“之前在课堂活动上，我们讨论过‘美国青年怎样看
中国’。 但当我来到北京之后，亲眼所见，我觉得中
国太了不起了，跟我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也跟我看
到的美国课本中写的不一样。”

珍妮弗对此次中国之行的期望是“文化交流”。

“我的一位老师曾经来过中国，他也希望我能来，以
了解不同的文化。来中国之后，我对中国有了自己的
认知和理解。比如之前对中国政府部门的了解多来自
课本，但这次有机会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
坐下聊天，可以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思路，很受启
发。虽然对我曾经在课堂上关注的关于中国的问题，
也许不能马上提供答案，但这些认知提供了找到答案
的途径。” 珍妮弗说。

并非只有珍妮弗有这样的感受。韦伯斯特孔子学
院的汉语教师高文燕是该团的带队老师，她告诉记
者：“这些学生之前多是通过长辈的介绍或者通过课
本知识来了解中国。这次中国之行让他们感觉耳目一
新，真实的中国和他们之前的印象并不一样。他们每
天都迫不及待地跟在美国的家人分享在北京的观感。”

“中国是迷人的”

关注中美关系的团员丹能说：“中国是迷人的，
是给人以启迪的。从网上了解中国的感觉，跟亲眼所
见、身临其境的感觉没法比。现实的中国跟我想象中
的不一样。中国有新面貌，有很多改变，正在进步。”

据高文燕介绍，到中国的土地上去走一走，到中
国的城市乡村去看一看，是圣路易斯很多汉语学习者
的梦想。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到韦伯斯特
孔子学院咨询到中国留学、工作的相关事情。

“在没来之前，我觉得中国是一个与美国不同、
充满东方异域风情的地方。走近中国后，我觉得中国
在 21 世纪有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巨大潜力。在我看
来，这也是研修团此行的目的——让美国人更好地理
解中国。我也希望团员们回美国后可以学中文，因为
这可以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罗小雄说。来过中国5次
的他对中国的变化感受颇深：“中国的发展非常快，
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升也很快，空气质量也在变好，
微信支付非常方便……”

沉浸在中国之行回忆中的罗小雄在不到 1个小时
后，将出发至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准备返回美国。他轻
轻地说了句：“我不想这么早回美国，因为我真的爱中
国。”

上世纪 90 年代欧洲华
侨华人联合会开大会，浙
江青田人非常活跃。每次
聚会都有人问我这个青田
人：“青田很大吧？青田话
怎么比外语还难听懂？”
在青田人中流传着这么一
句话：“会说青田话，走遍
天下都不怕。”这句话的口
气有点“牛哄哄”的，乍
一听，以为吹牛。其实它
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世
界各地都有青田人，二是
说在海外的青田人很有互
助精神。

很多年前，西班牙巴
塞罗那一个老华侨对我说：“青田华侨真好。一天我在某地一家青田人开
的饭店吃饭，结果他们没收我的钱，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这就是青
田人的性格，特别重亲情。青田人在欧洲发展，靠的就是这种融入血脉
的亲情。

我到欧洲，也是靠朋友。1992年我到巴塞罗那后，曾有很多青田朋
友慷慨帮助过我。有的素昧平生，得知我开店的消息，竟托人带给我100
万比塞塔西币；有不熟悉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你开店需要钱，一定要
告诉我 ……”；虽然后来没有向这位给我打电话的朋友借钱，但我记得
他那句“暖心窝”的话。

这就是青田人的乡情和亲情。
青田有句俗话：“青田豆腐县，不是亲就是眷。”这句话的意思是青

田很小，绕来绕去，大家都有亲戚关系。从地理面积来说，青田确实不
大，只有2400平方公里。它地处浙南山区，“九山半水半分田”，是一个
典型的山区县。

据旧志和宗谱记载，从唐代至清代，共有93个姓氏迁入青田。这些
带着各自语言的移民来自福建、广东、江西、江苏、安徽、河南、湖
南、陕西等地，经过融和，形成了今天的青田方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青田距温州只有50公里，可青田话与温州话
却完全不同。封闭的山区环境塑造了青田人独特的品格，为了战胜恶劣
的自然环境，青田人需要团结和互助，这也是青田人特别重亲情的历史
渊源。

在很长时间内，海外的青田人是一个孤独的群体。因为不会说居住
地语言，他们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因为普通话不好，他们也很少跟其他
中国人来往。为了在海外发展，青田人开始寻找学习当地语言的途径。
20 世纪 80 年代，一本简易的 《青田话“西班牙常用词”词典》 应运而
生。这本词典由巴塞罗那青田华侨汪秀民整理，出国前他是华侨中学老
师。《青田话“西班牙常用词”词典》虽然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准确，但很
实用。比如：

西班牙语“你好”念“汪拉”，青田话“汪”字不念“Wang”，念
“o”；

西班牙语“请”念“棒尔发棒”，青田话“棒”不念“Bang”，念
“Bo”；

……
这本词典很有趣，只是限于篇幅，我无法一一列举。
汪秀民的“土词典”当时很受初到西班牙的青田人欢迎，它是早期

青田华侨智慧的结晶，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旅居西班牙的青田人学习简
单的会话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他们日后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看到新一代华侨说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时，我仍然会想起
汪秀民老师，很怀念他编写的那本“土词典”。

我后来办中文学校，也与汪秀民老师有关。1995年初的一天，我去
拜访汪老师。那天他对我说：“小女儿西班牙语很好，但是一个汉字都不
认识。你是有文化的人，一定要想办法办个中文学校，教孩子们学中
文，将来好让他们能够找到回家的路……”因为汪老师的这番话，那一
年冬天，我和一些侨胞在巴塞罗那创办了第一所中文学校，并自此走上
了华文教育之路。

如今，我创办的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有2800多名学生，成为欧洲
规模最大的华文学校。当年汪秀民老师编写 《青田话“西班牙常用词”
词典》 是为了一份乡情，我在巴塞罗那办华文学校的初衷，和汪老师一
样，也是为了一份乡情。

前不久，我在巴塞罗那郊区小镇的一家华人百元店买东西，有位老
人直瞪瞪地看着我。看他那副模样，我估计是老乡，于是我用青田话问
他：“你是青田人？”他听了兴奋得不得了，连声回答：“是，是！我是青
田人！”当他的孩子告诉他“他就是麻卓民”时，他便拉着我的手不放，
说：“我的几个孙子、孙女都在你的学校读书，如果他们再不学中文，将
来连青田都回不去了……”

乡音如歌，亲情似酒。那天我们如同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聊了很久
很多，聊故乡的变化，聊曾经熟悉的人和事……我离开时，老人坚持要
送我。寒风瑟瑟，走了很
远，我回过头看他，他还
站在路口朝我挥着双手。

漂泊异国他乡，故乡
常常枕在梦中。生为青田
人，永远是青田人。

（作者为巴塞罗那孔子
文化学校校董）

元宵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国传
统节日。去年元宵节那天，我想让
我的荷兰同学和我一起过节，便事
先做了准备，了解了元宵节的相关
习俗并带了游戏奖品到学校。

到学校后，我向老师和同学们
介绍了元宵节的来历和习俗。在元

宵节这一天，我们要吃元宵，各地
还会举办灯会。当我介绍说元宵节
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时，大家都惊
呆了。

元宵节时，我们常做一个十分
有趣的游戏——猜灯谜，所以我安
排了猜汉字的游戏。

第一题作为热身，所以比较简
单。我在黑板上写了个“一”，并且

告诉大家这就是数字 1 的中文写法。
接下来我又写了个“三”，请大家猜意
思。“是 3，是 3！”杰西跳起来喊道。我
想：杰西反应可真快！所以我请他站
起来，大声宣布答案。可是没想到，他
站起来后，非常认真地说：“这是
2！”我晕！

游戏继续进行。我写了“火”
“包”“刀”“日”“月”这五个字并

提供了相应的图片，让大家来玩
“连连看”。我原来以为命中率最高
的应该是“火”和“刀”，没想到

“火”这个字大家怎么也猜不着，最
先猜对的却是“包”。让我感到意外
的是，当我教他们这几个字的发音
时，有的同学说，“包”和“刀”是
押韵的，因为荷兰语也有押韵这个
说法。看来语言也有相通的地方。

最后，荷兰老师用一句话总结
了她的感受：“一个中国字就像一幅
画，画出了要表达的意思。”

一天的活动就这样结束了，我
和我的荷兰同学度过了一个愉快又
难忘的元宵节。我希望今后能把更
多的中国节日介绍给我的荷兰朋
友。 （寄自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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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孔子学院达39所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孔子学院达39所

跟荷兰同学一起过元宵节
唐诗卿（14岁）

当被问到手头是否有 《青田话“西班牙常用
词”词典》 时，麻卓民回复说：“我找了好多年，
因为是手抄本，如今早已下落不明。”言下颇为遗
憾。

为了留住乡音，也为了让初到西班牙的华侨华
人学会当地的语言，融入异国的生活，麻卓民的朋
友汪秀民老师编写了一本手抄的“土词典”。后因
汪秀民老师让孩子们“学中文”的愿望，麻卓民开
启了华文教育之路，如今更成了欧洲最大的华文学
校的掌门人。

从“土词典”到“最大的华文学校”，对生活
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来说，乡音不仅是相互沟通了解
的钥匙，更承载着他们的乡愁。正因为有一大批像
汪秀民和麻卓民这样为华文教育而不懈努力的人，
才有了华文教育的不断发展，才能让华侨华人借助
乡音这个载体“找到回家的路”。

梦里乡音如歌

一生亲情相伴
麻卓民

麻卓民在第四届世界华文教
育大会留影

本报电 日前，由孔子学院拉丁美洲中心主
办，智利外交部亚太司、中国驻智利大使馆、北京语
言大学、圣托马斯大学协办的“跨越大洋的纽带”中
国与拉丁美洲大使论坛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

孔子学院拉美中心主任罗伯特·拉封登指
出，中国在近10年来对拉美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增
加，双方在文化教育领域交流频繁，特别是孔子
学院的建立，为中拉语言文化交流铺了路，架了
桥。截至目前，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共有39所孔子
学院和11所孔子课堂，学员超过5万人，文化活
动覆盖人群超过 800万。汉语已成为智利等拉美
国家的第二外语。学习汉语、了解中国已逐渐成
为拉美民众的共识和潮流。

圣托马斯大学总校长哈伊梅·瓦特博士介绍

说，10 年来，通过孔子学院，圣托马斯大学与安徽
大学等多所中国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实施了交
换生计划，并通过孔子学院总部奖学金项目，使很
多智利青年学生得以远赴中国学习交流。未来，希
望通过孔子学院平台，为智利当地民众提供更多
到中国留学学习汉语及文化的机会。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助理张旺熹作了题为“建
造中拉友好之桥 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主旨发
言，他提出孔子学院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积极作为，作出应有的贡献。北京语言大学
作为本次论坛的支持方之一，今后将进一步为世
界上培养更多架设中国和世界各国友好之桥的各
类人才，特别是语言人才，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的实践继续作出贡献。 （黄潇潇） 北语代表团参加论坛北语代表团参加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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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正在美国圣路易斯市一所公立学校读7年级的詹姆斯·路米斯，捧起了中文课
本，开始学这门大家觉得很难的语言。那一年，他12岁，但在他的眼里，“中国是一个强
大的国家，美国人应该了解中国。只有学会中文，才能更好地理解中美关系”。

这也是詹姆斯父母的感受。“爸爸妈妈觉得中国越来越强大，我们这一代人学好中文
有助于找到好的工作。”詹姆斯说。

10多年过去，作为近日赴北京的美国密苏里州精英青年来华研修团团长的詹姆斯第五
次来到中国。他不仅有了一个中文名字——罗小雄，还能用中文阐述自己对中美关系的理
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