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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老铁路琅勃拉邦车站

候车大厅内，精彩的中国戏

曲、老挝舞蹈等表演吸引了

不少旅客……日前，由老挝

苏发努冯大学孔子学院、昆

明理工大学携手老中铁路有

限公司联合举办“2024 年

中华才艺进站点暨 2025 新

年送福活动”，演员们为苏

发努冯大学孔子学院的老挝

籍学生以及老中铁路有限公

司万象运营管理中心琅勃拉

邦中心站职工。

苏发努冯大学孔子学院

由昆明理工大学和苏发努冯

大学合作成立，于2018年

7月揭牌，是老挝北部地区

首个开设中文专业的高等教

育机构。自揭牌以来，苏发

努冯大学孔子学院与相关单

位合作，开设“中文+铁路

技术”“中文+电气工程”

“中文+机械工程”“中文+

医疗术语”培训课程等，推

动了国际中文教育和职业教

育协同发展。

实践驱动课程创新

苏发努冯大学孔子学院秉持“语
言服务合作”理念，针对老挝多元化
中文学习需求，构建了丰富的课程
体系。

老挝提出要将本国打造为“中南
半岛蓄电池”的目标，重点推进水电
资源开发。基于这一产业背景，孔子
学院与中国电建南欧江运维项目部合
作，联合开展“中文+水电站职业教
育”。该项目定向培训了 58 名学员，

通过强化岗位技能和语言能力，为水
电站运营输送了一批关键技术人才，
助力老挝水电行业实现技术本土化。

在新能源领域，孔子学院携手中
广核能源科技 （老挝） 有限公司，推
出为期 10 至 12 个月的“中文+生产运
维定向人才”培训项目。项目以系统
化课程为基础，着重培养本地电气工
程技术人才和中文沟通人才。34 名老
挝本地学员通过培训，不仅掌握了电
气工程技能，还具备了基本的中文能
力，被企业优先录用，逐步成长为企
业本地化发展的骨干力量。

此外，孔子学院针对中老铁路运
维需求，向琅勃拉邦维保管理中心派
驻中文教师，设计了 3 至 5 月为一期
的“中文+铁路”职业技能培训。通
过 10 期培训课程，累计超过 400 人次
的老挝学员参与，总课时超过 1000 小
时。培训覆盖零基础汉语到中高级汉
语，以及铁路维保相关专业技能，满
足了不同工区与岗位的实际需求，显
著提升了中老铁路跨文化合作的效率
和质量。

为保障中文教育的规范性和科学
性，孔子学院注重标准化教学体系的
建 设 。 通 过 设 立 汉 语 水 平 考 试

（HSK） 考点，推动中文能力测评的
本土化，并结合实际需求编写行业双
语教材。例如，《中文教程——电气
工程》 作为老挝首部行业中文和老挝

语双语教材，为“中文+职业技能”
教育提供了重要参考。

随着老挝经济结构的升级，孔子
学院的“语言+技能”模式不断向新
兴领域拓展。未来，孔子学院将在新
质生产力行业探索“中文+”课程，
培养一批在绿色能源、人工智能、数
字经济等领域的复合型人才。

这种“语言+技能”的创新实践，
不仅回应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区域
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还为国际跨文
化教育注入了新活力。

促进两国文化交流

苏发努冯大学孔子学院通过形式
多样的文化活动进一步深化了中老文
化交流。例如，在中老铁路沿线举办
的文化活动以舞龙舞狮、书法等中华
传统文化为主题，同时融入老挝本地
文化特色。这种双向互动的文化传播
方式，不仅增进了参与者对彼此文化
的 理 解 ， 也 带 动 了 更 广 泛 的 情 感
共鸣。

一名铁路员工说：“参与这些活
动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两国合作的意
义，我们是铁路员工，更是两国文化
交流的桥梁。”这一评价表明，双向
文化交流突破了传统单向传播的局
限，为增进理解注入了鲜活动力。

苏发努冯大学孔子学院还将中国
传统文化理念 （如“工匠精神”） 融
入“中文+职业技能”课程体系。例
如，在中老联合电力项目中，一名老
挝电力公司员工通过学习中国文化中
注重团队合作和追求卓越的理念，在
实际工作中展现出极强的责任心和执
行力，获得项目团队的高度评价。这
种教育模式，不仅显著提升了学员的
职业素养，也增强了他们对中老合作
的认同感，为两国共同发展培养了兼
具 专 业 能 力 与 文 化 素 养 的 本 地 化
人才。

文化交流从短期活动向长期影响
的转变，是苏发努冯大学孔子学院一
直努力的重要方向。通过“汉语桥”
比赛、“中国电影分享周”等活动，
孔子学院逐步构建了中老文化交流的
长效机制。值得一提的是，由孔院主
办，老中铁路有限公司协同开展的
“‘中华才艺展演’走进铁路站点”
等活动，不仅丰富了中老铁路站点的
文化生活，也为不同国家的乘客提供
了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同时，孔子学院通过弘扬中国文
化中的“和合”“共赢”理念，与老
挝“团结”“友爱”的传统价值观形

成了良性互动，促进了两国民众对彼
此文化的理解。

“中文+职业技能”模式推广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苏
发努冯大学孔子学院以“中文+职业
技能”模式为核心，通过中文教育与
职业技能培训的深度融合，探索出了
一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的
教育创新路径，成为中老命运共同体
建设的生动实践。

苏发努冯大学孔子学院聚焦老挝
经济发展需求，开设“中文+电气工
程”“中文+铁路”“中文+医疗术语”

“中文+电子商务”等课程，覆盖电
力、交通、医疗、商业等重点领域。
数据显示，近年来，孔子学院累计举
办培训 20 余期，培养了近千名学员，
缓 解 了 当 地 重 点 产 业 的 人 才 短 缺
问题。

中老铁路中文教学项目的成功实
践是该模式的典型案例。通过“中
文+铁路技术”课程，孔子学院与中
老铁路琅勃拉邦运维中心合作培养铁
路调度和设备维护人才，确保了项目
的高效运营。通过这一课程，老挝学
员塔龙掌握了设备维护术语与操作技
能，现已成为铁路运维骨干力量。这
一实践不仅提高了区域基础设施运营
的效率，还彰显了职业教育服务“一
带一路”倡议的巨大潜力。

此外，苏发努冯大学孔子学院依
托中方合作院校昆明理工大学的学科
优势，探索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融合
发展的新模式。基于老挝的产业特点
和教育需求，孔子学院开发了“2+1”
或“3+1”学制的“中文+职业技能”
课程，将语言学习、专业技能和实践
经验相结合，重点覆盖“中文+电子
商务”“中文+旅游管理”等方向。这
些课程既满足了“一带一路”倡议下
数字经济和旅游产业的用人需求，又
通过整合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资源，
为跨文化教育的理论框架注入了创新
实践。

“中文+职业教育”模式的成功
实践，揭示了中文教育在促进区域
经济合作中的潜力，并展现了教育
服务经济发展与跨文化认同构建的
可能性。从理论上看，这一模式以
语言学习为基础，构建起职业能力
培养与文化认同深化的桥梁，通过
定 制 化 课 程 设 计 和 行 业 需 求 导 向 ，
展示了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的多样化路径。未来，这一模式可
推广至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领
域，助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培
养跨学科、跨文化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为区域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教育支持。

自成立以来，苏发努冯大学孔子
学院通过“语言相通、文化相融、教
育相连”的创新实践，成为中老命运
共同体建设的推动力量之一。其中，

“中文+职业技能”模式紧扣区域经济
与文化发展的实际需求，为“一带一
路 ” 倡 议 下 的 跨 文 化 教 育 提 供 了
借鉴。

（作者系老挝苏发努冯大学孔子
学院中方院长、云南省国际科技特
派员）

 《六韬》：

藏在弓箭套里的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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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今读

    公元 1592 年，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仅两个月零两天，朝
鲜“浃旬之间，三都失守，八方瓦解”，三都 （汉城、开城、平壤）
十八道全部陷落。朝鲜王朝危在旦夕。

这时，儒生全有亨给朝鲜国王上疏，认为“胜敌之道”之一在
于得民心，“失民心，则君有万里之明，臣有 《六韬》 之略，不能为
也”。如果国家不能汇聚民心，那么即使国君贤明，官员拥有 《六
韬》 那样的军事谋略，这仗也打不赢。

全有亨以 《六韬》 举例来劝诫国王，表明 《六韬》 这部中国古
籍在朝鲜儒生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此外，战争前期英勇殉国的将领李景毅，“常好太公韬略 （指
《六韬》） ”。有个谋士面对朝鲜的节节败退，写诗感叹道：“不读龙
韬过半生，时危无路展葵诚。”龙韬是 《六韬》 的一部分。儒士金富
伦献策时提到，严冬时节，日军不耐寒，是“操刀必割”之时，一
定不能错过这种破敌的好时机。这是来自 《六韬》 中的这句话——

“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执斧必伐”。
无独有偶，日本对 《六韬》 的学习也十分重视。日本平安时代，

学者大江维时被醍醐天皇派往唐朝留学。他斥重金购买了 《六韬》
《三略》 等兵书，带回日本。自此以后，《六韬》 在日本得到传播，
并成为足利学校的主要教科书。据统计，从 1600 年到 1976 年，日本
至少出版了 40种 《六韬》 的译注、评点著作。

这部交战双方都看重的 《六韬》，是继 《孙子兵法》 之后中国先
秦兵家思想成熟的典型代表，吸收了先秦兵家和诸子论兵的精华，
成为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具有独立体系的重要兵书。

《六韬》 的作者，原来说是姜太公，实际不可能。先秦古书，一
向不提撰者姓名。姜太公所处的商末周初断然不可能出现 《六韬》
这样的著作。因为书中不少内容和思想，都是后世才能出现。比如
书中提到的“铁械锁”“环利铁索”等铁制军备，在战国末期才能
出现。

从宋代的叶适、陈振孙、黄震，到明代的胡应麟、清代的姚际
恒，许多辨伪学者都已经看出来后人伪托这一点了。《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 就说了：“其依托之迹，灼然可验。”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
西汉前期古墓出土汉简中，有 《六韬》 相关内容，与传世本基本相
同，说明 《六韬》 早在西汉初年已经有了定本，那么战国末期成书，
也就顺理成章了。有学者考证认为是齐国稷下学者的集体创作，可
备一说。

有意思的是，宋神宗时刊行 《武经七书》，顺序是 《孙子》《吴
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到了宋孝
宗时，把 《六韬》 提拔到第四位。宋光宗时期，又把 《六韬》 移到
第一位。到了明代，才又恢复最初的顺序。这个位置变化的过程，
反映出 《六韬》 成书时间没有定论的实际情况，但对其价值没有什
么影响。

循名责实，韬，原为“弓箭套”，包含有深藏不露的意思，引申
为有谋略之意。六韬，就是指导战争的 6 种韬略，平时秘不示人，战
时取出克敌。按照唐代学者颜师古的解释，《六韬》 是“言取天下及
军旅之事”的一部兵书。全书分为 6 卷 60 篇，近 2 万字，通过周文
王、周武王与姜太公对话的形式，阐述治国治军的理论以及指导战
争的原则。

第一卷 《文韬》 讲论治国图强之道，说明在作战之前，如何使
国家作好物资准备、精神准备和战争动员，同时要了解和掌握敌国
的各种情况；第二卷 《武韬》 阐述伐灭强敌、夺取天下的韬略，指
出需要确定战略目标，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特别要注意掌握和了
解敌情。

前两卷就性质说，是战略问题，讲战前的各项准备，下面 4 卷重
在阐述战争的具体指导原则，偏战术性质。

第三卷 《龙韬》 详陈军队治理、军事行动部署及综合保障问
题；第四卷 《虎韬》 叙说武器装备及战法，是讲在开阔地区作战的
战略战术及军器运用的韬略；第五卷 《豹韬》 归纳各类战场环境下
的战术实施原则；第六卷 《犬韬》 言及车、骑、步诸兵种的协同
问题。

《后汉书·何进传》 章怀太子注说：“ 《太公六韬篇》：第一 《霸
典》，文论；第二 《文师》，武论；第三 《龙韬》，主将；第四 《虎
韬》，偏裨；第五 《豹韬》，校尉；第六 《犬韬》，司马。”扼要点明
了 《六韬》 各篇的内容和特点。

有格局的兵书，眼光绝不限于战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
治的精髓，则是把支持自己的，搞得多多的；把反对自己的，搞得
少少的。《六韬》 深明此道，以兵家言政治，最精彩之处莫过于“天
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思想的提出，尤其在 《文韬》 中，阐述了收揽
人心、汇聚民心的诸多议题，核心就是要求国君施行仁政，师出有
名，取得举国上下的支持，赢得友邦军队的支援，最终形成“以有
道伐无道”的形势。这也正是文章开头全有亨上疏论述“民心”问
题的思想来源。

    本报电 （吴沂萱） 日前，北京语言大学 2025 届国际学生毕业典
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该校举行。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中文学院的毕业生阮氏雪梅来自越南。她表
示，深刻认识到语言是思想沟通的工具和文化交流的桥梁。“同学们
通过学习中文，打开了新的沟通窗口，架起了新的交流桥梁，从而
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向世界各地的朋友讲述自己在
中国的学习心得、生活点滴、美好经历。”阮氏雪梅说。

语言科学院的毕业生莱昂来自贝宁，他回顾了自己在北京语言
大学的求学经历，并向母校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立志将“北语
精神”传播到世界各地，将母校的关爱与力量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
动力。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段鹏勉励学生，以德为先，秉承诚信、正直、
宽容与仁爱之心，用高尚品德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任；以才并重，
将专业技能与语言才能用于实践，推动文明互鉴与国际合作；以梦
为引领，怀抱远大志向，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为多元
文明发展贡献北语力量。

北语 2025 届国际学生毕业典礼举行

孔院二十年

苏发努冯大学孔子学院：

用中文点亮老挝学生职业路上一盏灯
宋旻英

苏 发 努 冯 大 学 孔 子
学院由昆明理工大学和
老挝苏发努冯大学合作
成 立 ， 于 2018 年 7 月 揭
牌，是老挝北部地区首
个开设中文专业的高等
教育机构。     

图 为 第 二 十 三 届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
文比赛老挝赛区决赛颁
奖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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