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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市中心坐落
着一座雄伟的建筑物，它是德里圣
伊西德罗中学。每周六，我所在的
中文学校的学生在这里学习中文，
我正是其中一员。

漫步在学校的花园里，春夏秋
冬，四季不同，风景不同。春天，
草木茂盛，草地是嫩绿的，还开了
好多不知名的小花，这情景让我想
到了万紫千红总是春。我喜欢这些
小花，它们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芬
芳。夏天，太阳晒醒了所有的花
草，紫丁香怒放着，散发着馨香，
让人陶醉其中。秋天，菊花散发出
缕缕幽香，在风霜中展现自己独特
的美，它的坚强让我敬佩。冬天，
挺拔傲雪的松柏带给我很多启示，
也让我感受到它的高洁品格。

一进学校的教学大楼大门，就

能听见学生们的读书声。那清脆悦
耳的声音让人神清气爽，把清晨的
迷糊和一周的疲劳都抛到九霄云外
去了。学校的教学楼很是高大，我
们在这里学习，充实而又开心。教
学楼是我们日常学习的地方，我对
教学楼的第三层有特殊的感情，因
为高年级学生被安排在三楼学习，
在三楼学习也是一种荣誉。在这
里，我认识了许多新同学，与他们
一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我们
在一起学习5年多了，再过一年我就
要离开这儿了，真有点不舍啊！回
想之前大家在一起的日子，我永远
都不会忘记的。

我喜欢我读书的中文学校，它
是那么美。我珍惜与同学们度过的
快乐时光，它是我一生难忘的。

（寄自西班牙）

小时候，我并不是一个爱捣乱的
孩子。因为一直都很听话，从来没被
长辈们教训过。父母常说我很容易
养，祸也闯得很少。可是这样一来，我
的童年故事也没那么有趣了。

我的父母跟朋友聊天，其他家
长说到自家孩子时，都会提到孩子
小时候的淘气事，我的父母只在旁
边安静地笑着听。我起了好奇心，
去问父母，我真的从来没做过一些
童真傻事？他们愣住了，认真地想
了一会儿后，爸爸笑了笑，给我讲
了一个小故事。

那时我还很小，看见妈妈在打
扫，也想做点什么去帮忙。所以见
桌子脏了，便随手拿了些纸，妈妈

不明白我拿纸干什么，说我有点铺
张浪费。当时的我有点不服气，明
明只想帮忙，为什么反而被批评了
呢？可是我也不想和妈妈顶嘴。过
了一会儿，我突然问妈妈：“3 块钱
多不多啊？”她没想太多，看都没看
我 一 眼 ， 就 回 了 一 句 ：“ 不 算 多
呀。”我又问：“那如果 3 块钱不算
多，我刚抽了3张纸，怎么会是拿多
了？”妈妈抬头看着我，听了我的

“歪理”有些哭笑不得，不知道该怎
么回答才好。我至今还记得在旁边
坐着的爸爸大笑的样子。

这件事算是我这个听话的孩子
童年中的一次“反抗”吧。

（寄自加拿大）

我叫伊拉丽，来自意大利，本科毕
业于佛罗伦萨大学护士专业，现在还在
佛罗伦萨大学读硕士。今年9月，我很幸
运地获得孔子学院奖学金，来到同济大
学，开始了我在中国的汉语学习。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关于中国人心
血管疾病的成因研究，这是我第一次接触
到汉语。本科毕业后，我在意大利的一个
诊所和中国人一起工作，又一次和中文相
遇了。由此，我对中文产生了好奇，便开始
利用业余时间在佛罗伦萨大学孔子学院
学习汉语，这种来自古老东方国家的语
言，让我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最近，我非常幸运地参加了在北京
孔子学院总部举办的“孔子学院奖学金
10 周年优秀校友”活动。当踏入孔院总
部大楼的那一刻，我感觉很紧张也很荣
幸。随后，我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孔子学
院奖学金生一起参加了开幕式。在开幕
式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名来自肯尼
亚的留学生，她流利的汉语和刻苦学习
汉语的故事让我深受感触。她是一位母
亲，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中文，她坚持不

懈的精神让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也激
励我更加努力地学习汉语。希望未来的
某一天，我的汉语水平能像她一样好，
能助我实现更多梦想。

因为大学所学专业与医学相关，所
以当听到自己能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参
观，了解古代传统中医学时，我非常激
动。参观那天，当我们一行人到达北京
中医药大学时，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并详细讲解了中医相关知识，例如：五
行等。之后，我们亲身体验了中医的针
灸治疗。通过中医药大学体验之旅，我
不仅学到了中医知识，而且对中国传统
文化有了更深了解。我更加坚定了信
心，要努力学好汉语，助力自己更深入
地了解中国传统医学。

我非常珍惜在中国学习的机会，除
了学习汉语，我在上海还结识了一些从
医的朋友，他们常常邀请我参加一些医
学讨论会。我希望未来能为中意两国的
医学交流做出更多贡献。

（作者系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意大利留学生）

在我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曾经有过许多
不同的身份——做过科学家，出任过大学校
长，也担任过政府的顾问。但是对我而言，其中
有一个身份尤为重要：我是一名教师，曾在牛
津大学教过20年的物理。

因此，1 年前，当我获邀为一批即将奔
赴外国、在不同国家大学和社区工作的孔子
学院新老师授课时，我欣然应允。我的任务
是帮助这些新老师了解他们即将面临的挑战
以及了解学生会如何看待他们。

于是，我和孔子学院总部的工作人员来
到北京附近的一所大学，看到的情景是一群
汉语教师正兴奋地谈论着未来即将面对的工
作。我一边向他们介绍在异国他乡将会面临
的挑战，一边仔细倾听他们的故事。对于他
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决定出国教授一两年的
汉语是一种立志传播中文，建立人与人之间
沟通之桥的坚定承诺。

我告诉他们，英国作家约翰·勒卡雷说，
学习外语是一种友谊的行为。事实确实如此。
对我而言，学习中文帮助我打开了与那些神交
已久的中国科学界朋友的友谊之门。

我与中国同事和朋友度过的时光是我生
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没有什么语言比说

“这是我的老师”更饱含敬意，也没有什么语言
比说“这是我的学生”更充满着骄傲和亲近。

多年来，我一直担任着谢菲尔德大学孔
子学院的理事长。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院的
老师们为传播汉语和分享中国文化倾注了大
量心血，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学生包括
大、中、小学校的莘莘学子、对汉语和中国文

化感兴趣的学生家长以及希望与中国开展贸
易的商界人士。

于是，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院的老师们
成为了社区的新朋友，把工作的异乡当作了
自己的家乡。我所认识的谢菲尔德大学孔子
学院的老师们的工作地点不仅仅是在教室
里。他们与当地商会和市政府共同努力，帮助
小微企业了解如何与中国合作伙伴进行商务
会谈，如何使用基本的商务汉语等，得到了这
些企业的高度评价。正是那些想要在人与人之
间建立理解桥梁的优秀教师让许多人对中国
产生了兴趣，并有了进一步了解的愿望。

当今社会，人们往往以竞争性的思维来
描述国与国的关系。实际上，每个国家都由
具体的个体组成，每个国家的个人和家庭都
有着相似的希望和梦想。

克服了语言障碍，消除了文化误解，我
们便能看清彼此的共同之处。当我们学会外
语，用心倾听之时，我们就会发现大家都是
这个星球上的公民。

我要对孔子学院成立以来所有辛勤工作
的老师表示崇高的敬意。这个群体之所以重
要，正是在于他们那么积极主动地与学生交
流。我亲眼见证了他们的诚心诚意：谢菲尔
德大学曾经发起过一个公益项目，参与者们
需在峰区徒步，为谢菲购置新的医用扫描仪
筹集资金。于是，孔子学院的老师们就徒步
50英里，穿越山丘，为了他们这个在海外的
新家所急需的设备而奔走操劳。

当那些老师离任回中国时，他们带走的
是与学生相处的回忆和这种联系赋予每个人

的改变。
世界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孔子曾言

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孔子生
活的时代，朋友“自远方来”可能要花上好
几个月。现在这样的旅程坐飞机可能只需要
1 天，但人与人之间通过相处而建立联系才
是真正重要的事情，这点不会因时代而改变。

当我还是一名很小的学生时，学校的校
训是“欲成领袖，先做桥梁”。50年后，我终
于意识到了这句话里饱含的智慧，更加意识
到我们的世界是多么迫切需要桥梁。孔子学
院的工作就是搭建沟通的桥梁，能够见证这
一切，我感到非常荣幸。我相信，开创这项
工作的灵感一定来自于那些相信和平始于理
解、尊重和友谊的人们。

下一个 50 年，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
样？现在的我几乎无法想象。甚至15年的时
间就可能会出现诸多重大变化，其中一些会
考验人们之间的关系纽带。但是，当我抱着
我亲爱的小孙子——爸爸是英裔美国籍，妈
妈是中国籍，祖父母也是来自不同国家，我
最诚挚的希望是，我们将选择和平，并将彼
此视为人类同胞。我孙子的中文名字意为

“桥梁”。我们有责任继续建立理解之桥，造
福世界和中国人民。

因此，我对全世界孔子学院的教师表示敬
意，是他们的努力与奉献使这一切成为现实。

（寄自英国）
（作者为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成员，英

国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院理事长，谢菲尔德
大学前任校长。）

因医结缘汉语
孔院助我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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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纸的故事
陈耔妍 （16岁）

许乐凯 （中） 参加演讲比赛获奖。许乐凯 （中） 参加演讲比赛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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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姑娘是怎么背下那么多首诗的？”2017年夏，美国
洛杉矶一栋小别墅内，李萌 （化名） 一边看 《中国诗词大
会》 武亦姝的夺冠视频，一边感概。突然，她起身至书房，
从书架上抽出一本 《唐诗三百首》，喃喃自语道：“得让儿子
们学诗歌了。”

李萌于 2013 年和家人移居美国，当时大儿子 5 岁，二儿
子1岁。虽在美国读书，因为李萌在家坚持说中文，两个儿子
的中文听说都没问题。“武亦姝的视频给我的触动很大，当时
到书房的脚步都是急切的，想象着两个儿子不会背诗的样
子，很是难受。我希望他们将来能感受到‘溪花与禅意，相
对亦忘言’的意境，也能找到自己的根。”

行动派的李萌很快请国内的朋友买了中国古诗词相关书
籍和诗歌诵读音像制品，开始教孩子们学习古诗词。两年多
来，李萌的两个儿子已能背诵不少唐诗。“我不仅让他们学着
背唐诗，而且带着他们读其他中国经典作品。”李萌说。

“妹妹学会第一首诗，我差点掉眼泪”

和李萌一样，不少华裔家长为了让孩子学习中华传统文
化，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母亲第一次给我读诗的场景还历历在目。那时我才 4
岁，并不知道她在读什么，只觉得母亲很郑重，脸上没有一
丝戏谑……自此之后，我就经常缠着母亲读诗，那浓浓的书
香味开始常伴我左右。我印象最深的诗，当属李白的 《静夜
思》。母亲拥我在胸前，眼里含着我不太懂的眷恋说，这首诗
里充满了思乡的味道，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居住在意大利
的胡锦记录下了母亲教自己读诗的场景。

居住在英国的张月 （化名） 也很喜欢为两个孩子读中国
古诗词。“我先生是外国人，在家里，我们常常是3种语言交
替着用。教孩子们学中文已经很难了，教诗歌就更难了。”张
月还记得带孩子们进入中国古诗词世界的“艰难”，“当时有
些情绪崩溃，很想放弃。孩子们完全不能理解诗词中所表达

的意义，对背诵就更排斥了。我想了很多办法，暑假带他们
回国，提前做功课，将与准备去的景点相关的古诗词提前抄
写下来。到景点后，一边游览，一边讲解。可能是看到了诗
词中所描述的实景，学习的效果不错。”

如今，张月的两个孩子都爱上了诗歌，妹妹还能摇头晃
脑地背下 《声律启蒙》 中的“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
……”张月记得妹妹背会的第一首诗是 《春晓》，“她说中文
带着点洋腔，背起诗来听着有点怪，但我当时很开心，差点
掉眼泪。花这么多功夫让他们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是希望无
论将来他们到哪个国家生活，都能记得自己的故乡，听得懂
乡音，也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深厚。”

中文学校是中华文化传播重要课堂

除了家庭这个课堂外，中文学校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教学
和传播的重要课堂。数据显示，目前海外各类中文学校约2万
所，在校生达数百万人。传承文化是不少中文学校的办学宗
旨，传统文化薪火相传也被中文学校视为自身的使命。

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创始人麻卓民回想起办学
历程，颇为感概。“当时想的是，华侨华人的孩子只有学会中
文才能找到回家的路。后来慢慢地形成了明确的办学宗旨
——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要实现这个宗旨，就
要体现在具体的教学安排中。同时，帮助学生回国参加夏令
营也能让他们对中华文化有更亲切的感受。”

“武汉、襄阳这些历史名城，不单单以它的美景吸引四
海之宾，更以它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人文底蕴吸引八方来
客。它有着强力的磁场，我们就是被深深吸引的学子。”巴
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的学生陈叶雨在参加 2019 海外华裔青
少年“中国寻根之旅”湖北襄阳夏令营后，如是描述自己的
感受。

为了让讲授中华传统文化的教学方式更受学生欢迎，荷
兰代尔夫特中文学校举办“今天谁来读诗词”“听故事 学成
语”等活动。“读诗词活动是由学校老师带着孩子们一起读古
诗词，并以学校电台的模式做成推文在我们学校的微信公号
推送。推送内容不仅有孩子们的读诗录音，还配了细致的讲
解。‘听故事 学成语’则是由学生们讲述一个成语典故，同
样推送在学校的微信公号。” 代尔夫特中文学校负责教学工
作的王卓宇介绍说。

理解中华传统文化，找到自己的根

“虽然孩子们对中国古诗词和古典作品，不一定能完全理
解，但是通过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可以让他们知道，作为一
个华人，自己的根在哪里。在他们将来对人生和社会的理解
中，这些知识会成为财富。”李萌说。

相关专家表示，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可以形成对当代社会
的独特理解，进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与自然的关系，
有新的认识。这一认识影响着我们在面对当今的社会问题
时，能正确把握中华传统文化所给出的借鉴价值。能否很好
地从传统中开出新意，既要看我们对传统认知的深度，也要
看我们将之用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广度。

对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华裔青少年来说，从识文断
字入手，渐渐触及中华传统文化，是了解和认知中华传统文
化的第一步。由此前行，在掌握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学
习者才能拾级而上，开出一番新境界，对古老文化的现代之
用，形成独到的理解。

当华裔青少年
遇见中华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我希望他们将来能感受到“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的意境，也能找到自
己的根。 ——海外华裔儿童家长

领路者亦是架桥人
凯思·博内特

许乐凯是西班牙家庭领养的中国少年，西班牙父母为了让他
不忘记母语，特别重视他的汉语教育。在中文学校学习的 5 年多
里，他认真学习，尊重老师。数年来，获得不少中文作文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