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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据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消
息，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柬埔
寨教育、青年和体育部关于合作开展柬埔
寨中学中文教育合作项目的谅解备忘录》
签署，标志着中文正式纳入柬埔寨国民教
育体系。

根据谅解备忘录，中柬两国教育部
门 将 合 作 开 展 柬 埔 寨 中 学 中 文 教 育 项
目 ， 中 方 指 定 中 外 语 言 交 流 合 作 中 心

（以下简称“语合中心”） 落实本备忘
录。语合中心将根据柬方需要，选派中
文 顾 问 与 柬 方 联 合 研 制 柬 中 学 中 文 课
程、教学大纲、考试大纲等，协助培训

本土中文教师，研发中文教材，共同开
展 中 学 中 文 项 目 教 学 质 量 的 评 估 与 监
测，共同举办学术研讨活动等。

多年来，为满足柬埔寨中文学习的
旺盛需求，中国教育部及语合中心通过
向柬埔寨派遣国际中文教师和志愿者、
提供中文教育奖学金、培养培训本土中
文教师等方式持续为柬埔寨中文教学发
展提供支持。

据悉，截至目前，全球有70多个国家
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还有很多国家
正在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于 荷）

柬埔寨本土中文教师参加培训。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供图

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

在古代，《论语》 是中国
读书人的必读书。从西汉开
始 ， 儿 童 念 书 先 读 识 字 课
本，然后就开始摇头晃脑背

《论语》，“子曰：‘学而时习
之，不亦说乎……’”

五经，《诗》《书》《礼》
《易》《春秋》，可以只通一
经 ， 但 《论 语》 谁 也 躲 不
过 。 南 宋 学 者 朱 熹 把 《论
语》《孟子》《大学》《中庸》
集合成“四书”，作 《四书章
句集注》。元仁宗皇庆二年

（1313 年） 举行科举，要求考
试题目必须在四书之内，而
且必须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
答案，从此一直经过明朝，
延 续 到 清 朝 光 绪 二 十 七 年

（1901 年） 才完全废除以四书
命题的考试办法。

近 600 年间，四书尤其是
《论语》，成为读书做官的敲门
砖。与此同时，孔子的地位越
来越高。在世时，孔子奔走列
国不为所容。去世后，他一步
步成为至圣先师，被涂抹上很
多神圣的光环，真面目越来越
模糊，连带《论语》的文本也被
过度解读。

今天我们读 《论语》，不
必如古人一样非得张口闭口

“子曰如何如何”了。孔子也
有说得不适合今天的话，不
必 想 方 设 法 去 美 化 、 去 曲
护。比如他那句最有争议的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有人说，孔子是圣人，怎么
会 轻 视 妇 女 ？ 应 该 把 “ 女
子”解释为“汝子”，意思是

“ 你 的 子 女 ”。 这 么 读 《论
语》，太累了。

经史子集，古代目录都
把 《论语》 放在经部，现在
看，放在子部更合适。经过
这样一番祛魅，《论语》 在今
天的阅读价值就能真正显现
出来了：一者，它是了解、
研究中国思想史、社会史、
文化史、教育史的必读书；
再者，古人在说话、写文章
时，引用 《论语》 里的话、
事十分频繁，不把 《论语》
读懂，很多古书在理解上就
有 障 碍 。 比 如 古 书 中 常 见

“而立之年”的说法，就是来
自 《论语·为政》：“吾十有五
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
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
十 而 耳 顺 ， 七 十 而 从 心 所
欲，不逾矩。”

《论语》 主要记载孔子的
言语行事，以及一些弟子甚
至再传弟子的言语行事。记
载形式是语录体，很轻松，
多是孔子和弟子聊天，聊着
聊着，蹦出金句，弟子赶紧
记下来，有时候着急找不到
竹简，怕忘了，就先写在衣
带上，回去再誊写到竹简上。

后来，大家把各自的笔
记拿出来，编辑成一本书，
就是 《论语》。至于是谁把

《论语》 最终编定，一种比较
合理的说法是孔子弟子曾参
的弟子。因为书中凡是曾参
出 现 ， 无 一 处 不 尊 称 为

“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与
同门师兄弟比起来最多，最
突出。

相声大师马三立的经典
作品 《开粥厂》 里，马大善
人爱吹牛又俗不可耐，说完
一段冠冕堂皇的套话后，总
要加上一句“曾子曰”想显
示自身尊贵，但出言却是什
么“包子有肉不在褶儿上”

“一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
放”之类的大白话，反差造
成的讽刺效果很好，而背后
则凸显了曾子在古代圣哲体
系中的地位。

怨天尤人、温故知新、既
往不咎、不耻下问、文质彬彬、
任重道远、后生可畏……虽然
为后世贡献了大量成语、警
句，但 《论语》 并不好读，
尤其与其他更有系统性、逻
辑性的子书比起来。

一来，书中多是零言碎
语，三五句一段，一段一段
凑成篇，又长又乱。全书 1.5
万多字，除了 《乡党》《微
子》 少数几篇，大部分没有
集中的主题。为什么这几段
话放在同一篇？不用挖空心
思琢磨，答案是随意为之，
没有规律。每一篇的标题都
是挑开头两三个字硬加上去
了，第一篇标题“学而”甚
至都不是一个完整的词汇，
很省事，并无意义可言。

二来，很多话今天看来
平淡无奇，不怎么精粹，有
的还解释不清。这是因为当
时记录的时候，大家都清楚
背景、语境，你懂我也懂，
不用多说，含义自明。可时
过境迁这么多年，失掉了背
景、语境，当初是不是写错
了都不一定，猜也无从猜起。

对此，学者们总结出很
多读 《论语》 的方式，在这
里介绍一种拆分读法。《论
语》 虽然杂乱无章，但是孔
子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其中
有 几 个 关 键 字 ： 仁 、 义 、
礼 、 孝 、 忠 、 信 、 宽 、 恕
等 。 分 别 把 孔 子 的 相 关 论
述，归拢归拢，整理一遍，
好比带着书架找书，纲举目
张，全书就条分缕析了。这
是一种主题摘读的方式，有
助于深化对孔子思想的理解。

当然，不这么麻烦，随
手翻看，亦无不可，也更符
合 当 初 孔 子 聊 天 谈 话 的 场
景。总之，读起来就好。

用豪萨语讲述中国故事

去年适逢厦门大学建校100
周年，来自尼日利亚的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系的博士生鲍世富
献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在
媒体上用豪萨语讲述厦大百年
故事。

从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到现在，鲍世富一直用豪萨语
介绍他眼中的中国，为让更多
的人了解中国而贡献自己的力
量。当问及他为何坚持做这件
事 时 ， 鲍 世 富 说 ：“2019 年 ，
我带刚出生的儿子到北京。在
某 个 高 铁 站 ， 大 家 都 在 赶 时
间，排在我前面的一位先生帮
我 们 一 家 人 买 了 车 票 ； 火 车
上，我抱着孩子找不到座位，
一个年轻人给我们让了座……
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反映出
的正是中国人的善良。”类似
的 小 事 一 直 记 在 鲍 世 富 的 心
中，也让他决定留在中国，把
在中国感受到的温暖和感动传
递给世界。

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这
些年来，从在社交媒体上对中
国做介绍到日常生活中和在非
洲的朋友交流互动，鲍世富一
直通过力所能及的方式让大家
了 解 中 国 的 历 史 及 目 前 的 发
展。在家乡大学执教期间，他

就给教过的上千名学生讲述过
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
学，力求还原一个客观、真实
的中国。

鲍世富说，在未来，他仍
会继续通过各种讲述方式，让
世界更加了解中国。

体育运动孕育友谊之花

来自肯尼亚的留学生王布
谷有个“功夫梦”，希望自己能
成为一名可以在“水上漂”的
武林高手。而在众多中国同学
眼中，排球、跳远、短跑……
在众多体育运动上表现抢眼的
王布谷，俨然已成为一名赛场
上的“武林高手”。

从 2018 年进入厦门大学信
息学院，王布谷连续 3 年在校
级运动会上获奖，并在排球队
中表现突出、屡获佳绩，但他
更珍惜在赛场和球队中收获的
宝贵友谊。

谈 起 和 排 球 队 的 奇 妙 缘
分，王布谷说：“有一次，我遇
到了一个中国学生。他正在沙
滩 上 打 球 ， 看 到 我 便 喊 我 加
入。就是这次偶然的机会，让
我渐渐地融入了排球队这个大
家庭。”

说起排球队，王布谷还骄
傲地告诉笔者，有一名中国粉
丝会看他的每场比赛，还会拍
照并分享到社交媒体上，这让
他十分感动。

除了排球，王布谷还积极
参 加 富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体 育 项
目。2018 年，他报名参加了福
建三明市的龙舟比赛，虽然未
能获得名次，但他对龙舟比赛
中不同颜色、独具文化韵味的

船只念念不忘，对参赛选手们
勇往直前、坚毅果敢的精神十
分敬佩。

正如他所说：“运动是一种
通用语言，校园内外丰富多彩
的体育运动，孕育了跨越国界
的友谊之花。”

在中国做志愿者很开心

迎新时举着指示牌化身引
导员和翻译，帮助外国新生熟
悉校园生活；疫情期间穿上红
马甲走进社区，帮助社区工作
者与外国居民沟通，也帮助因
疫情暂时无法返校的同学整理
宿舍、搬运行李……在厦门大
学，不少外国留学生变成公益
达人，巴基斯坦小伙习瑞就是
其中一员。

习瑞在中国已生活 9 年。
这期间，他从北方的哈尔滨到
南方的厦门求学，再到杭州工
作，变化的是居住地点，不变
的是参加各类志愿服务活动的
热情。

“做过的志愿活动太多了，
没有固定时间，也不记得一共
有多少工时了。”习瑞说，在众
多志愿服务中印象最深的是寻
访文化大师林语堂故乡之旅。
在那次活动中，他作为志愿者
全程参与，和 10 多名巴基斯坦
留学生走进古城漳州，为中巴
双方人员交流提供翻译服务，
并协助开展中巴文化课堂。

谈 及 参 与 志 愿 服 务 的 初
衷，习瑞笑答：“来到中国很开
心，做志愿者也很开心。我想

‘混’入你们的社区，认识更多
的朋友。”

2022 年中国国庆节的前一天，恰逢匈牙利有着
287年历史的米什科尔茨大学举办一年一度的“发现
者之夜”——各院系对外交流、招生宣传、对社会开
放的重要活动。米什科尔茨大学孔子学院的外方院长
柯丹青博士建议笔者和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吕利老师
在迷你课堂上讲讲中国的国庆。我们从讲什么、怎么
讲等方面反复思考、商量，最终敲定了讲稿。

讲课当天，当老师问：“有谁知道中国国庆是哪
一天？”立即有学生答：“10月1日。”

接着这位学生的回答，我开始详细讲述中国国庆
的来历，介绍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以及举国上下
欢度国庆的活动。同时，还辅以视频方式，和学生共
同感受1949年10月1日那个历史性时刻。通过多种教
学素材，向学生展示了中国的发展、繁荣和维护和平
的决心。

在介绍国庆这个节日的同时，我对汉字“国”和
“家”从汉字构造、演变历史等方面进行讲解，并准
备了歌曲 《国家》，以让学生多角度理解这两个汉字
所蕴含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学生们学会写“国庆节快乐”这
五个汉字。这五个汉字也让他们联想到自己国家的国
庆日，对他们来说，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大家都有
共同的心愿——祝福每个国庆日都祥和快乐。

来听讲座的学生有在孔院上中国文化课的学生，
也有米什科尔茨大学的学生和社区居民。讲座结束
后，很多学生意犹未尽，希望在文化课上能继续了解
中国的发展情况。

其中一位学生告诉我：“明天我会给您写一句汉
语祝福——国庆节快乐！”这是我作为教师收到的最
好的国庆节礼物。

此次讲座的成功让我意识到，文化交流需本着相
互尊重的原则，同时学会倾听对方的声音，只有润物
细无声的平等沟通才能达到真正的交流。

许多朋友对我说，在未来，他们很想到中国求
学、旅游，也想看看北京，看看我们在中文课上讲到
的许多城市和乡村，还想体验中国的高铁。我想，这
正是中文课的魅力所在——促进沟通，增进了解。

（作者系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匈牙利米什科尔
茨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

据新华社电（记者苏小坡） 首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文教
学“百校项目”学生绘画比赛暨教师技能大赛颁奖典礼日前在
阿布扎比哈姆丹·本·扎耶德学校举行。

中国驻阿联酋大使张益明在致辞中说，在两国领导人倡导
并大力推动下，阿联酋中文教学“百校项目”已覆盖阿全国
158 所公立中小学和 5.4 万名学生。此次绘画比赛吸引了 3000
多名学生参赛，他们用画笔生动表达了对中国的向往和对阿中
友好的美好憧憬。他表示，希望以此次比赛为契机，与阿方共
同努力实现“百校项目”学校达到 200 所的目标，开创两国教
育文化合作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任马箭飞在视频致辞
中说，“百校项目”实施4年来实现了数量和质量双重跨越式发
展，已成为中阿教育交流合作的亮丽风景和“一带一路”国家
中文交流的品牌旗舰。

据悉，首届阿联酋中文教学“百校项目”学生绘画比赛暨
教师技能大赛从今年 10 月开始，历时 1 个月，各校推荐 550 多
幅作品参与决赛。经过中外专家遴选，评选出幼儿、小学、初
中、高中四组共12幅特等奖作品。教师技能大赛吸引70多名中
文教师参与，4名教师获一等奖。

来华留学生
讲中国故事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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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阿联酋中文教学

“百校项目”学生绘画比赛举办

我给匈牙利学生讲中国国庆
范立云

范立云在为匈牙利学生讲述中国国庆的由来。

厦门大学来华留学生：

书写“我不见外”的故事
易恩亚

从第一次
踏上中国的土
地到现在，鲍
世富一直用豪
萨语介绍他眼
中的中国。

图为他在
北京天安门城
楼前留影。

2019 年，来自肯尼亚的留学生王布谷参加厦门大学
校运会三级跳项目比赛，获第一名。

2017年，巴基斯坦小伙习瑞 （左二） 在厦门参加慈善
音乐会。

2017年，巴基斯坦小伙习瑞 （左二） 在厦门参加慈善
音乐会。

30多年前，来自美国的潘维廉到福建厦门大学学习汉语。让他没想
到的是，就此在厦门大学扎下了根，在该校任教至今，他也被大家亲切
地称呼为“不见外的老潘”。潘维廉见证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用英语讲述
中国故事，也是福建省首位获得“中国绿卡”的外国人，还曾荣获中国
政府友谊奖等。

如今，在潘维廉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在厦门大学留学的外国学生或化
身民间交流使者，积极促进文化交流；或投身体育运动，赛出友谊和风
采；或热心志愿服务，践行大爱无疆……在异国他乡写下了一篇篇“我不
见外”的动人故事。繁荣进步、有担当的中国形象也在他们讲述的故事中
被不断印证并呈现给世界。

（本文配图均由厦门大学提供）（本文配图均由厦门大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