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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博
士生、来自尼日利亚的
李明诚作为学员代表回
顾了自己在尼日利亚纳
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孔
子学院的学习经历。他
说，在孔子学院学习中
文、获得孔子学院奖学
金来华留学，这样的中
文学习经历是很多来华
留学生的缩影。相信未
来孔子学院作为平台也
可以为很多像自己一样
想学习中文、了解中国
的人提供更多机遇和支
持。中文已成为推动不
同国家和民族相互理解
的纽带。

相关专家表示，得
益于孔子学院这个双向
交流合作平台，中外教
育、学术与人文联系更
加务实，教育开放进一
步扩大，顺应了深化国
际理解、促进文明互鉴
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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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日前，“中俄虚拟中文教研室”项目启动仪式在线上
举行。据介绍，虚拟中文教研室是利用数字化技术建立的中文
教研组织，开展长期的、常态化、跨时空“云教研”，为本土教
师提供即时可得的技术指导，提升中文教师的教研能力，通过
创造性的教研合作和课题研究，实现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教
学方法的共商共进、教学理论的共创共建。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副主任杨军表示，虚拟中文教研室
是一次创新尝试，目的是支持俄罗斯本土中文教师专业发展。
通过支持双方大学常态化开展不同形态的中文“云教研”活动，
探索形成云支持的“研训行”一站式、一体化教师教育发展模
式。他表示，希望“中俄虚拟中文教研室”能成为两国教育合作
的新名片，在此模式下形成一套新的中文教师培养方案和计
划，进一步拓宽俄罗斯本土中文教师职业发展路径，促进俄罗
斯中文教学发展，为加强两国教育人文交流贡献力量。

俄罗斯北方（北极）联邦大学副校长柳波芙·扎鲁宾娜表示，
“中俄虚拟中文教研室”为当地中文教育带来先进教育技术和中
文教学法，北方（北极）联邦大学将借此培养具备中文教学和翻
译能力的优秀人才，满足各类机构的人才需求。

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郑元杰表示，“中俄虚拟中文教研室”
为两校教师提供了共同探索语言教学研究、共建教学资源、优
化中文课程质量、提升教师教研能力的平台。

（于 荷）

巴金回顾一生创作道路时说，有一部古书中的文章可算是
终生难忘之启蒙导师，“我后来写了20本散文，跟这个启蒙先生
很有关系”。

现代语言学大师王力说，学习古代汉语，有一部书值得
读。他的名著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中，例文、引文大多来自
这本书。

鲁迅先生说：“它和 《昭明文选》 一样，在文学上的影响，
两者都一样不可轻视。”

这些文章大家如此看重的书，就是《古文观止》。
《古文观止》 是清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读

本，共 12 卷，收录文章 222 篇，题材涉及史传、策论、游记、
书信、笔记等，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脉络与特
点，体现了中国古代散文取得的最高成就。

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二人，是浙江绍兴人，一起在家乡
“课业子弟”。《古文观止》就是他们教学生诵读古文的讲义。

由于入选作品题材广泛、代表性强、语言简洁易明，篇幅
短小精髓，言辞优美，非常适合文言文的初学者，《古文观止》
一经出版便非常流行，成为文言文教学的经典教材。“观止”就
是好到极致的意思，也就是说，书里所选的是人们所能看到的
最好的、尽善尽美的文章。

中国古代散文传统源远流长，各种诗文选本层出不穷，比
如《昭明文选》《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明
文衡》 ……不乏成百上千卷的规模。《古文观止》 只有区区 12
卷，但其知名度远超上述大部头，只有《文选》可与之抗衡。

鲁迅先生说：“以《古文观止》和《文选》并称，初看好像
是可笑的，但是，在文学上的影响，两者却一样不可轻视。凡
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
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之名位，
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
家的作品。”

“选者之名位”，吴氏叔侄远谈不上，他们都是无缘仕途的普
通读书人。那么，其书能脱颖而出，全凭“古人之威灵”——以
不大的篇幅包罗很多名家的作品。

文章选集的质量如何、水平高低，体现在选择上。《古文观
止》选得确实好，眼光独到，有三大突破。

第一个突破，是突破了权威的束缚，文章既有意义又有意
思才会入选。

比如先秦部分，吴氏叔侄放弃佶屈聱牙的《尚书》，直接从
相对容易理解、善于讲故事的 《左传》 开始，不会一上来就给
读者一个下马威，拒读者于千里之外，而是引起读者阅读的兴
趣。具体来说，《左传》 选文有 《曹刿论战》《宫之奇谏假道》

《烛之武退秦师》等，都是脍炙人口、言简意赅的名篇。
接下来，同样的类型，还有《战国策》里的《冯谖客孟尝君》

《触龙说赵太后》《唐雎不辱使命》，《史记》 里的 《太史公自
序》，贾谊的 《过秦论》，诸葛亮的 《出师表》，李密的 《陈情
表》，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桃花源
记》，韩愈的 《原道》《师说》，柳宗元的 《捕蛇者说》，范仲淹
的 《岳阳楼记》，欧阳修的 《醉翁亭记》，苏轼的前后 《赤壁
赋》……都是千古传诵的公认佳作。

第二个突破，是突破了骈散之分的束缚。韩愈倡导了古文
运动之后，骈体文的地位江河日下，逐渐让出主流文体的席
位，到吴氏叔侄编书时仍未有起色。但 《古文观止》 不为流
行趋势所左右，不光选散体古文，对于经典的骈体古文也没
有忽略，可谓骈散并重，只要写得好，不管文体是什么，就
收入囊中。

比如，《古文观止》 中选录的骈体文有孔稚珪的 《北山移
文》、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瞾檄》、王勃的《滕王阁序》、刘
禹锡的《陋室铭》、杜牧的《阿房宫赋》，都是雅俗共赏的妙文。

第三个突破，是突破了以前文选不收经书、史书的传统，
收录了 《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以及 《史记》《汉
书》《后汉书》 等经部、史部的著作，再次表露出 《古文观止》
以内容为标准、只看文章好坏不问英雄出处的遴选态度。至于

《三国志》 以后的正史文章，《古文观止》 不再选择，可能也是
因为前四史之后的正史里确实没什么好文章可选了。这也是读
书人所公认的。

虽然也有一些选择不恰当的问题，但大体上说，《古文观
止》 问世以来 300 多年间，能保持盛行不衰，不被其他选本代
替，一直是古文启蒙、雅俗共赏的书籍，足见其生命力之旺
盛，足见其本身的价值确实不容忽视。所以，别看不起乡村教
师，有高人。

打造特色教学课程

双臂抬平起势，云手画弧，再揽
雀尾……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孔子
学院，太极拳课程已开展 10 余年。学
校还会定期举办讲座，介绍中国武术
相关知识。

“武术课兼具体育课和文化课的双
重属性，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呈现
了相关文化理念。”西班牙瓦伦西亚大
学孔子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学院将
武术作为教学特色，开启了学生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之门。

和瓦伦西亚大学孔子学院一样，
为了促进语言教学，不少孔院打造了
独特的教学课程。

作为拉美地区第一所中医孔子学
院，巴西戈亚斯联邦大学中医孔子学
院充分体现了中医特色。据巴西戈亚
斯联邦大学中医孔子学院外方院长方
博文介绍，学院开设了中医概况、推
拿、针灸等课程，每月定期开展中国
文化和中医药相关讲座，还联合河北
中医药大学成立了中医诊疗中心。

方博文强调，巴西戈亚斯联邦大学
中医孔子学院在教学中注重中医手法
的实操掌握，“在刚举办的《中医推拿之
术》讲座上，我们从推拿的定义内涵、发

展历程和实操技巧等方面进行介绍，为
了帮助学生理解，还播放了教学视频详
细介绍推拿手法。”

“优秀的商务中文人才不是既懂
中文又懂商务知识就够了，还要深入
了解中国经济形势。”澳大利亚维多利
亚大学商务孔子学院院长张维亮介
绍，该孔院的教学充分发挥商务特
色，除了开设商务汉语课程，还开设
一系列商务活动。“我们会定期收集整
理相关经济数据，供学生进行学术和
实践分析，开展中澳贸易相关商务论
坛，分享行业前沿发展动态，为学生
答疑解惑。”

拓宽中文学习渠道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
到海不复回……”不少人对乌干达留学
生孔维桢的中文水平颇为赞叹。但时
钟拨回至 3 年前，当时正值新冠疫情
期间，孔维桢所就读的麦克雷雷大学

孔子学院暂时关闭，他为如何继续中文
学习发愁。“后来，我在网上找到了相关
中文学习资源，通过网络视频自学中
文，还通过了汉语水平四级考试。”孔维
桢说。

谈及中文学习体会，孔维桢说：
“随着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孔子学院
的中文学习数字资源越来越丰富，也
让像我一样的海外中文学习者有了更
多选择。”

2022 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与英国
开放大学联合建设英国开放大学网络
孔子学院，借助互联网平台为广大中
文学习者提供参与各类在线活动、研
究活动、研讨会等的机会。英国开放
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阚茜表示，网
络孔子学院具备较高的开放性与灵活
性，有望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发展。

作为线下教育的补充，中文学习
数字资源有助于连接课堂内外，增进
教学效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下称外研社） 中国语言文化出版分社

社长鞠慧介绍，在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
合作中心策划指导下，外研社和爱尔兰
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正共同开发一款面
向初中学习者的中文教学资料——“加
油”中学汉语教学资源。它包含数字化
教师手册和评估测试题库，以助力教学
方式多元化，为中文课堂增色添彩。

“传统纸质教材的开发周期较长，
难以完全满足不同国家和地区中文学
习者的个性化需求。”鞠慧表示，外研
社已与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联合
启动孔子学院核心课程资源建设合作
共建项目，将从“数字先行”的角度开发
千余项可重组、可复制的中文学习资
源，促进孔子学院数字化建设与资源
共享。

语言文化相辅相成

除了开展语言教学，孔子学院还
是促进文化交流的平台。

当木琴遇到架子鼓，当中国古典
民乐遇到西洋音乐，会碰撞出怎样的
火花？为庆祝“孔子学院日”暨巴西圣
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成立 15 周年，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与该校
艺术学院的打击乐团联合举办音乐
会，演奏中巴两国的音乐作品。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外
方院长路易斯·安东尼奥·保利诺将这
场演出看作“一次以艺术为名的文化交
流”。他表示，开展文化活动是国际中
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巴
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参与举办
了一系列电影节、绘本展、演唱会等
文化活动，用多样化的形式展现和传
播中国文化。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不少学
生是电视剧《甄嬛传》的粉丝。“我们鼓
励学生对这部剧的片段进行改编，在
戏剧课堂上演出。”埃及开罗大学孔子
学院外方院长李哈布说，“以此为契
机，激发了学生们了解古代中国的兴
趣，还提升了中文教学的效率。事实
证明，教学效果很好。”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外
方院长易福成认为，学生对了解中国
文化很感兴趣，国际中文教育应该顺
应这种需求。“比如，2021‘汉语桥’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中俄友谊长存’主题线
上体验营活动邀请多位专家，介绍中
国货币政策、中国扶贫工作等内容，
吸引了近200名俄罗斯学生报名参加。”

2022 年，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孔
子学院开设了以中国建筑史为主题的
系列讲座，俄罗斯专家不仅介绍中国
建筑的风格特征，还和俄罗斯建筑风
格进行对比，很受学生欢迎。“我们将
开展更多课程和讲座，从不同角度介
绍中国文化，拓宽学生对中国文化了
解的广度。”易福成说。

我来自柬埔寨，今年 23 岁，目前
正在同济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知识
产权法。在中国学习的这段时间，我
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跟我之前了
解到的不一样。

到中国留学之前，亲戚朋友问我：
“为什么选择到中国留学？”我答：“想到
中国看一看。”如今，对这个问题，我
有了新的答案。

首先，中国人热情友好、乐于助
人。比如，如果你不会中文，在跟别

人沟通时遇到困难时，对方会很耐心
地听你讲完，也会适时帮你调整表
达，让沟通变得顺畅。有时候，碰到
热心人，还会帮你翻译。

其次，在我学中文前，听过不少
中文难学的说法。到同济大学读书
后，我跟着知识丰富、耐心有爱的老
师们学习之后，觉得中文并没想象中
那么难学。我们的林老师会找很多有
效有趣的方法教我们学中文，让大家
以轻松的心态应对学习任务。

另外，中国是一个美丽又安全的
国家。在中国旅游，无论到充满历史
气息的景区还是到现代摩登的景区，
都很安全。我参观过不少历史古迹，
仿佛回到古代中国，古人的生活如一
幅幅画卷在我眼前展开。作为外国
女孩，即使一个人到中国各地旅行，
我也不害怕，因为中国给了我足够的
安全感，在旅途中遇到的人都很友
好，让我的旅行记忆美妙而温馨。

总之，中国有很多让我感动的地

方，并不限于上面提到的 3 个方面。
在中国学习、生活、旅行的美好经
历，让我不后悔自己做出到中国留学
的决定。我还想告诉更多的人，从别
人口中了解中国，不如亲自来中国看
一看。

（作者系同济大学柬埔寨留学生）

《古文观止》：

古文启蒙必读书
熊 建

“中俄虚拟中文教研室”启动

来华留学生
讲中国故事

百闻不如一见，到中国来看一看
林平星

日前，世界中文大会在北京
举办。大会举办期间，由孔子学
院品牌运行方中国国际中文教育
基金会主办的“孔子学院的未来
发展”论坛举行。孔子学院中外
合作机构代表、孔子学院中外方
院长等千余人齐聚一堂，共同探
讨孔子学院的办学经验，共话国
际中文教育发展之路。

孔子学院搭建平台：

顺应学习需求，促进双向交流
陈渡归

来自多所孔子学院的本土中文教师参加“长城汉语”教学资源应用培训。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供图

来自多所孔子学院的本土中文教师参加“长城汉语”教学资源应用培训。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供图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学员学习太极拳。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学员学习太极拳。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学员学习茶艺。

上图均由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