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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马尔罕孔院融入本土，中乌文化交融碰撞

当当地地学学生生梦梦想想成成为为本本国国的的马马云云

本报特派记者 张玉岩
蔡宇丹

发自撒马尔罕

装修体现两国风格
被赞最漂亮孔院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刘涛
和这里的汉语教师是创业者，
是开拓者。

刘涛是撒马尔罕国立外国
语学院孔子学院第一任中方院
长，他见证了撒马尔罕孔院从
什么都没有变成被人称赞“最
漂亮”孔院的整个过程。这所学
校由撒马尔罕国立外国语学院
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合作建设，
刘涛原本就是上海外国语大学
的俄语老师。

2013年，中乌签订了建设撒
马尔罕孔子学院的协议，2014年
11月揭牌，2015年1月正式开课。
起初，这里只有两间教室，连教
师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一年之
后，刘涛向乌方申请到了一个约
600平米的场地，并开始装修。房
屋布局，甚至是学院的木门，都
是由刘涛他们亲自设计的。

房间的木门有着中世纪伊
斯兰建筑木门高大的特点，在
浅棕色略带古风的底色上雕刻
着“孔子学院”的字样。在撒马
尔罕这样一个城市，这样的设
计，充满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
文化的交融碰撞。后来，国家汉
办负责人在参观撒马尔罕孔子
学院时，曾经感叹这是“最漂
亮”的孔子学院。

到今天，撒马尔罕孔子学

院注册学员已从2015年的432人
发展到738人次。今年9月份，又
将有一批乌兹别克斯坦学生前
往中国学习，其中2名学生将到
山东大学读书。

如今，中乌之间经贸往来
越来越频繁，来乌兹别克斯坦
经商的中国企业也越来越多，
中文翻译随之供不应求，价格
也水涨船高，一天的收入能达
到50美元，比当地一般收入翻
一番。

中国互联网发展
深深影响乌国当地人

“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
酷，后天会很美好，但绝大多数
人都死在明天晚上。”这是马云
的名言，但是你能想到，它还会
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一位孔院
学生的作文中吗？

刘涛说起这件事，自己也
觉得惊讶，他没想到自己的学
生竟然还知道马云，并且把他
说的话写到了作文里。“我也是
在看他们的作文时，才知道他
们的偶像是马云。”刘涛说。在
撒马尔罕国立外国语学院孔子
学院里，有学生的梦想就是要
做乌兹别克斯坦的马云，把乌
兹别克斯坦的电子商务发展得
像中国一样方便。

现在，在乌兹别克斯坦也
能网购，但快递没有那么强大，
往往不能快速地拿到货品，而
且网购价格也更贵。

中国互联网产业迅速发展，
产生了很多能改变人们生活方
式的商业模式，这种生活让中国

充满了魅力，深深影响了这些来
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学生。记者在
与一位乌兹别克斯坦当地人交
流时得知，知道马云的人比知道
孔子的还多，他的手机里装满了
来自中国的APP，酷狗音乐、腾
讯视频、爱奇艺、中国银行，还有
很多中国的游戏。

融入本土文化
是孔院发展必经之路

“融入生活方式的文化更容
易让人接受。”刘涛说。2004年第
一所孔子学院建立，到今天全球
已经有525所，本土化发展已经
成为孔子学院发展的必经之路。

5月31日上午，在撒马尔罕

孤儿院，孔院为这里的孩子准备
了饼干、笔、书本等礼物，同时还
带去了一场既有中国风情，又有
乌兹别克斯坦特色的表演。

在乌兹别克斯坦，他们很
注重对孤儿的抚恤，这不是撒
马尔罕孔院第一次到孤儿院进
行慰问。此前，曾在2014年、2016
年、2017年三次慰问撒马尔罕
孤儿院。去年，他们向孤儿院捐
赠了两台电视机，还赠送了150
件文化衫。

“从某些程度上来说，中国
文化和乌兹别克斯坦文化是有
相通之处的。”刘涛说，这里没有
敬老院，因为老人都与儿女生活
在一起，孝敬老人是他们的传
统，也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地方。

在刘涛看来，文化的传播
在于融入。在做孔院中方院长
的这4年中，与当地同事不是没
有碰撞和摩擦，“不过要学会合
作，学会去理解别人，也想方法
让别人理解我们。”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达不到
融入的目的，只有入乡随俗才能
让对方也看得见你。刘涛介绍，
在中国重要的节日，他们会搞一
些活动，但是最重要的是，在乌
兹别克斯坦自己的节日里，要发
出中国的声音，孔子学院要本土
化。去孤儿院看望儿童就是一种
方式，另外，在每年的纳乌鲁斯
节，乌兹别克斯坦的“春节”，孔
子学院也像当地人一样，在街头
组织展台，与本地人共同庆祝。

本报记者 蔡宇丹 张玉岩
发自撒马尔罕

乌国欲引进技术
建中外合资纺织厂

撒马尔罕城东北角，有一组
关于丝绸之路的铜雕。主题就是
粟特人、驼队、水罐。附近遗留着
大量古城墙遗存。1300多年前，
玄奘曾穿过撒马尔罕城东门，一
路西行。当时，撒马尔罕城东门
叫中华门，正对着东方的中国。

时间回到公元627年，25岁
的玄奘和尚西行，历经17年之
久，5万里行程，138个国家。

在撒马尔罕古迹遗址的历
史博物馆，还有这样一幅彩色
壁画：唐高宗的使臣参加了粟
特王的盛会，携带蚕茧、生丝和
白绢作为贺礼。这幅撒马尔罕7
世纪宫廷遗址的壁画里，丝绸
被视为奢侈品，而对于大唐王
朝来说，丝绸不稀罕，但棉花却

是稀罕物。
现在，世界上最有名的绿

洲长绒棉产区，一个是埃及的
尼罗河谷，其次就是乌兹别克
斯坦两河地区。通过棉花出口，
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欧盟、
美国、中国都保持了密切关系。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度每年
都要买走乌兹别克斯坦40%的
棉花。现在中国逐渐替代了这
一角色，成为乌兹别克斯坦棉
花第一大买家。目前，中国对乌
进口的商品70%是棉花。

不过，今年乌方减少了棉花
出口，而是在本国建立加工厂，
提高产业附加值后再出口。最
近，乌兹别克斯坦内阁部长、塔
什干副市长到中国还走访了济
南国际投融资商会，想建中外合
资纺织厂，希望能引进中国棉纺
技术，在国内生产高档毛巾。

华为手机、中国文具
出现在乌国商场

文明的传播，可能来自商
旅的驼队，也可能来自大国博
弈的战场。

撒马尔罕曾经被阿拉伯帝
国征服过。大国的激烈碰撞带
来了多种文明的交融。波斯、阿
拉伯、印度等各路商贩来来往
往，古老的商铺里堆满了丝绸
和毛毯。不过，现在，记者在撒
马尔罕的商场里，见到的是来

自中国的华为手机。路边超市，
卖的有来自中国的文具。而在
撒马尔罕的郊区手工作坊里，
还保留着8世纪从唐朝传来的
桑皮纸制作工艺。

这 里 还 是 胡 旋 舞 的 故
乡。1300年前，长安城里人人
学旋转，人人学胡舞，代表人
物是杨贵妃和安禄山。当时
全世界最繁华的城市长安城

拜倒在胡旋女裙下。白居易
的名诗《胡旋女》，直接点明

“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
万里余”。

在撒马尔罕孤儿院，记者
就见识了一场乌兹别克斯坦民
族舞蹈。撒马尔罕孔子学院的学
生来到这里，和孤儿院的孩子们
搞联欢。在现场，孔子学院学生
张民穿着美丽的汉服，伴着的是
中国的流行歌曲，跳的是当地民
族舞蹈纳斯盖(音译)，一次能打
十几个旋儿，汉服飘飘，的确让
人见识到《旧唐书》所述胡旋舞

“舞疾如风”的风采。
在离开撒马尔罕后，玄奘

再次翻越帕米尔高原，一路向
西，待他返回长安时，已43岁，
带回佛经520箧657部。这之后
的20年，玄奘一共翻译出1335
卷，还将中国的《老子》等书翻
译成梵文，传入印度。

丝绸之路，真是一部迷人
而血腥的历史，而历史就是在
不停地轮回中。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巴基斯坦

印度

俄罗斯

在乌兹别克斯坦，中国符号逐渐从中国结、毛笔字、太极拳转变为高铁、移动支
付、共享单车，新四大发明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生活方式，也深深吸引着乌兹别克斯
坦人。撒马尔罕国立外国语学院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刘涛说，在中乌交流的过程中，
孔子学院更多走的是本土化道路，融入远比弘扬更重要。

古丝路的三大节点城市之一，可与西安媲美的古城

新新丝丝路路上上的的撒撒马马尔尔罕罕，，如如今今流流行行什什么么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丝路文化遗存最为丰富的国家，撒马尔罕与长安、伊斯坦布尔并称古丝绸之路三大枢纽城市市。身处一座

不同文明交汇的节点城市，在一个跨越千年的时光隧道里，我们或许更能看得清楚，不同的文明究竟是在以怎样的方式式传播与交融的。

撒马尔罕城的一组铜雕，重现古丝绸之路的场景。本报记者 蔡宇丹 摄

5月31日，撒马尔罕孔院的师生与孤儿院的孩子们一起欢快地舞蹈。 本报记者 蔡宇丹 摄


	A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