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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激发各国青年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增进世界对中国语言与中华文化的理
解，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举办“汉语桥”系列中文比赛，包括“汉语桥”世界大
学生中文比赛、“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汉语桥”全球外国人汉语大会三
项比赛，至今共吸引了100多个国家的逾百万人参与。

虽然三项比赛启动的时间不同，但在“汉语桥”比赛这个大舞台上，来自各国的
选手，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中文和中华文化的魅力。“汉语桥”也成为广受关注的汉
语“奥林匹克”，被誉为连接世界的“文化之桥、友谊之桥、心灵之桥”。

正如来自苏丹喀土穆大学、在第十六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中问鼎冠

军的赵之行所言：“每年都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参加‘汉语桥’比赛，虽然我们国
家、种族、宗教、母语不同，但当我们使用汉语进行交流时，内心都怀有相同的感动
……我最大的愿望，是借用汉语这一桥梁，用自己小小的力量，去消除偏见并了解其
他国家，为促进国家间的友好发展尽绵薄之力。”

对参赛选手来说，“汉语桥”不仅是通向中国的一座桥，借由这座桥，可以学习汉语，
开阔视野，走近中国；“汉语桥”还是通向世界的一座桥，选手们可以借此认识来自世界
各地的朋友，收获友谊，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汉语桥”更是通向未来的一座桥，不少选
手的梦想由“汉语桥”启航，立志为世界文化相互尊重、共同繁荣而努力。

我经常在书里看到“天下一家”这个词，但
之前对其并无深刻印象，也没能体会其中含义。
但是自从我去年参加了“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
文比赛，对很多以前似懂非懂的词能理解了，其
中让我感受最深的便是“天下一家”这个词。

参加完“汉语桥”比赛回到缅甸后，周围的
朋友们十分羡慕我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正是通过

“汉语”这座桥，让我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了
“家人”。比如我在中国有了一位彭爸爸和一位
范妈妈，在津巴布韦和塔吉克斯坦各有一位“姐
姐”，在美国、新西兰、韩国、日本、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还有许多互相牵挂的朋
友。“学好中国话 朋友遍天下”这话一点儿都没
错。学习汉语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还让我拥有
了非常宝贵的财富——朋友。参加“汉语桥”比
赛的那段时间，是我去年过得最有意义的时光，
其过程之丰富让我回味，比赛的场景至今历历在
目。

我还记得，当时我和来自新西兰的参赛选手
同时抵达北京，由于酒店和机场之间有 1个多小

时的路程，我们一路聊了许多话题。他用流利的
中文向我介绍新西兰，不仅让我对这个国家印象
深刻，更让我感受到了汉语这座“桥”的魅力。
在后来的比赛中，我认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选
手，大家在一起交流学习汉语的经验、分享有趣
的网络用词，一起准备考试，一起经历快乐、紧
张、兴奋、难忘的比赛过程。从初见时的“你
好”到分别时泪水涟涟的“再见”，我们知道这
份情谊已长存心底。虽然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听完我和参加“汉语桥”比赛选手之间的故事
后，我在缅甸的两位同桌告诉我她们也想学汉语。
我们就利用课间休息时间，自发组织了一个小小
汉语学习班。

虽然我们学习的时间不是很多，学习汉语时，
她们还遇到不少困难，声调让她们晕头转向，写每
个汉字都需要练习几十遍……但是大家都很努
力。在我们班里流行一个中文绕口令：“四是四，十
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要想说对四，舌头
要伸直，要想说对十，舌头别伸直。”

说起学汉语的趣事真是数不胜数。有一次我
的两位同桌练习汉字时我说：“加油！”结果两个人
说：“好，放学后去加。”还有一次，我的朋友夸我
一句“你的汉语好厉害啊”，我回她一句“哪里哪
里”。没想到她居然回复我说：“书本里啊、说话里
啊。”当时把我弄得哭笑不得。

看到两位同桌的汉语在慢慢进步，我十分开
心。她们也希望能像我一样通过汉语这座桥，交到
不同的朋友，体验不同的文化。确实，当年一起参
加比赛的选手，虽然我们身处不同的时区，但我们
都用中文来表达思念之情，那种感觉棒极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天下一家”这个词的
含义理解得更深了。我希望将来能尽自己的绵薄
之力传播中国文化，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汉语的魅
力。

中国有句古话：“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而我认为心相通
在于语相通。只有语言相通，才能将不同国家、不同肤色、
不同信仰的人汇聚一堂，才能将彼此的心拉近。

2017年，我有幸代表马来西亚的大学生到中国参加“汉
语桥”比赛，幸运的是获得了第十六届“汉语桥”世界大学
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的亚军。这是我人生中获得的最大奖
项，虽然比赛已过去 1年，但我仍然记得比赛时的那份激动
和喜悦。因为我收获的不仅是一个奖项，更有来自世界各地
的友谊。我让更多马来西亚的人了解了中国，也让更多的人

看到了马来西亚人的风采。
“汉语桥”给了我一个平台，让我以汉语为桥，结识到来自

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不同、语言不同的朋友，我们在“汉语桥”相
遇，因为汉语结缘，更因汉语相识相知。因为汉语这条纽带，我
们不仅了解了中国文化，也了解了世界各国独有的文化。

“汉语桥”比赛结束后，我学习汉语的脚步并未停下。同时
我也把汉语和中国文化介绍给更多的人，希望大家能感受其魅
力。因为我是一名歌手，便借助歌声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传播中国文化贡献力量。

在第十五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
上，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安德烈一路过关斩将，问
鼎冠军。 如今，他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一名
研究生，修读概率论，课余还在一所中文学校当
数学老师，用中文教华裔学生微积分。

“我的学生都是华裔，对于我能用中文教数
学课，他们觉得很惊讶。”曾有学生对安德烈
说，这是他第一次喜欢数学课，希望安德烈能继
续教下去。听了那番话，安德烈很感动。

从完全不会汉语，到来中国参加“汉语桥”
比赛；从“数学学霸”到“汉语达人”，安德烈
分享了自己多年学习中文的经历。

学汉语没捷径

安德烈透露自己学汉语的窍门，就是要想办
法让新字、新词变成自己讯息网的一部分，这样
才能把它们牢牢记住。他会把新学会的字词跟所
学的知识建立联系，会花时间去理解这些字可以

怎么写、怎么用、是什么意思，并用它们造句。
在准备“汉语桥”比赛期间，安德烈特意找来一
位汉语老师，为他每天上 3个小时的课。其余时
间他会上网看有关中文的资讯，“我会不断地复
习，并且预习老师明天的授课内容，先期熟悉，
才会学得快。”安德烈说。

在安德烈看来，学好中文不能走捷径，必须
让自己保持学习的状态。

他说：“我一整天都在学习中文，在上课的
路上，在地铁上，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昨天认识了
一个新的汉字，它怎么写，是什么意思，然后用
它造一个句子。”

会中文发展空间大

除了请老师为他补习中文，安德烈还曾在蒙
特利尔佳华学校上中国历史课，从课上深入了解
中国文化。由于往届“汉语桥”比赛的习题中有
很多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知识，他对中华文化
的兴趣愈来愈深了。比赛后，他也没有把知识抛
之脑后，反而积极地跟汉语老师学习中国古诗
词，“ 《琵琶行》《长恨歌》 我都背过，也学过

《诗经》。老师还系统给我讲了中国古代史和现代
史，悠久历史积淀的文化，的确让人叹服。”

对汉语初学者来说，容易混淆音义相近之词。
安德烈直言，自己在学习中文时对这一点感触尤
深。“有一次，朋友请我去吃元宵，我跟他说‘天还
没黑呢’，他听得一头雾水。我说‘元宵不是都是晚
上吃的吗’，他才明白过来我说的是夜宵。”虽然学
中文不易，但安德烈没有轻易放弃，他喜欢挑战。

“中文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中国经济正
在高速发展。我相信，学习中文会让我毕业后有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安德烈说。

学习中文多年，安德烈结识了很多与他一样
热爱汉语、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对于学习中文所
带给他的一切十分感恩。

家住北京二环的楚杰士每天最喜欢的事是骑着自行车，
穿过小胡同上下班。这个26岁的小伙子来自法国，是一名城
市规划和设计师。他有个愿望：对北京的胡同进行合理改
造，“希望没那么多汽车，更人性化”。

楚杰士和中国的缘分始于 2009 年参加第二届“汉语桥”
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在这场比赛中，他获得了个人综合一
等奖。但他与中文结缘更早：“我从 13 岁起开始学中文，因
为对中国很好奇，想了解为什么中国发展这么快 。”

“要做就做到最好”

楚杰士坦言，当年决定学中文，只是出于对遥远而神秘
的中国的好奇。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
力，想更深入了解中国。这一愿望使得他坚持下来学习这门

“学起来并不容易”的语言。
对楚杰士来说，学中文的过程非常不容易。他还记得刚

开始学习中文时，总是喜欢和同学交流有关中国的事情。“当
时，我周围的同学并不能理解，有时还会模仿我的中文发

音。” 从那时起，他开始全方位地努力自学，包括看中国电
影、听中文歌；遇到不明白的词，就用“百度”搜索。

让他欣慰的是母亲很支持他学中文。“妈妈告诉我，我尊
重你的决定。但自己选择的路，不论多艰难也要坚持走下
去，不能半途而废，要做就做到最好。”

楚杰士并没辜负母亲的期望，2009年参加“汉语桥”比
赛不仅取得骄人成绩，更让他近距离了解了中国，也让他有
机会入读清华大学建筑系。

如今的楚杰士中文流利。“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他不仅能背诵喜欢的中国
诗歌，还开始自己创作中文诗歌。

爱中国爱城市规划

入读清华大学建筑系后，楚杰士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是
城市规划。“但我当时所学的专业偏向建筑设计，于是中途退学
重回法国，到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习汉语和国际关系
专业。”楚杰士说，“虽然放弃了清华大学的学位，但我对中国的
感觉像恋人一样，缘分未断。”完成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
学院的课程之后，楚杰士在马赛大学继续攻读城市规划硕士。

“硕士毕业之后，在法国我有点儿待不住，特别想再回中
国。”去年他如愿进入一家法国设计公司的北京分部，“我 8
岁时就对城市设计和建筑规划感兴趣，当时常通过电视了解
北京、上海的城市发展，现在终于能走近这些城市。”

实现了梦想的楚杰士不仅喜爱他现在生活的北京，更从
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角度去打量这座城市。他读王军的 《城
记》，“从中获得了很多不一样的专业知识。比如书内描述北
京胡同的生活，我就根据书上所记述的去亲自感受”。

在中法两国间往来穿梭，楚杰士告诉笔者，他还是更愿
意留在中国。在他看来，不仅在中国日常生活的便利度相较
法国更高——“共享单车，支付宝等都很便利”，就业机会也
更多。“中国讲究实干，很多规划会落到实处。作为设计师，
也就有更大的空间去实践。”楚杰士说。

赵之行是苏丹喀土穆大学中文系学生，从小对博大精深
的中国文化充满兴趣。从入读大学时正式学汉语的他在第十六
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中获得总冠军。他认为学好汉
语，除了要在课堂里用功学习，还要让汉语成为自己的兴趣。

学好汉语有窍门

在“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中夺冠时，赵之行的汉语
学习时间只有大约两年，但是基础却很扎实。他认为这要归功
于自己的学习方法，“一是上课认真听讲，多跟老师请教，再就
是多看中国影视剧。”他在课余时间就曾看过《亲爱的翻译官》
等。“通过看电视剧能学更多日常用语。”赵之行说。

除了对热门电视剧感兴趣，赵之行也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
节日。“每个地方传统节日的风俗并不相同，我觉得特别有趣。”

赵之行认为学习汉语最困难的是汉字和多音字。“因为我
汉字写得不好看，所以老师一直要求我在这方面下功夫，现
在我写的汉字比之前已经好多了，但我仍在继续学习，有空
时就拿出练习本开始写。”

对多音字的感受首先来自他的名字——赵之行，“行”是
一个多音字，所以他常常要向别人解释自己的名字是行

（háng），不是行 （xíng）。“每次都要解释，真的有点儿
累。不过没办法，这就是汉语的精深呀！”赵之行说。

为未来就业铺路

赵之行告诉笔者，学习汉语之后自己变得更加开朗。“参

加‘汉语桥’比赛之前，我多次参加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举
办的活动，例如汉字听写比赛、诗歌朗诵比赛等，加深了我
对中国和汉语的认识。”赵之行说，参加“汉语桥”比赛不仅
提高了他的汉语水平，而且还遇到来自世界各地和他一样对
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同学，并成为朋友，他觉得十分幸运。

回望汉语学习之路，赵之行庆幸自己一直坚持。“我很感
谢妈妈，因为是她让我学中文，每次参加比赛妈妈都在第一
排鼓励我。参加‘汉语桥’比赛时，有时我会觉得太累了，
想放弃比赛，但妈妈都在鼓励我，给我打气。”

赵之行注意到，随着汉语热的升温，苏丹学汉语的学生
越来越多了。“因为学好中文是未来就业的加分项。虽然我当
时学中文时，大家觉得有点怪。”

从2002年“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启动开始，“汉语桥”系列中文比赛已成为世界人文交流领域的知名品牌活动。本版专访5
名参与历届“汉语桥”比赛的选手，来听听他们对中文和中华文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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