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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外国人想学中国话

现在泰国幼儿园打广告，都宣传会提
供三种语言教学——— 泰语、英语、汉语，汉
语已经成了幼儿园的竞争砝码。而在山大
的陈松松看来，中泰双方关系的紧密，最
直观的感受就是飞机航班的变化。

从2009年开始，陈松松一直在泰国做
汉语志愿者。2009年，即便是从广州飞泰国
的航班都很少。有两年他一直是先飞韩
国，再到曼谷。后来，山航推出了节庆包
机，再后来，每周一三五有了直飞泰国的
航班，现在不光每天有航班，还有到泰国
多个城市的选择。

陈松松说，现在泰国有很多中资企
业，因为泰国是东南亚经济中心之一，很
多中资企业都选择把总部设在泰国。中国
大使馆附近一条街的房价越来越高，浪
潮、碧桂园、华为等中资企业都选择在这
里设立总部。

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泰国人只要
学习汉语，就能够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

“刚来泰国时，听说有四五百人在学习汉
语，我觉得市场上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
人。”陈松松说，“现在看来，旅游、销售等
行业需要懂汉语的人太多了，特别是有专
业技能又会汉语的人。”

不仅是在泰国，即便是远在美洲的西
班牙语区，对中文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程
世芳是人大的公派汉语教师，刚刚结束在
哥斯达黎加大学孔子学院3年任期，回到
国内。2010年，程世芳参加了“汉办海外志
愿者小语种培训计划”，在哥斯达黎加学
习了一年西班牙语，后来做了两年汉语志
愿者、三年专职教师。

哥斯达黎加，在美洲大陆最狭长的地
区，2007年才与中国建交。就是这样一个太
平洋彼岸的国家，程世芳也明显感觉到了
当地学习汉语的人在猛增，最近5年，首都
圣何塞的民间汉语教学机构至少增加了
两家。而哥斯达黎加中哥文教中心，作为
当地唯一有官方背书的民间汉语教学机

构，已经跟哥斯达黎加教育部合作，开始
在公立中学开设汉语课。每年对汉语教师
志愿者的需求量，也从三四个人急剧增加
到20人左右。

根据国家汉办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
截至2016年年底，全球140个国家（地区）建
立512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孔子课堂。目前
山大已经在海外建设了8所孔子学院、1所
独立孔子课堂和8所下设孔子课堂。从2007
年开始，10年间，已经派遣国际汉语教师
志愿者571人次，分布于17个国家，在100余
所大中小学及海外孔子学院从事汉语教
学和文化推广工作。

你情我愿才能办好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的设立就像是结婚，只有双
方你情我愿才能顺利进行，山大孔子学院
工作办公室张晓辉老师这样理解孔院的
设立。

山大从2005年开始布局孔子学院，
2007年迅速建立了7所孔院。此后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里，山大将提高这些孔子学院的
质量作为重点，直到2015年才成立了第8所
孔子学院——— 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
校孔子学院~。得益于双方的友好沟通和
合作，美国这个孔院运行的非常好。

早在2012年，美国加州大学的知名
学者杨美慧教授访问山东大学，并且表
达了想要在加州大学设立孔子学院的
想法，回国后立即向加州大学提出了建
院申请。不过，这所孔子学院的建成实属
不易，前前后后两年多的时间，加州大学
经过了数场讨论，仍无法决定究竟要不
要建这所孔子学院。

讨论中不乏反对意见，比如说孔子学
院的建设是否会妨碍学术自由、课程设置
是否一刀切等。就是在各种声音的拉锯战
之下，加州大学最终同意了杨美慧教授的
申请，两方签订了战略协议，并于2015年2
月开院，那时候也正是各种争议声音正浓
的时刻。

包括志愿者和公派教师，在跨国文化
的交流中，都会遇到棘手的问题。在荷兰
莱顿大学做专职教师的杨兆乐还清楚记
得，在一次讲座过程中，一名荷兰的学生
直接向他提出了质疑：汉语教学是否是一
种“文化侵略”？

面对这样有攻击性的问题，杨兆乐并
没有一味的反驳。“我反问在座的学生，你
们对中国到底了解什么，同时对美国又知
道多少。”杨兆乐说。事实上，中国作为
GDP排名世界第二的经济体，被西方了解
的是很少的。杨兆乐说，在跨文化的交流
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不理解，我们所做的
不是反驳和情绪的爆发，而是讲清楚现状
和事实，说明白自己的观点和理解，这样
才能赢得掌声。

蒙古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副院长其米
德策耶教授，在蒙古是首屈一指的汉学
家，他翻译的作品两次获得蒙古国金羽毛
文学翻译奖。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经
过10年的发展，蒙古孔子学院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已经成为蒙中两国人民之间的
语言之桥、文化之桥。

其米德策耶提到，近六千年世界上出
现过26个人类文明形态，其中只有中国文
明是唯一长期连续发展而未中断的文明。
他还认为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对待不同，应该采取积极
的宽容的态度，用一种制度、一种文化、一
种宗教来统一世界，是不可能的。

入乡随俗才能润物细无声

每位志愿者在出国之前，都会接受汉
办的统一培训，大约40天左右的时间。在
这40天里，除了学习如何进行汉语教学，
志愿者还会学习怎么编中国结，如何剪
纸，练习书写毛笔字，甚至会学习怎么唱
京剧，学一种带有民族特色的乐器，比如
葫芦丝。这些带有中国元素的技能，是每
个志愿者的必备技能，也是志愿者出国大
礼包中的必备物品。

“所谓的志愿者出国大礼包，有一套
教学光碟，一个移动硬盘，一捆毛笔，宣
纸，四五个中国结……”一名曾经的汉语
志愿者回忆，到泰国之前，不知道会被分
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环境如何。培训时
已经打了预防针说条件差距很大，有的
人住别墅，有的人住小木屋。所以大到铺
盖蚊帐床单，小到灭蚊器刀叉勺都要备
齐。

实际上，物质的东西好准备，汉语志
愿者最需要悉心准备的，是学会如何高效
地推广汉语教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如果
现在还说孔子学院是包饺子、打太极拳的
层次，那是很不公平的。

在泰国教了近十年汉语的陈松松坦
言，在2013年之前，大部分汉语教学工作还
偏重形式上的东西，“大概就是带有中国
元素的东西，不外乎中国结、剪纸、毛笔字
这些文化符号的传播。”而从2013年开始，
工作的重心开始越来越偏重于汉语的教
学。“驻泰国的前任大使宁赋魁先生，就曾
经专门对我们强调过，不光是要发展数
量，还要发展质量。”

作为泰国玫瑰园孔子课堂的中方负
责人，陈松松总结在泰国近10年的教学
经历，最有效的还是“入乡要随俗”，传播
中国文化也是建立在尊重当地的基础
上。在玫瑰园学校，孔子课堂的志愿者教
师工作办公都是与当地老师一起。“我们
从来不给新来的志愿者老师一种错觉，
让他们认为孔子课堂和当地学校是分
开的两部分。”陈松松和小伙伴们还考虑
过经营微信公众号，而微信在泰国的普
及率并不是很高，他们就在脸书上做了
一个公共页，通过自媒体的形式推广汉
语。

蒙古国立大学孔院院长朱军利认为，
孔子学院要扎根于当地社会，融入当地人
的生活，潜移默化地传播语言和中国文
化，只有这样才能出效果，而不是“水过地
皮湿”。

在他周围，有很多一家人都在学习汉
语的，一对双胞胎姐妹花连续两次参加孔
院举办的舞蹈大赛，蝉联冠军。而她俩学
汉语是受妈妈的影响，妈妈曾经在中国留
学，姐妹俩的成绩又影响到她们的亲戚朋
友，他们也在考虑学汉语。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汉语教学和
文化推广就是一项富有生命力的民间
友好交流工程，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作
用。”朱军利说。往往一个孩子开始学汉
语，可以带动周围30-40名家族成员关注
中国、了解中国，对中国产生好印象。蒙
古国立大学孔院现在有5000多名在读学
生，这就意味着正在为5000个蒙古国家
庭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至少有150000人
因为孩子或亲戚学汉语而开始对中国
友好，而且这种影响力会呈现几何数加
速增长。“正所谓春风化雨，润物细无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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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月份，山东大学最新一批19名汉语志愿者登上了不同航班，飞赴韩国、荷兰、蒙古、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到那里的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去教
外国人说中国话。截至去年年底，全球已有512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孔子课堂。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正如歌词所唱，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中华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下的广泛传播，学习汉语正在
成为一种潮流。本期人文周刊就把目光聚焦在了集汉语教师、文化使者、社会公益人等多个标签于一身的海外汉语志愿愿者这个群体上。

他们从祖国的大江南北来到异国他乡，所要面对的难题不仅包括初来乍到文化上的“休克”、语言障碍、短时间内教学学技能层面的提升，还要应对
跨文化交流中许多不同的声音，这当中有认为汉语教育妨碍学术自由的，也有质疑文化输出的。而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地的汉语志愿者们，面对诸多问
题，不回避不恼怒。就像蒙古国立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朱军利所说，文化的传播要融入，正所谓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

曾经有一名赴泰国两年的汉语志愿者回忆他的从教经历，其中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当时让学中文的孩子用陶土捏小小玩偶，有捏饺子、甜甜
圈、冰激凌、大象、小狗……最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四季如夏的国度，竟有不少孩子捏出了雪人。“平时我确实经常常给他们描述家乡的冬天：下雪时的
样子、堆雪人、打雪仗。不经意间，孩子们就将雪的元素深深印在了脑海里。雪，对他们而言，可能就是心中的远方吧吧。”

文化的交流从来就不是单向的，而是在碰撞中迸发出新的火花。

编者按

泰国玫瑰园孔子学院

的学生在写毛笔字。


	A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