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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
发展。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越来
越多的国家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与中
国开展经贸合作、文化交流，越来越多的
国际友人希望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国情
等有进一步的了解。在此背景下，“中华思
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下称“工程”） 应
运而生。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指由中华民族主
体所创造或构建，凝聚、浓缩了中华哲学
思想、人文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
以词或短语形式固化的概念和文化核心
词。它们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自然与社
会进行探索和理性思索的成果，积淀着中
华民族的历史智慧，反映中华民族最深沉
的精神追求以及理性思索的深度与广度。
它们有助于当代中国人理解中国古代哲学
思想、人文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之
变化乃至文学艺术、历史等各领域之发

展，也有助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了解当
代中国、中华民族和海外华人之精神世
界。

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承担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
程”旨在全面梳理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特征
和民族思维方式、体现中国核心价值的思
想文化术语。为此，“工程”组织了文、
史、哲各学科及翻译领域的百余位专家学
者，他们分别来自国内 40 多所高校和研究
机构；此外还有 10 多位知名汉学家参与术
语的英文翻译及审订。

“工程”的基础成果是汉英对照的“中
华思想文化术语”丛书，截至目前，“工
程”已经以汉英对照的形式出版了 5 辑图
书，每辑收100录条术语。

整理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是为了更好地
传承、传播这些术语。截至今年 5 月，外
研社与 15 个国家的出版社签订了 13 个语

种的版权输出协议，包括英语、法语、西
班牙语、阿拉伯语等。外研社还与世界著
名学术出版集团施普林格·自然公司合作
出版“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研究丛书”（英
文版），由施普林格公司以纸质版和数字
版的形式向全球发行。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是一个
既注重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又力求有所创新
的工程。讲传承，“工程”较全面地梳理、
解释凝聚中国智慧的术语，它们是民族智
慧的原创和代际传递；讲创新，是通过

“工程”，让海内外更多的读者了解中华传
统思想文化的精髓，促进中国对外话语体
系的建设与中国内容的国际表达，推动不
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术语系列多语种
图书的出版与海外输出，也是传播中国声
音、讲好中国故事的成功范例。

（作者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副总编
辑）

本报电 日前，尼日利亚
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在詹可斯
班中学举办“粽香端午”活
动。孔院中方院长王永静、3
位志愿者老师、詹可斯班中学
学生等近 400人参加了此次活
动。

王永静以中国的名人名地
为切入点，为学生讲解中国文
化，使他们更全面地了解了中
国。孔院教师志愿者尹老师为
大家详细介绍了“端午节”的
由来和传统习俗。在汉字书写
比赛环节，5位学生到台上写

“我爱中国”4 个汉字，他们
一笔一画、有板有眼的书写，
赢 得 了 现 场 观 众 的 阵 阵 掌
声。

（倪 雪）

本报电 日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8
届来华留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
该校红天体育馆举行。共有来自101个国家
的 819名学历留学生顺利毕业并获得学位，
其中包括15名博士研究生、316名硕士研究
生和488名本科生。该校校长王稼琼为2018
届来华留学毕业生一一颁发学位证书。

王稼琼表示，希望同学们今后不论在
何时何地，都能积极发挥个人的正能量，
永葆慈悲与感恩之心，为增进不同国家人
民的友谊，促进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增进
全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

据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来华留学教
育始于 1954年。截至到 2018年，该校长期
来华留学生共计 3332 名，来自于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学历留学生 2578
名，占留学生总数的 77.4%。60 多年，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已累计培养了 7000 余名学历
留学生，2.8万余名非学历留学生，诸多校友
成为相关领域的栋梁之材。

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校设置了语伴项目并鼓励留学生开
办语言班，在学习中文的同时，也教授英
语、韩语、西语等。

“我刚来贸大时，中文非常不好，因为音
调的错误出了很多笑话”，来自俄罗斯的硕
士毕业生塞娜在回忆来华之初的情况时说：

“中文真的很难，幸好有我的朋友们，他们一
直在帮助我纠正。”

（申李洁 宋嘉凤）

让海内外读者了解传统文化精髓
章思英

对外经贸大学：
819名来华留学生获得学位

拉各斯大学孔院
“粽香端午”活动走进当地中学

在学生们最期待的“学习包粽子”环节，华非面
馆的面点师傅红姐 （左四） 为学生示范如何包粽子，
在学习和品尝粽子的过程中，同学们真真正正地享受
了“粽香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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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在西班牙长大，对中国既熟悉
又陌生。我知道它在遥远的东方，是生养
我祖辈的地方。因为爸妈工作安排和我们
的假期很难合拍，我们一家很少回国。去
年寒假，爸爸妈妈早早安排好工作，带我
和妹妹回国过年。我特别激动——终于能
好好看一看我的家乡了。

一回到中国老家，我们就受到亲戚的
热情款待。其中，我最好的玩伴就是表
哥，当时他 13 岁。虽然我们年纪相仿，但
他比我高一个头。表哥向我介绍了许多好
玩新奇的东西，还带着我去逛各种有趣的
地方。比如我们去过一个娱乐中心，那里
可以玩密室逃脱、抓娃娃等，还有一家电
影院，十分繁华热闹。在那里我们总共看
了 3 部春节档电影 《捉妖记 2》《红海行
动》和《熊出没·变形记 》，这些电影或搞
笑或让人感到震撼，我都很喜欢。

在这一个月里，我体验到了许多“中
国特色”。比如到商店买东西或者到餐厅
点餐，用微信或者支付宝就能付账，别提
有多快捷了。大街上有一排排共享单车
——小黄车、摩拜等，所以不管走到哪里

都可以骑自行车，特别方便。如果骑自行
车不能到的地方，可以通过手机上的嘀嘀
打车应用软件叫出租车，附近的车两三分
钟就能到达，乘车费用也不高，真是不可
思议。

表哥告诉我，我们家乡附近的杭州发
展非常快，比如有无人驾驶的巴士，还有
随处可见的现代化高楼大厦。

以前我以为国内会有空气污染，可是
那次回国，我发现一切都在好转。在我的
家乡，春节禁放鞭炮，因为燃放鞭炮会污
染空气。我暗暗为这项措施叫好，因为只
有这样，我们的环境才会越来越好。

这次回国所见到的和感受到的一切，
让我和妹妹都想留在国内，不想走了，因
为国内的生活实在方便。当表哥介绍说国
内基础教育要求严格，我一听感觉压力挺
大，但是又一想，有压力才有动力呀！从
小就严格要求自己全面发展，以后才能为
家乡、为他人做贡献。

我作为一个华人，在国外也要努力加
油，不能给中国丢脸！

（寄自西班牙）

我出生于美丽的巴塞罗那，曾经
是摄影师的爸爸现在和妈妈在经营一
家酒吧。比我小一岁的妹妹漂亮又聪
明，有时我会跟她吵闹，但还是很喜
欢和她在一起玩耍。我还有一只小狗
特别可爱，白色的毛像棉花糖似的。
我的家庭普通又幸福，我爱它。

从小在西语环境长大的我对中文
很感兴趣，爸妈也一直教导我要学好
中文。从一年级起，我便在巴塞罗那
孔子文化学校学习中文，现在已经是
6年级的学生了。学校里所教的中国
历史典故等，都十分有趣。这几年我
学了汉字、语法，更重要的是了解到了
一些跟中国相关的知识。我会继续坚
持中文学习，希望能做中国和西班牙
文化交流的小使者。 ——作者

我想留在家乡不走了
虞华锦 （14岁）

6月5日，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孔子学院外方院
长滕菁从新布伦瑞克省教育部副部长手中接过杰出
贡献奖证书。

从2007年新布伦瑞克省孔子学院开办之初的14
名学生，到如今的5000余名学生，滕菁是这些学生
汉语学习的见证者，更是推动者。

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已有 146 个国家和
地区建立了 525所孔子学院和 1113个孔子课堂，各
类学员累计达 916 万人。在孔子学院扎根当地、快
速发展之路上，和滕菁一样的外方院长发挥了独特
的作用。

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2007年，新布伦瑞克省孔子学院开班，来自伯
尼斯高中的有 9 名学生，来自河景高中的有 5 名学
生。回首往事，滕菁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孔院刚刚
起步，汉语教学和孔院管理都由她一肩挑。“想找校
长联系下个学校的课程，人手却不够，各种压力扑
面而来”，但她“从来没想过要放弃”。

让滕菁感动的是，第一个学期结束，学生们准
备了当地最有名的玻璃球送给滕菁，以表达对汉语
课的热爱。几学期过后，孔院收到了一个高中汉语
班的学生写来的一封信：“汉语课改变了我对中国的
看法。过去我对中国带有误解与偏见，但因为接触
滕老师的汉语课，我更愿意多方面了解中国。”

“希望了解中国”是当时大多数学生选择学习汉
语的原因。“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了解中国，孔子学院
是他们走近中国的桥梁。”滕菁说。

2013年，加拿大钢琴家罗杰·罗德到新布伦瑞克
省孔子学院为上班族开设的汉语夜校班学习，由此
敲开了他的汉语之门。“语言和文化相辅相成，我想
更多了解中国音乐的内涵，就必须懂汉语。但是学
习汉语之后，我就被中国文化迷住了。”从此之后，
罗杰·罗德无论到哪里演出，都不忘给孔子学院做宣
传，“我是孔子学院的一员，孔子学院的老师热情友
好，给了我很多帮助。”

爱上中文的不仅仅是罗杰·罗德：渥太华政府官
员在学习汉语后，热心参与中文项目；新布伦瑞克
省最高法院的法官，虽然工作忙碌，但仍坚持上汉
语夜校班；新布伦瑞克省渔场老板因为学习汉语课
程，开始招募中国工人，建立中加商务贸易……学
生越来越多，滕菁在当地的“名气”越来越大。

有一次她去看牙医，大夫忽然问她：“您是不是
汉语老师 TJ？”原来这位医生的女儿曾是孔子学院
汉语班的学生，回家经常说起中国针灸，还跟随团
队到访过中国。

发展中外友好关系

在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发
展中国与外国友好关系的路上，滕菁并非独行者。

第十一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上，拉脱维亚大学
孔子学院的创始人贝德高教授获“全球孔子学院先

进个人”称号。
在1949年，贝德高还是一名对未来世界充满探

索欲的 11 岁少年。“1949 年 10 月 1 日，父亲告诉
我，世界上诞生了一个新的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此后我与中国结下了不
解之缘，中国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从上世纪60年代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汉语，到毕
业之后在一所大学中文系任教，再到拉脱维亚外交
部工作，后又到中国……一路走来，贝德高为汉语
推广和中拉友好倾尽全力，为拉脱维亚培养了一代
又一代的汉学人才。

2004年，贝德高回到拉脱维亚大学，继续从事
汉语教学工作。作为拉脱维亚汉语教学的奠基人，
在不断发展壮大拉脱维亚大学乃至全国汉语教学事
业的同时，也为早日在拉脱维亚开设孔子学院积极
奔走。在贝德高的不懈努力下，2011年，拉脱维亚
唯一一所孔子学院——拉脱维亚大学孔子学院正式
成立，古稀之年的贝德高出任外方院长。从申请场
地、招收学生到组织活动，贝德高亲力亲为，使得
孔子学院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

“虽然我已近耄耋之年，但我还要继续为中拉文
化交流做贡献！” 贝德高说。

搭建一座交流之桥

对孔子学院的外方院长来说，促进中国与所在
国的友好交往是其职责。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孔子
学院外方院长戚牧迪把自己所承担的工作比喻为架
设一座交流之桥。

“我有责任保证中方院长、汉语教师志愿者和当
地社区的交流顺畅。在这个过程中，理解、包容非
常重要。” 戚牧迪说。

在此理念下，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发
展迅速。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拉各斯大学孔
子学院有5000多名学生，18个教学点包括小学、中
学和高校 （拉各斯大学之外）。“我们还希望在拉各
斯最大的商业城中再开一个教学点。” 戚牧迪说。

据戚牧迪介绍，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积极推动
汉语教学本土化，并对本土教师进行汉语培训。“学
员毕业后可以讲授汉语，也可以在当地的中资企业
工作。”

除此之外，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还积极举办各
种研讨会及相关展览来推动中尼交流，并举办夏令
营来推动尼日利亚青少年和中国同龄人之间的交流。

2009年，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启动运行。说到
初创过程，戚牧迪坦言那时“对孔子学院的理解并
不全面”，“随着时间推移，在汉语推广及在推动中
国和尼日利亚之间的文化交流、科技合作等方面，
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起到了重要作用，架起了中尼
民心相通的桥梁”。

“我们希望在拉各斯大学建一个中国文化体验中
心。”这是戚牧迪的愿望。

（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志愿者
杜鹃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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