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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巴塞罗那郊区小镇的一家华人商店里，巴
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校董麻卓民正在挑选商品，旁边
一位老人略有心事地望向他。老人的孩子轻声介绍
道：“这位先生便是麻卓民。”老人拉起麻卓民的手不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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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口中的青田，也是麻卓民的故乡。“让孩子
们找到回家的路”正是麻卓民的创校初衷。作为欧洲
规模最大的华文学校，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如今拥
有5个校区，逾2800名学生及100多名老师。

“让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日历翻回至 1995年初，到西班牙巴塞罗那 3年有
余的麻卓民到老朋友汪秀民家拜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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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的这番真情打动了麻卓
民。

当时，华侨华人在巴塞罗那逐渐站稳了脚跟，经
济状况不错，希望孩子们学好中文是大家的共识。从
麻卓民个人来说，1992年所开的餐馆效益也非常好，

“有了经济基础之后，才有能力做其他事情”。
那一年的冬天，麻卓民和一些侨胞在巴塞罗那创

办了巴塞罗那华侨华人子弟学校。学生年龄差很大，
一间教室内，从六七岁到十七八岁的学生都有。

时隔多年，麻卓民写在学校纪念册扉页的那句话，
在时光更迭中，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学中文的孩子们
——“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这是祖先留给你的印
记！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走过多少岁月……”

2004年，为了学校更加规范化，麻卓民开始自己
办学，巴塞罗那文化艺术学校应运而生。同年 9 月，
学校首次招生，3个班，30多名学生，麻卓民中西双
语俱佳的女儿麻蕊兮也成了学校的一名教师。

来年，学校聘请了教学经验丰富的叶爱烈老师担
任学校教务副校长，发展渐渐步入规范化的轨道，这
一年也被看做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的分水岭。2007
年，学校改名为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学生增长10
倍，达300多名。

从3岁小班到高中班

从最初的学生混龄上课，到现在从3岁入学的中
文小班至高中班的完备学制，麻卓民和任孔子文化学
校校长的夫人陈绿亚的努力渐渐结出了丰硕果实。

“有了经过当地政府批准的独立校舍，有了自己的‘中
文等级考试标准’，有了实力较强的教研团队……”

“学校持续发展的秘诀是什么？”
“教学质量。”麻卓民答得很快。
他举了个例子，“比如我们对新老师的招聘非常

严格，要经过笔试、面试等环节，通过之后还需要
‘上岗培训’，因为老师的口碑最重要。”高中班便是
因学生“舍不得老师”而开设，“并不在原来的计划
之内”。

“当然，学校也要回馈老师。我们的课程设置是
周末两天都上课，如果教学水平高的老师两天下来可
以拿到不错的收入。”麻卓民认为，华文学校只有形
成自己的品牌，才能办得好华文教育。“当地有意愿
教中文的老师都知道，孔子文化学校的门槛比较高，
不容易进。”

毋庸置疑，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已成西班牙的
“华文名校”。这背后，是大家的点滴努力聚沙成塔。

与常规的教学活动配套，学校还有许多创新之处：
创设“读书”制度，每天上午上课前的30分钟是学生的

“早朗读”时间；创办旨在刊登学生习作的刊物“青苗”；
开设舞蹈、书法、国画、中华武术等特长班，以增进孩子
的学习兴趣；自编幼儿双语教材《你好 加拉》以及《古
诗词选编100首》；2018年2月，凝聚了孔子文化学校和

学生心血的“巴塞罗那首届少儿春晚”吸引了 1500
多名家长到场观看……

“华文学校不仅仅是学习中文的场所，更是传承
中华文化的地方 。”麻卓民说。

“中文热”推动华校发展

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的发展引起了当地政府的
关注。2017年的一天，当地移民管理机构把麻卓民和
陈绿亚请去，动员他们办更多的中文学校。“希望在
10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这里仍然有许多华人能讲中
文，希望巴塞罗那能保持多元文化。”移民管理机构
负责人的想法，麻卓民也曾考虑过。“但办学校的主
要目的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如果
没把握办好新的学校，就先不办。”

目前，孔子文化学校的 5 个校区，报名刚一开放
就爆满。初办华文学校，麻卓民凭的是“情怀”，后来学
校渐入轨道，成了西班牙的名校，这也是麻卓民办校之
初没想到的。“学生越来越多，根本停不下来。”

麻卓民现在最关心的是如何让现有的5个校区办
得更好，实现标准化、正规化、专业化的目标。在办
校过程中，他最大的感受是：“华文学校办得好，不
仅仅是我们办学者个人的功劳，更重要的是得益于祖

（籍） 国的快速发展。祖 （籍） 国的强大给新时代的
海外华文教育带来了最好的历史发展机遇。”

“以前为什么学中文的人不多，今天却有那么多
人学。因为学中文有用，直接和未来的就业挂钩。”
麻卓民说。

“会中文是在西班牙的华人和当地人竞争的最有
利条件。”这是他送给孔子文化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
的话。

春节前夕，一个装有中国的春
联、剪纸、红包、印有“多喝热水”
的马克杯、“吃饭了吗”筷子套装、

“老外”护照夹等的“中国春节大礼
包”成为外国人在淘宝购买的爆款物
品。谁也不曾想到，售卖这些东西的
店主是一位外国小伙——来自俄罗斯
的阿尔乔姆·日丹诺夫。

今年28岁的日丹诺夫来中国已经
6 年，除了淘宝店主，他还是介绍中
国资讯的某自媒体账号的博主和某商
业咨询公司的创始合伙人。

勤学苦练中文

日丹诺夫来自俄罗斯的比斯克
市，中文名字叫安天佑。

高中毕业后，日丹诺夫在俄罗斯
的阿尔泰国立大学读东方学。“这个
专业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政治、经
济、文化、历史等，所以必须学中
文。”谈到为何选择这个专业，他
说：“其实我想研究国际关系，当时
在俄罗斯学中文的人不太多，我想学
点不一样的。”

日丹诺夫认为，学中文必须要到
中国，否则学不好。2010 年 6 月，他
第一次来到中国，并在吉林俄语专修
学院学习了3个月的中文。“我中文不
好，当时也没有手机，交流很难。”
回到俄罗斯，日丹诺夫开始苦练中
文。他通过看中文电影、中文新闻学
汉语，跟在俄罗斯留学的中国学生聊
天学中文，还通过 QQ 等通讯工具学
习汉语。“那时我见到中国人就加
QQ，与他们聊天。”

次年暑假，日丹诺夫再次来到中
国。为了节省路费，他一路奔波，抵
达上海。日丹诺夫一边旅游，一边借
机学习中文。

这两次来中国的体验坚定了日丹
诺夫来中国发展的决心。2012 年 7
月，大学毕业两年的日丹诺夫来到广
州，开始了他在中国的生活。“在中
国可以与中国人沟通，体验中国社会
和文化。”

如今，日丹诺夫的中文口语很流
畅，和中国人交流没问题。但在他看
来，“中文真的很难学，中文的语
调、平翘舌音都很难。有些词还是不
明白，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 被他
视为最难理解的成语和诗歌，也希望

“有机会去学”。

传播中国文化

谈到学中文的原因，日丹诺夫说：“尽管中国的发展越来越
快，也越来越好，但有些俄罗斯人对中国还是不了解。”以他自
己为例，在学习中文之前，成龙和长城是他对中国仅有的印象。

随着对中国的了解不断加深，日丹诺夫开始向俄罗斯介绍
中国。“我还是学生时，就开始在 Vkontakte （简称 VK） 等社交
网站上写关于中国的文章。2012年2月，我在VK上开设了相关
主页，介绍中国。没想到还很受欢迎，刚开始这个账号的粉丝
有2万多，现在有9万多。”

2013年11月，日丹诺夫又注册了EKD.ME网站，介绍中国
资讯。“这个网站每个月的访问量有 10 万。”日丹诺夫骄傲地
说。据他介绍，这个网站的文章涉及中国的科技、社会、教育
等领域，而且还与中国的官方网站有合作。“我们写过中国的共
享单车、微信等，目的就是展示一个现代的中国。我希望用年
轻人的方式传播中国文化。”

开淘宝店也是日丹诺夫传播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在他的
网店里，所有的商品都印有汉字，例如印有“你好！谢谢，听
不懂”等。为了更准确地介绍中国文化，日丹诺夫在一些商品
中放置了说明书。“例如在印有‘多喝热水’的马克杯的说明书
中，会介绍中国人为什么会说‘多喝热水’；在印有‘吃饭了
吗？’的筷子的说明书中，会介绍有时候它可能是一种打招呼的
方式。”日丹诺夫说，“我希望通过这种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去
介绍中国文化。”

“中国是第二个家”

今年是日丹诺夫来中国的第6年。说到在中国的生活，他感
慨道：“中国是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国家，科技发展很快，生活也
很方便。”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时间长了，日丹诺夫的一些生活习
惯也在慢慢改变。“我已经习惯了出门有共享单车，买东西可以
不用现金，晚上有宵夜卖的生活。”他笑着说。

今年春节，日丹诺夫去巴厘岛度假，假期结束回到中国，
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喜欢中国，但我也热爱我的祖国俄
罗斯和文化，那是我永远的家。中国是我的第二个家。” 他说。

“现在是我在中国发展的最好时机。”日丹诺夫认为，中国
发展迅速，发展机会很多。他与朋友合开了一家商业咨询公
司，业务涉及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因时差的原因，他经常工
作到深夜两点。“工作虽然辛苦，但也值得。我希望我的工作能
帮助更多的俄罗斯人了解中国， 开拓中国市场。”

谈到未来，日丹诺夫说：“我是个喜欢自由的人，喜欢去不
同的地方体验。但是，我未来的生活一定会与中国有关，我计
划每年有6个月的时间生活在中国。”

提到“巴巴多斯”，大家可能觉得很陌生，但提到加勒比，应该没有人不熟悉
了吧，那部风靡全球的《加勒比海盗》呈现了这个神秘的地方。飞越半个地球，历时
20多个小时，我终于踏上了这片加勒比风情浓郁的土地。

来的第四天，就立马投入工作。第一次教大学学分课，我感到莫大的压
力。开始上课时，我会莫名地紧张，一紧张就会把该讲的部分内容忘掉，不太
敢和学生互动。后来慢慢地调整和适应，我可以较自在地给他们上课，并在课
堂上适时和学生们开个玩笑。

我教的学生来自计算机专业，他们对规律性的、公式化的内容非常敏感，
所以在日常教学中我尽量将教学内容结构化，这样既方便他们记忆，又方便使
用。在教学过程中，我会布置一些和成绩挂钩的作业，想各种策略与学生“斗
智斗勇”，目的就是使他们的汉语水平提高得更快。

随着教学的深入，我也总结了一些经验。如在课堂用语方面，我上课时逐
步减少媒介语的使用，学生在表达诉求时我也鼓励他们尽量说汉语，中英文夹
杂也是可以的，只要用上了已学的词语我都给予肯定；教学使用的教材是

《HSK 标准教程》，为了与 HSK 考试相匹配，培养学生的识字能力，我从
“HSK1”最后几课起，便逐渐将学生常接触的词语去掉拼音，让他们不断熟悉
并识记这些汉字。这样既可以减少学生初学时的畏难情绪，又可以逐步增加他
们的识字量，为HSK三级的学习和考试做准备。

我认为汉语教学不仅包括教师的教授、学生的学习，同时也包括了教师的
学习，课堂上学生们也帮助并教会了我很多。当汉语水平相对低的学生不知怎
么表达时，汉语水平高的学生会主动引导他们；当我不知用英语如何解释复杂
的规则时，先学会的学生会帮我向其他学生解释，并告诉我应该如何表述；当
我不知如何解决设备放映问题时，他们会用专业知识帮我解决。他们的种种行
为感动着我，让我逐渐放下教师的姿态，平等地与他们交流，向他们学习。

当然，教学中我也遇到了一些待解决的问题，我会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能
力，争取让教学变得更好。

（作者为西印度大学凯夫希尔分校孔子学院汉语教师）

日前，白佐良图书馆在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学院新
址马可波罗大楼举行落成揭牌仪式。

白佐良是意大利的汉学家，一生与中国有着不解之
缘。他1980年于罗马大学语言与文学专业执教，曾撰写

《中国文学史》一书 。
白佐良图书馆藏书主要来源于白佐良先生学术生涯

的中国图书收藏，由其子于几年前捐赠给父亲曾执教的
罗马大学。罗马大学孔院携手罗马大学东方学院将赠书
进行检索分类、保存整理，使散落在各处的欧洲罕见的
一些中国图书和文献能够重新服务于学术交流与学术研
究。目前，白佐良图书馆收藏有约15000册中文图书，书
籍内容包括历史、地理、中国古代文学等。

“我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就是靠白先生的这些书
来了解中国。那时没有网络，我们可以在书里找到中国
的照片，了解了文字以外更生动形象的中国。我希望能
把这些书传承下去，让更多的意大利人了解中国。” 罗
马孔院意方院长马西尼说。

中方院长张红代表罗马大学孔院对图书馆的落成表
示祝贺。她说：“这些图书既属于中国和意大利，更属于
全人类，属于过去和现在为中意交流做出重要贡献的白
先生和当代意大利汉学家们，更是属于立志为世界学术
繁荣做贡献的各国青年学子。相信图书馆的成立将更好
地服务于新时代下的学术交流。” （于迪 贾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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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规模最大华文学校成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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