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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最近一段时间的济南，
天气宜人，蓝天白云；而纬度
比济南高12°的乌兰巴托，
已经进入了冬季，城市里已
开始供暖。20日早上，蒙古国
立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朱军利
告诉齐鲁晚报记者，蒙古下
了一场雪，驱车赶往孔子学
院的路面十分湿滑。

乌兰巴托是世界上冬季
气温最低的首都，严冬最低
气温可达零下40多摄氏度。
2014年，蒙古国立大学孔院
联合中国银行乌兰巴托代表
处及在蒙中资企业和爱心人
士设立了两只基金，“中蒙文
化教育基金”和“中蒙社会发
展基金”。一方面资助中蒙学
生接受汉语教育及蒙古语教
育，以及在蒙开展与教育相
关的文化推广活动；另一方
面则致力于在蒙开展扶贫救
助、环境保护、居民创业等社
会公益事业。

“暖冬计划”就是中蒙社
会发展基金会的常规项目，
为蒙古国贫困居民和华人华
侨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资助，
截至2017年1月，已经连续举
办了四届。在这四年中，基金
会先后收到各类捐助超过人
民币500万元，对外实施捐助
或开展活动70余项，累计捐
赠人民币逾400万元，累计有
3700多名蒙古学生和个人直
接受惠于基金会实施的各类
公益项目。

对于志愿者和公派教师
来说，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
上课和开展文化活动。而作
为孔子学院的院长，需要朱
军利所做的工作，大多数都
是决策和拍板。他每天需要
听取工作汇报，关注孔子学
院的长期宏观规划，制定学
期教学计划，检查下设的孔
子课堂教学工作。此外，还需
要做些财务审批签字、日常
运营管理等工作。

作为孔子学院的院长，
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
参加蒙方和使馆的活动，社
会公益活动，联系中蒙友
谊。而孔子学院，非官方背
景，非营利性质，是他成为
发挥民间外交作用的最好
平台。

拿孔子学院联合中资企
业成立的基金会来说，“在基
金会成立之前，孔院的影响
力仅仅局限于蒙古国教育领
域。而基金会的成立，通过基
金会举办的暖冬计划等各种
公益活动，使得孔院的影响
力逐步辐射到在蒙的中资企
业，辐射到社会各个领域，进
一步树立了蒙古孔院的公益
形象。”朱军利说。

20日，杨兆乐处理完一些
学生的邮件，就动身去了海牙
校区，乘坐20分钟火车，到达海
牙，今天他在那里有4个小时
的汉语课。杨兆乐刚刚结束在
荷兰莱顿大学孔子学院专职
教师的任期，现在已经成为莱
顿大学汉学系一名正式的汉
语讲师。他的学生都是莱顿大
学汉学专业的学生，他们有的
专修中国历史，还有专修中国
社会经济学的，而汉语课程是
他们的必修课。

这是杨兆乐在荷兰的第
六年。2007年，杨兆乐还在山
大读大四的时候，就作为一
名汉语教师志愿者，在泰国
教了一年汉语。拿到英语、对
外汉语双学士学位后，2011年
在读研的最后一年，他申请
来到莱顿大学做志愿者。三
年志愿者之后，转为公派汉

语教师，一干又是三年。
杨兆乐对语言学很感兴

趣，他很想知道外国人在学
习汉语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什
么问题，来帮助他对本国语
言有更深刻的了解，同时锻
炼自身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在杨兆乐看来，这种文
化上的交流，也改变了中国
人对国外的一些刻板印象。
一直以来，在中国人眼中，西
方人没有那么刻苦努力。不
过，杨兆乐发现，在荷兰大
学，考试十分严格，对出勤的
要求也很高，这改变了他对
西方教育的一种误解。而文
化的冲突也是存在的，西方
国家学生和教师之间是平等
的，“不要期待学生会帮助老
师做任何不该学生做的事
情，比如擦黑板。”杨兆乐开
玩笑说。

“这也给了我一个机会，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自己的
国家。”杨兆乐认为，选拔汉
语教师志愿者，其实也是为
公民创造一个新的机会去了
解世界。以一名教师的身份
真正参与到当地的教育与生
活中，可以更深入、细致地了
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和组
织方式。“有很多老师把这里
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回到中
国，给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提
供经验和借鉴。”杨兆乐说。

在国外生活，也让杨兆
乐深刻感受到了中国的日新
月异。有一段时间，杨兆乐整
整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回国，
回国之后发现自己连车都打
不到，因为那时国内已在流
行滴滴打车；买东西也不用
现金了，因为移动支付越来
越方便；吃饭不用出门了，直
接点外卖，网络购物越来越
便利。这些都给杨兆乐印象
深刻，感受到中国的飞速变
化。

用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杨兆乐：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系讲师

最近陈松松正在忙着中
科院一个项目的推进，项目的
名字很长，全称是中科院曼谷
创新中心“一带一路”泰国学
生苏沪留学之旅项目，这个项
目要送30名泰国学生去上海，
在曼谷玫瑰园学校就选了10
个，而陈松松要对这10个学生
再进行培训讲解，以便可以顺
利通过接下来的面试。

玫瑰园中学位于曼谷唐
人街附近，创立于1882年，是泰
国很优秀的男子中学，堪称泰
国“社会精英的摇篮”，有数位
泰国总理先后就读于此。

作为山大汉语国际教育
硕士，陈松松从2009年开始在
泰国做汉语教师志愿者，正
好赶上了泰国的汉语热潮。
做了三年半志愿者之后，陈
松松在2013年转为山东大学
公派教师，现在已经是玫瑰
园孔子课堂的中方负责人。

2001年，汉语已经替代日
语成为泰国人第二热衷语
言。泰国也是孔子学院密度
最高的国家之一，随着中国

影响力的逐年递增以及汉语
推广的力度加大，汉语热的
趋势越来越明显，仅从2006年
到2015年，学习汉语的泰国学
生就从20多万人猛增到100多
万人。

在泰国的八年时间里，
陈松松明显感受到了学生发
生的变化。一开始，学习汉语
的学生大多数是体育特长
生，或者是对中文感兴趣的
学生。接着一部分文科学生
也开始学习汉语，而最近几
年里，理科学生学汉语的越
来越多。“泰国理科学生的学
习能力更强一些，学生的水
平也越来越高。”陈松松说。
泰国学习汉语的学生数量基
数大，规模扩展的速度也很
快。2009年，陈松松只有20个
学生，而现在玫瑰园学校2000
多个学生里，有一半左右的
学生都在学汉语。

在泰国这么长时间，陈
松松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
伴侣，拥有了一段跨国婚姻。
陈松松的爱人是他在山大读

研究生时隔壁班的同学。后
来两人在一起，还经历过一
段异国恋，陈松松在泰国做
志愿者，而陈松松的爱人在
中国读新汉学博士。

陈松松提到自己的工
作，认为自己投入了很多感
情，现在看刚刚来到泰国的
志愿者，有些错误就是自己
曾经犯过的，总是想要帮助
这些刚刚进入角色的年轻
人。在工作中，他也与当地的
泰国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玫瑰园孔子课堂的泰方负责
人是一名牙医，他是玫瑰园
学校的校友，14年的时间里一
直坚持在玫瑰园里免费兼职

做老师，这让陈松松十分钦
佩。

陈松松的一名学生曾经
在陈松松生日时画了一幅画
送给他，令他十分感动。做汉
语教师有一种成就感和使命
感，这些情感并不是抽象的，
而是很具体的。陈松松还记
得，为了辅导一位即将去参
加北京夏令营的学生，在周
末带着他钻窗户到学校补
习。此后，每次看到他，就会
想起这一段一起钻窗户学习
汉语的经历，仿佛是一个战
壕里爬出来的战友，两个人
也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共同的
经历，感情愈深。

陪学生爬窗户进校学汉语
陈松松：泰国玫瑰园孔子课堂中方负责人

今年7月1日，在荷兰莱顿
大学做志愿者的李玲玉回到
国内。李玲玉研究生即将毕
业，她从2016年8月29日到2017
年7月1日间，在荷兰莱顿大学
孔子学院做了10个月的志愿
者。

荷兰的莱顿大学是整个
欧洲最重要的学习汉学的地
方，也是整个欧洲的汉学重
镇。莱顿大学汉学院曾是欧
洲最大的汉学院之一,拥有欧
洲最大的中文图书馆。作为
山大对外汉语专业的一名学
生，李玲玉很想了解欧洲汉
学家对汉学的理解，他们又
是怎么研究汉学的。

在莱顿大学，李玲玉接
触到了当地很多著名的汉学
家，他们大多数是在1982年或
1983年间到中国留学，回到荷
兰后继续从事汉语研究，其
中有些人正在翻译《红楼

梦》、《金瓶梅》这样的文学巨
著。而他们对于汉学的热情，
也大大超出了李玲玉的想
象。

李玲玉汉语初级课的合
作老师，就正在从事翻译《红
楼梦》的工作。一个至少3人
的团队，从2008年就开始这项
工作，按照他们的计划，一切
顺利的情况下，要到2019年才
能完成，整个时间花费大概11
年，目前，他们刚刚把《红楼
梦》大概情节翻译完成，其中
大量的古诗词正在翻译中，
而其中涉及到的工程量，也
让李玲玉瞠目结舌。

翻译团队遇到的第一个
困难，就是如何翻译人物名
字。“《红楼梦》中人物的名字
有很多隐喻义，他们经常讨
论该如何将人名翻译成荷兰
语，是不是要借鉴法语的翻
译方法。”李玲玉说，他们每

周都会召开翻译交流会，以
讨论翻译中遇到的难题和统
一翻译进度。他们从事翻译
工作，不仅看著作本身，还要
想象作者生活在什么朝代，
生活在哪个地方，实地考察
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而曹
雪芹生活在清朝，他们会想
象曹雪芹可能会看哪些书，
自己再去看一遍，工程量要
比想象中多得多。

“在这之前我很难想象
有一个团队，会用11年的时
间，专注于一件没有什么利

益的事情。”李玲玉说。
在国外汉学家的眼中，

中国文化有一个十分迷人
的地方，那就是文化传承从
来没有中断过。由于西方语
言传承的原因，大部分的古
典著作，现代人是很难看懂
的，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文
化有中断的部分。而在中
国，即便是中小学生，也需
要学习古诗词、经典著作。
他们很想知道，在中国的教
育体系中，文化是如何传承
下来的。

荷兰同事在翻译《红楼梦》
李玲玉：荷兰莱顿大学孔子学院志愿者

民间外交

蒙古孔院的“暖冬计划”
杨兆乐在莱顿大学的课堂上

陈松松在泰国学校举办端午节活动

李玲玉（右）与参与翻译《红楼梦》的汉学家哥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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