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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乌干达当地教
师孵化项目”

“请问，您是我们学院的老
师吗？”

“ 是 ， 我 是 语 言 学 院 的 老
师。”

“您贵姓？”
“我姓张。”
“我们认识一下，这是我的

名片。”
在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教学

点鲁扬子中学，学员们正在讲台
上模拟角色朗读课文。

今年 3 月起，来自乌干达全
国各地中学的35名青年教师来到
鲁杨子中学，进行为期 9 个月的
封闭式集中培训。到年底培训结
束后，他们就可以回各自学校做
中文教师了。这一采用全新教学
模式的“乌干达当地教师孵化项
目”，未来将给乌干达留下一支

“带不走”的中文教师队伍。
23岁的学员希尔达是首都坎

帕拉以北40公里恩杰杰高中的英
语老师。“当学校公布中文培训教
师选拔的通知时，我毫不犹豫地
报了名。”希尔达说：“学好中文
可以让我在工作中更有竞争力。”

学员贾斯特斯来自坎帕拉以
东 400 多 公 里 的 卡 巴 莱 三 一 中
学 ， 是 一 名 斯 瓦 希 里 语 教 师 。

“中文难学的是汉字书写、
声调以及量词的使用。在
掌握一些规律后，我发现
中 文 变 得 越 来 越 有 意 思
了。”

课余时间，这些未来
的中文教师喜欢上了打乒
乓球。最初班上只有一名
学员会打乒乓球，发展到
现在有二十几名学员会打
乒乓球了。

学员阿兰在了解乒乓
球 比 赛 规 则 和 练 习 打 球
后，觉得乒乓精神和中国
人永不言败的精神很像。

“中国人对未来抱有信心和
希望，不到最后一刻，绝
不骄傲自满、掉以轻心，
也不轻言放弃。”

来自浙江师范大学的
钱明敏是中文培训班的一
名教师，主要教授中文语
法和词汇。

她介绍说，授课第一个月
时，上下午都安排了课程，后来
发现这种“填鸭式”授课方式许
多学员消化不了。“为此，我们
经过和国内中文教学专家讨论，
决定采用‘知识内化’教学模
式，将下午 3 点半后的教学调整
为课后辅导，指导学员作业和回
答他们感兴趣的问题。”

“ 乌 干 达 当 地 教 师 孵 化 项

目”最初由乌干达教育部提出申
请，中国汉办和乌干达教育部合
作设立，旨在创新本土中文教师
培训方式，分 3 期进行。每期分
四阶段授课和考核，第一、二阶
段安排了中文综合、听力、口
语、书写课程以及中华历史文化
和国情知识的介绍，第三阶段后
增加中文专业知识、教学技能、
教学法等内容，最终让学员通过
中文水平4级考试。3期培训结束
后，受训总人数预计达到100人。

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

麦大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洪永
红介绍说，每年汉办派往麦大孔
子学院20名左右中文教师，加上
当地一名本土中文教师，仅靠这
20多名教师，在乌全国开展中文
教学远远不够。

目前，培养本土中文教师是
孔子学院的重要任务之一，如此
成规模集中封闭式培训本土中文
教师的麦大孔子学院，是第一个
进行海外试点的孔子学院。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洪永红说：“这种项目孵化型培
训创新模式，加大了对本土中文

教师的培养力度，可有效弥补中
文教师缺乏的短板，亦可带出一
支永远扎根当地的师资队伍。”

洪永红表示，在本土教师培
养孵化行动中，孔子学院通过强
化教学管理和教学实践，提高当
地教师的中文语言和教学能力，
争取把他们培养成稳定的中文师
资力量，从而帮助更多乌干达人
学习中国语言、体验中国文化。

“学员们非常珍惜这来之不
易的学习机会，学习非常刻苦，
许多人早晨 6 点起床后就开始自
习，晚上10点下课后仍然在教室
坚持学习。”钱明敏说。

麦大孔子学院乌方院长奥斯
瓦尔德·恩多莱里尔表示，麦大
孔子学院已与乌干达国家课程发
展中心建立伙伴关系，在乌干达
中学推广中文教学。“‘乌干达
当地教师孵化项目’完成后，将
在100所学校开设中文课程。”

“这里的每一名本土教师都
是中文在乌干达传播的‘星星之
火’，是中文教育在乌干达发展
的最坚固的基石。”乌干达国家
课程开发中心主任格蕾丝·巴谷
玛说。

（据新华社坎帕拉电 记者张
改萍）

在阳朔“筑巢”的南非“鹰”

古老的中式庭院小巧雅致，简洁的西式装潢点缀其中，这里是人们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栖息之地——“秘密花园”。百年历史的
清代民居重焕光彩，成为宣传广西桂林市阳朔县乡村旅游的名片。

南非建筑师伊恩·汉密尔顿，多年前辗转来到桂林阳朔县旧县村，那
个斑驳落寞的古老庭院令他魂牵梦萦。

2011年，在当地村干部帮助下，他以全部积蓄，陆续在旧县村租下
了24户人家的8栋老民居，租期20年。在装修改造中，伊恩留存了中国
传统建筑庭院格局，并加入西方元素建成酒店，取名“秘密花园”。

而后，伊恩借力广西美丽乡村建设，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将老房
的污水通过埋在地里的排污管道排走，再经土层中的石渣过滤，零污染
回流到田屯间。

在伊恩的画室里，墙上的巨幅油画 《五星红旗》 显得格外醒目。他
说，他创办“秘密花园”的初衷不是开酒店、赚钱，而是为了保护古建
筑，让人重新发现它的美。

村民们说，伊恩非常乐意分享自己修葺古宅的经验，他希望旧县村
的古宅都能得到大家的保护。伊恩对古宅的改造，更新了旧县村村民的
观念，当地的村民也重新开始审视古宅的价值，保护古宅行动在当地方
兴未艾。村民们搞起了乡村民宿、农家乐，逐渐尝到开发“农家乐”的
甜头。全村依托美丽乡村或自家古建筑，旅游年收入超1000万元。

梦中的乌托邦——“老家”

“老家”是阳朔县浪石村里一幢清代宅邸，现在是一家民宿，由荷兰
人马尔廷和美国人埃里克经营。

2012 年，在上海留学的马尔廷来桂林旅游，机缘巧合探访了浪石
村。他惊叹于喀斯特地貌的田园风光，也邂逅了250年前的清朝宅邸。

回到上海，马尔廷联系了他的美国朋友埃里克，相同的生活理念，
让他们成为了“老家”的创始人。他们签下了20年的租赁合同，在理解
原初设计元素的基础上，保持了古宅的原状。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也来
到中国帮工一个月。翻修的过程缓慢而艰难，他们保护中国古宅的初心
感动了村民，村里一群 50 多岁的大叔开始帮忙装修，马尔廷称他们为

“老家”的救星。
在大家的努力下，浪石村“老家”于2013年8月1日开门迎客。开张

后的两年时间，“老家”接待了140多个国家300多名访客。30岁的海波
是“老家”的管家，也是村里的乡村医生。“我接待了世界各地的人们，
学会了英语，我为我的家乡感到骄傲。”

在他们的影响下，村民开始自发重修老宅，马尔廷和埃里克让更多
的村民参与到民宿的运营中，一起创造美丽浪石。

旅行者之家——月舞

一次社交活动，来自荷兰的罗兰先生在阳朔遇见了他的爱人——中
国的姜女士。他一直向往一个有传统中国之美又贴近自然、远离喧嚣的
地方。

阳朔十里画廊景区的如诗如画让他惊叹。2011年，他在金宝河畔筹
建了阳朔月舞度假酒店，名字起源于酒店毗邻的月亮山。施工工人“在
月亮下跳舞”的玩笑话给予了罗兰灵感。月舞，顾名思义：月下起舞。

经过几年发展，“月舞”的生意越来越好。罗兰的中国妻子姜女士还
创办阳朔四叶草幼儿园，为阳朔第一家双语幼儿园。现在幼儿园有4个班
级，大部分学生是当地的孩子。

称 呼

叙利亚人的名字构成是本名-
父名-姓氏，不过现代叙利亚人常
常把父名省略，只保留本名和姓
氏。一般来说，正式的礼貌称
呼，应该是名字加姓氏，简称可
只称姓氏，熟人或亲朋好友之
间，常以名字相称。

礼仪场合，对叙利亚人以先
生、女士、小姐相称，或加上其
姓氏。称呼当地妇女时，名字前
面加上阿拉伯语“西蒂”，意为

“某某夫人”或“某某太太”。在
成年男子名字前面加“艾布”，表
示“某某之父”。

礼 节

社交场合以及平时人们相见，
最常见的礼节是先问候再握手。同
性亲朋好友，在久别重逢或离别
时，会热情拥抱并亲吻对方腮部，
男人习惯先吻左边、再吻右边，而
女子则相反，先右后左。男、女之
间，只握手，不拥吻。

拜 访 叙 利 亚 人 ， 须 预 先 约
好。客人到达，主人习惯端上苦
咖啡招待，咖啡一般不倒满，其
量仅占杯子的1/3左右。

叙利亚人在家中请客，一般
只有男性出面招待。他们待客热
情，好友之间感情真挚、亲密无

间，同行时喜欢肩并肩、手拉
手。

他们的送礼习惯是，不可用
酒或女人照片作为礼物。男客人
送礼，只送男主人，不送女主人
以及已婚女子。说话时如将手插
在裤兜里，或双臂相抱，则被视
为是辱人之举，非常失礼。

服 饰

叙利亚处于阿拉伯世界与欧
洲的十字路口，其服饰以阿拉伯
袍式服装为主，而西式服装则在
年轻人中间流行。人们喜欢穿白
色、黑色等阿拉伯式大袍，扎腰
带，头上披戴白色或红白相间的
花格头巾，并以黑色或棕色头箍
缠头或头戴白帽。

女式袍装颜色多种多样。穿
彩色袍装者多为年轻女性，其头
饰以金银、花朵为主；老年妇女
穿着保守，多穿黑长袍，戴黑头
巾，且戴面纱。“

饮 食

叙利亚人的主食以面饼和米
饭为主。在首都大马士革街头，
到处都有烤羊肉小铺。他们待客
的最珍贵菜品是烤全羊，将羊肚
子内塞满大米、葡萄干、杏仁、
松子等干果和调料，放在火上慢
烤，至羊肉焦黄、流油，便分割

成块，与面饼一起吃，或用薄饼
包起来食用。其他名菜还有羊肉
卡 巴（Kebabs）、鸡 肉 丸 （Shish）、
炭烤牛等，配香料和柠檬汁吃，
颇为独特。

叙利亚的手抓饭，是先将大
米焖熟，然后撒上松仁、浇上奶
酪酱。他们吃饭时，只用右手抓
食，不能用左手。就餐、喝汤，
忌讳发出声响。

叙利亚人的口味偏甜，几乎
每餐必备甜食。常喝红茶，喜加
糖。喝咖啡则加豆蔻，味略苦，
但清香。

虽然穆斯林不喝酒，但叙利

亚不像其他阿拉伯国家那样禁

酒，商店、饭店各种酒类均有出

售，请客时备酒也很常见。宴请

结束，主人送客人至门外，并给

客人捧上糖果，以期让其留下甜
美回忆。

婚 俗

在首都大马士革，流行沐浴

相亲的习俗。姑娘被看中，男方

的母亲便邀姑娘与其母，一同在

公共浴室洗浴、聊天、进餐。若

双方父母都满意，便会征求姑娘

的意见，若姑娘连说三声“我愿

意”，就算订婚了。
男 方 家 庭 要 准 备 新 房 、 贵

重彩礼、金银首饰等。即使目
前处于战争状态，叙利亚人对
婚礼仍然很重视，有的新人依
然穿白婚纱、大礼服。婚礼由男
方家庭举办，婚宴加歌舞，盛大
而隆重。

禁 忌

叙利亚人喜爱绿色，视绿色
为吉祥色。忌讳黄色，认为黄色
代表死亡，令人悲伤。

穆斯林禁食猪肉，禁用与猪
有关的制品。“斋月”白天不得进
食，工作时间亦相应缩短，即使
遇有外交宴请，也必须在日落之
后才能举行。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在莫桑比克马普托，莫桑比克第一位本土汉语教师赛尔在蒙德拉
内大学为汉语专业学生们授课。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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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师：
我有时候在媒体上看见“携夫人”，有时候

在媒体上看见“偕夫人”。请问这两种说法是否
都可以用？如果都可以用，两者有什么不同？谢
谢！

山西读者 孟马城

孟马城读者：

“携”表示“携带”之义，也就是随身带着的

意思。可用于物，也可用于人。例如：

（1） 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一周后落网。
（2） 这几个士兵已经携抢投诚了。
（3） 每年到这几天，村民扶老携幼来看戏。
（4） 领导让大家携眷参加团拜会。
用“携”表示带着家属等的用法古来就有。

例如：

（5） 携其妻子。（《公羊传·襄公二十七年》）
（6） 自晋以来，尚书官僚皆携家属居省。

（《南史·徐摛传附徐孝克》）
（7） 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

子外不得携他妇人。（《明史·李自成传》）
成语“携家带口”是说带着一家老小。媒体

中说的“携夫人”指携带夫人。
“偕”有“一起”“共同”的意思。常用来表

示一起做什么事。例如：
（8） 他们几个人偕行，一直走到三十里堡。
（9） 祝福两位新人百年好合，白头偕老，万

事如意。
“偕夫人”是说跟夫人一起 （做什么）。《现代

汉语词典》中有“不日将偕夫人抵京”的用例。
在人民网、光明网等媒体上观察，发现“携

夫人”跟“偕夫人”用例都比较常见，“携夫人”
的用例稍多些。

从词语的使用来说，如果语义侧重于有主有
次，说某先生携带
夫 人 进 行 某 项 活
动 ， 可 用 “ 携 夫

人”。如果语义侧重

于某先生和夫人一

起 进 行 某 项 活 动 ，

可用“偕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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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漫谈

叙 利 亚 礼 俗
马保奉

“带不走”的中文教师队伍“带不走”的中文教师队伍

外国人在桂林的

叙利亚女子正在参加时装秀表演。 图片来源：新浪财经网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伊本西纳大学，汉语系教师法尔扎
娜·哈希展示她获得的荣誉证书。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