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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联合国新闻部宣布启动联合国语言日，倡导

并促进 6 种官方语言 （汉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

语、阿拉伯语） 在联合国的平等使用。其中，“中文日”定

在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的“谷雨”，以纪念“中华文字始

祖”仓颉造字的贡献。

今年4月20日是第12个“联合国中文日”，中国常驻联

合国代表张军日前在联合国中国书会举办的“联合国中文

日”主题在线活动上表示，中文见证了联合国成立的历史

性时刻，见证了中国参与联合国事务的历史进程。中国是

第一个在 《联合国宪章》 上签字的国家，汉字留在宪章签

署区首页，彰显着中国对 《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的坚

定承诺。长期以来，中文的运用保障了联合国工作的有效

开展，增进了中国人民和中文使用者对联合国的了解。

时值第 12个中文日，世界各地的相关机构举行了各类

庆祝活动。其中，全球最大的国际中文教育网络平台“中

文联盟”推出“中文：创造无限机遇”系列线上活动，具

体包括中文日之声、教学创新接力、中文机遇、中文驱

动、全球精彩活动、中文联盟会员云展厅等多个版块，旨

在展现国际中文教育在推动教育创新、个人成长、产业发

展等领域创造的无限机遇和丰硕成果。

据介绍，“教学创新接力”版块全天以直播课形式，推

出网络中文课堂示范课和中文联盟精品示范课；“中文机

遇”版块通过中文培优项目、“汉语桥”配音大赛、一分钟

中文创意挑战赛等主题内容，集中呈现国际中文教育为中

文学习者、教师和教师志愿者等个人成长和发展提供的无

限机遇；“全球精彩活动”版块滚动报道中外高校、企业、

机构异彩纷呈的中文日庆祝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活动将

贯穿整个4月。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以外学习中文人数约 2500 万人、

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人数近 2 亿人。此外，全球共有 40 多

个国家开设了“中文+”课程，涉及经贸、高铁、航空、旅

游、医药、厨艺等众多领域。

正如为“中文之声”录制寄语视频的马西所言，“中文

就像一个魔术盒，带来无限可能”，这也是本版呈现的几位

外国中文学习者的共同心声。

中文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优美的语言
之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之
一。随着中国与世界交往增多和国际中文
教育规模扩大，中文的实用价值和文化价
值不断提升，学习中文成为各国民众特别
是青年人的重要选择，由此推动了全球范
围内的“中文热”持续升温，也催生了设
立“国际中文日”的呼声。

近几年的实践表明，设立“国际中文
日”有着坚实基础，也有着广泛共识。每
年的农历谷雨日 （今年是 4 月 20 日） 为

“联合国中文日”，这一天及其前后，除联
合国有关机构外，还有很多国家的中文教
育机构和中文学习者、爱好者自发组织起
来，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使得“联
合国中文日”变成了事实上的“国际中文
日”。这一越来越隆重的节日，为各国民众
搭建了一个周期性、仪式化体验和亲近中
文的平台。

设立“国际中文日”尽管已经形成共

识，且相关活动已经初具规模，但其辐射
力和影响力与各国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
国的热切期盼还有一定差距，与中文作为
重要国际通用语言之一的地位还不相匹
配。“国际中文日”从共识走向行动，需要
在借鉴“世界俄语日”“国际法语日”等语
言日成功做法的基础上，多元参与、创新
发展，切实提升自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首先，中外合作、外方为主。中文属
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开展国际中文教育
和应用，是中国作为中文母语国义不容辞
的责任，也是各国自身外语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举办“国际中文日”纪念活动，

需要中方大力支持、提供资源，也需要中外
双方友好协商、合作开展，举办更多具有本
土特色的各类纪念活动，满足当地民众学习
和了解中文的多样化需求、个性化期待。

其次，官民并举、民间为主。众人拾
柴火焰高，举办“国际中文日”需要实现
主办方、参与者的多主体、多元化。教育
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作为中国统筹推
进国际中文教育的专业机构，可就举办

“国际中文日”加强规划设计、提出年度主
题、培育活动品牌。同时，要发挥民间机
构专业运行优势，特别是各国大学的中文
院系等专业中文教育机构，可充分调动广

大师生积极性，通过师生“现场说法”提
升活动的参与度和感染力。

再次，形式多样、创新为主。举办
“国际中文日”的目的是营造学中文、爱中
文、用中文的氛围，内容充实、形式新
颖，活动才有吸引力。全球或区域、国别
性的中文作文、朗诵、书法、唱歌等赛事
可激发中文学习者和爱好者的兴趣，富有
中国特色的武术、戏曲、茶艺、音乐等活
动必不可少。此外，推出一批构思精妙、
画面优美的多语种、故事型宣传片，发布
一批简洁流畅、质量上乘的中文教学示范
课，可帮助人们既了解中文知识，又能学

习几句简单的中文。更重要的是，当今已
是在线学习的时代，通过设计和推出网络
化、数字化、人工智能化的在线活动方式，如
配音大赛、视频大赛等，促进人人关注，方便
人人参与，增强泛在的节日传播效应。

今年 1 月 15 日，中文正式成为联合国
世界旅游组织官方语言，中文的国际教
育、国际传播和国际地位再度引发人们关
注。3 月 30 日，国际中文教育数字化云服
务平台“中文联盟”，向各国中文教育者、
学习者、爱好者发出呼吁，倡议以“中
文：创造无限机遇”为主题，共同庆祝和
纪念本年度的“国际中文日”。的确，中文
是世界语言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也为广
大中文学习者、爱好者拓展职业通道、了
解中华文化、构建全球视野提供了无限可
能。中文的未来大有可期，“国际中文日”
的未来大有可期。

（作者系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规划处项目主管）

别看我生在加拿大、长在加拿大，但是我的成长经历却让我
和中国早早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得上幼儿园时，我特别喜欢我的启蒙老师Sam。她是一个身
材高大、笑容和蔼的老师。我非常喜欢听她讲故事，喜欢和她一
起做手工。记得有一年春节，Sam 老师给大家准备了红色剪纸窗
花，还给我们讲了一些中国的过年传统，比如会给小朋友压岁
钱。我当时觉得，这个传统实在太好了！班上的小朋友都收到了
Sam老师为大家准备的“人民币”。放学回到家，我很珍惜地把我
的“巨款”放到了小猪存钱罐里，最后才发现，那不是真的人民
币。那是我有记忆以来，触动最深的一件事。年幼的我从那时起
就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于是在家人的支持下，开始学习中文，
一转眼我已经坚持了12年。

一路走来，我最要感谢的就是我所就读的中文学校校长和老
师。他们都来自中国，是一群充满热情和有责任感的好老师。他
们的辛勤付出为我的中文打下了坚实基础，也让我深深地醉心于
中国文化。老师们讲过的一个个故事、一个个传说、一个个典
故、一个个人生哲理，使“中文”成为鲜活的、生动的、美好的
文字符号，也是我最珍贵的成长记忆。上中文课成了我每周最期
待的事儿，12年来从未间断。

中文学习让我不禁对中国充满向往。每年暑假，我和父母都
会到中国不同的地方旅行。我见识过她美丽的山川河流，领略过
她隽永的文化气息，体验过她淳朴的风土人情，感受过她令人惊
艳的时尚和令人震憾的科技力量。如今，我已经很熟悉人民币
了，但在中国，支付方式越来越多地变成了微信和支付宝。中国
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地方，让我十分着迷。

就这样学着学着，我变成了一个知道很多中国故事的小小
“中国通”。平时，我常参加校内外的演讲比赛，每次的演讲内容
都和中文、中国文化以及我的中国之行有关。2020年，我代表加
拿大参加了第13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并获得了全
球总冠军的殊荣，这为我的中国故事增添了最精彩的一页。

“汉语桥”比赛让我收获良多，也让我有更多机会分享我的中
国故事，这让我有一种使命感——中文这么美，怎么能让更多的
朋友学习和使用？中华文化这么博大精深，怎么才能让更多的朋
友愿意去了解她、爱上她？

我还记得上小学和初中时，身边的朋友还没有去过中国，甚
至不知道中国的地理位置。就连我最好的几个朋友对中国的了解
也仅限于中餐厅的海鲜炒面和宫保鸡丁。但是渐渐地，他们开始
期待我每个暑假在中国旅行的见闻和我在中国买的小礼物。现
在，他们知道了火锅、高铁、手机支付和中国人的友好，但这样
的改变还远远不够。

今年年初，我和其他几名高中生成立了一个作业辅导自愿者
中心。现在，我们每周都会为北美不同地区的小学生提供免费的
初级中文辅导。与此同时，我发起并成立了一个中文辩论俱乐
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切入点，为本地区中小学生提供一个中文
辩论的平台。俱乐部活动每周一次，同时定期举办辩论赛。

我的力量虽然很小，但我坚信每一点努力都是有意义的。只
要大家愿意了解、学习中国文化，就一定会爱上她，因为那是经
过岁月淬炼的智慧。讲好我的中国故事是我的终生追求，为此，
我将一往无前。

（作者系第13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冠军）

在我很小的时候，中国这个古老
而又神秘的国度就深深吸引着我。
2015 年，我 14 岁，出于对中国文化
的好奇，开始了中文的学习。在我就
读的中学，教授学生中文兴趣课的老
师来自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
学院。

还记得我人生中的第一位中文老
师姓严，但是她一点儿也不严厉。她
的专业知识、职业素养和人格魅力，
都让我深深地爱上了中文。她不只
是授之以鱼，也授之以渔，更为我
打开了一扇通往梦想的大门。在严
老师的帮助下，我学习中文的热情
持续高涨，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
习方法。

2017年夏天，我很幸运地参加了
“中国之旅”夏令营活动。中国有句
俗语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次
的中国之旅让我大开眼界，不仅见识
了便捷快速的移动支付和环保快捷的
共享单车，还体验了安全快速的高铁
动车以及应有尽有的淘宝店。这些都
让我震撼，也让我在心里默默地许下
愿望：“我一定还会再回来的，短短两
周的时间真的不够。”

1 年以后，我作为罗马尼亚中学
生代表，参加了第 11 届“汉语桥”
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结识了来自五
湖四海的中文学习者，留下了美好的
回忆。不过，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

“汉语桥”组委会。毫不夸张地说，

对我们来说，那真是一次完美得不能
再完美的体验，这次参赛更加坚定了
我要把自己的未来和中国连在一起的
信念。

2019 年，我成功申请到中国政
府奖学金。“我要到另一个洲去学
习，去我魂牵梦萦的中国完成大学
学业，要在那里度过 4 年的象牙塔
生活，而不是短短的两周。”出发
前 ， 每 当 想 到 这 些 ， 我 都 特 别 激
动。现在，作为北京语言大学汉语
言专业的一名大二学生，我觉得自
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未来，我希
望自己能从事推动中罗语言与文化
交流合作的工作。

回头看我的中文学习之路，可以

用“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来描述。
孔子学院的老师是我进入中文世界的
启蒙导师，“中国之旅”夏令营让我
对中国一见钟情，“汉语桥”让我再
次确定中国就是我的心之所属。正是
开放的中国为我们这些中文学习者和
中国文化爱好者提供了非常多走近
她、了解她的机会。而我要做的，就
是坚持学习中文。

我的故事很简单，没有什么跌宕
起伏，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但却是有
意义的。因为，我想告诉同龄人，中
文开拓了我的眼界，珍惜机会让我遇
到了更好的自己。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罗马尼亚
留学生）

我来自阿根廷，出于对汉字的好奇，2009 年开始学
习中文。在学习过程中，虽然每周末我都要很早起床，
再坐两个小时的车去上课，但是对我来说，每一次接触
中文都是一次享受。渐渐地，学习中文从业余爱好变成
了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神秘的汉字更是深深地吸
引着我。我发现，汉字不仅看起来非常美丽，而且意义
博大精深，每个汉字都像是一首诗。

学习中文就像打开了一个魔术盒子，既满足了我长
久以来的好奇心，又激发了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从不
同文化的角度看世界，让我大开眼界，感觉生活非常美
好，每天都有新鲜的体会。

2014 年，我获得了一次到中国学习的机会 （在吉林
大学学习一个学期），第一次踏上这个美丽的国家，看到
的一切都让我惊喜。在那个学期，我不仅交到了很多来
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还游览了很多中国的名胜古迹。慢
慢地，我爱上了中国的风景、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善良
友好的中国人民。回到阿根廷后，我想跟更多的阿根廷
人分享我学习中文的经验与快乐，想让他们了解中国的
美丽。

很幸运的是，我到吉林大学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
士的申请成功通过，第二次来到中国。在我攻读硕士的
两年时间里，学习中文的快乐变成了研究中文的快乐，
我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语言与文化。

读硕士期间，我发现以西班牙语 （阿根廷官方语
言） 为母语的学习者有自己的学习特点。由于语言和
文化的密切关系，要让学生更好地掌握中文，不仅需
要注意中文与西班牙语的差异，两种文化间的异同也
不能忽略。2019 年，我有幸加入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
合作中心“新汉学计划”博士生项目大家庭，在吉林
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更深入
地研究中文。

读博期间，吉林大学优秀学者的授课，每次都像是
一场头脑风暴，引发我深入思考各种中文问题；语合中
心也安排了各个领域的专家对学生进行指导帮助。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网上有一些关于中国的不实
传闻，我迫切地想让大家看到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感受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故事，便创建了自己的中西双语微信
公众号——马西学汉语，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分享我的
生活感悟和学习心得。这时候，对我来说，研究中文的
快乐变成了传播中文的快乐。

如果 12年前有人告诉我，未来我会在地球的另一端
读博士，我肯定不会相信。但机缘巧合，中文给我的人
生创造了无限机遇，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让我的
梦想成真。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学中文，了解中国文
化，感受中文和中国文化的魅力，也给自己一个创造无
限可能的机会。

（作者系吉林大学阿根廷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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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日”：从共识走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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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西在吉林大学硕士毕业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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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名“中国通”
甜 甜

甜甜在家中书房用比心手势表示“我爱中文”。

艾梅参加第 11届“汉语桥”世界中学
生中文比赛。

4月18日，浙江师范大学为迎接“联合国中文日”举行快闪活动。 傅 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