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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为何在全球受到欢迎？(上)
( 东 西 问 ) 吴 应

辉：中文为何在全球
受到欢迎？

中新社北京9月16
日电 题：中文为何在
全球受到欢迎？

— — 专 访 北 京 语
言 大 学 汉 语 国 际 教 育
研究院/华文教育研究
院院长吴应辉

中新社记者 马秀
秀

中 文 是 联 合 国
六 种 工 作 语 言 之 一 ，
也 是 世 界 上 使 用 人 数
最 多 的 语 言 。 长 期 以
来 ， 中 文 的 运 用 保 障
了 联 合 国 工 作 的 有 效
开 展 ， 也 促 进 了 中 外
人 文 交 流 、 民 心 互
通。

截至2020年底，全
球共有180多个国家和
地区开展中文教育，70
多 个 国 家 将 中 文 纳 入
国 民 教 育 体 系 ， 国 外
正 在 学 习 中 文 的 人 数
超过2000万，累计学习
和 使 用 中 文 的 人 数 接
近2亿。

中 文 为 何 在 全 球
受 到 欢 迎 ？ 北 京 语 言
大 学 汉 语 国 际 教 育 研
究 院 / 华 文 教 育 研 究

院 院 长 吴 应 辉 教 授 近
日 接 受 中 新 社 “ 东 西
问 ” 独 家 专 访 ， 就 “
中 文 热 ” 发 展 、 海 内
外 中 文 教 育 对 中 外 人
文 交 流 和 文 化 互 鉴 的
作 用 等 议 题 作 出 解
读。

现 将 访 谈 实 录 摘
要如下：

中 新 社 记 者 ： 国
际中文教育有助于促
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
理解，有助于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中文走出国门到越
来越受世界欢迎，经
历 了 怎 样 的 发 展 过
程？

吴 应 辉 ： 中 文
走 出 国 门 一 直 伴 随 着
中 国 历 史 发 展 的 各 个
时 期 ， 但 几 个 重 要 时
期 主 要 在 唐 宋 、 明 清
和 新 中 国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唐 宋 时 期 中 文 走
出 国 门 ， 是 以 朝 鲜 半
岛 、 日 本 、 越 南 大 批
来 华 留 学 生 归 国 后 传
播 中 文 、 中 国 文 化 ，
而 后 形 成 汉 字 文 化 圈
为 标 志 。 明 清 时 期 ，
则 以 广 东 、 福 建 等 南

方 省 区 的 大 批 民 众 移
民 南 洋 ( 今 东 南 亚 地
区)，并在南洋形成华
人 社 区 ， 将 中 文 传 播
到 南 洋 为 主 要 标 志 。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 则 是
由 于 中 国 综 合 国 力 的
快 速 提 升 ， 尤 其 是 经
济 、 科 技 等 领 域 快 速
发 展 带 来 的 中 外 经 济
文 化 交 流 需 求 和 “ 一
带 一 路 ” 倡 议 等 的 实
施 为 标 志 。 中 文 价 值
快 速 提 升 ， 从 而 激 发
了 世 界 各 国 开 展 中 文
教 学 的 积 极 性 ， 许 多
国 家 制 定 了 中 文 教 育
相 关 政 策 ， 将 中 文 教
育 纳 入 国 民 教 育 体 系
中 的 基 础 教 育 ， 主 动
在 各 级 各 类 学 校 开 设
中文课程。

此外，2004年以来
孔 子 学 院 和 孔 子 课 堂
在 世 界 范 围 的 建 立 ，
也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推 动
了 中 文 在 绝 大 多 数 国
家 ， 尤 其 是 亚 非 拉 广
大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传
播。

中新社记者：70
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
国民教育体系，意味
着什么？中文在全球
受到欢迎的原因是什
么？

吴 应 辉 ： 一 个
国 家 将 某 种 外 国 语 纳
入 本 国 国 民 教 育 课 程
体 系 ， 是 该 外 国 语 在
本 国 获 得 许 可 的 重 要
标 志 ， 意 味 着 该 国 已
将 此 外 国 语 纳 入 本 国
的 外 语 教 育 体 系 ， 并
将 配 置 相 应 的 政 府 资
源 支 持 其 在 本 国 的 教
学。

7 0 多 个 国 家 将 中
文 纳 入 国 民 教 育 体
系 ， 体 现 了 这 些 国 家

对 中 文 的 现 实 价 值 和
未 来 价 值 的 良 好 预
期 ， 也 预 示 着 这 些 国
家 的 中 文 教 育 将 获 得
更 多 的 政 府 及 社 会 资
源 支 持 ， 从 而 使 这 些
国 家 的 中 文 教 育 获 得
更大的发展空间。

语 言 的 国 际 传 播
主 要 取 决 于 国 家 综 合
实 力 ， 国 家 综 合 实 力
主 要 包 括 硬 实 力 和 软
实 力 ， 其 中 国 家 硬 实
力 是 语 言 国 际 传 播 的
决 定 因 素 。 硬 实 力 看
得 见 ， 摸 得 着 ， 可 以
量 化 ， 经 济 、 科 技 、
军 事 等 都 属 于 硬 实 力
范 畴 ， 经 济 可 以 用
GDP等指标量化，科
技 可 以 通 过 专 利 等 许
多 指 标 量 化 ， 军 事 可
以 用 评 价 各 类 军 事 装
备 的 数 量 和 先 进 程 度
的 指 标 量 化 。 软 实 力
看 不 见 、 摸 不 着 ， 但
人 们 可 以 感 觉 到 ， 如
对 一 个 国 家 形 象 的 好
坏 可 大 概 作 判 断 ， 但
很 难 对 不 同 国 家 的 形
象进行量化比较。

硬 实 力 是 国 家
综 合 实 力 的 基 础 ， 软
实 力 附 着 于 硬 实 力 。
因 此 ， 语 言 的 国 际 传
播 以 硬 实 力 作 为 基
础 。 中 文 在 全 球 受 欢
迎 的 根 本 逻 辑 在 于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中 国 综 合
国 力 持 续 快 速 增 强 ，
提 升 了 中 文 在 国 际 合
作 交 流 中 的 价 值 ， 学
习 中 文 的 根 本 动 力 ，
是 世 界 各 国 与 中 国 开
展 包 括 经 济 、 文 化 等
各 领 域 合 作 而 形 成 的
刚 需 。 中 国 强 大 了 ，
中 文 才 会 真 正 走 向 世
界。

中 新 社 记 者 ： 语

言是了解一个国家的
最好钥匙。可否举例
说明，海内外开展的
中文教育对促进中外
人文交流、文化互鉴
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吴 应 辉 ： 语 言
既 是 文 化 的 载 体 ， 也
是 文 化 交 流 的 工 具 ，
是 不 同 文 化 背 景 下 人
们 心 灵 沟 通 的 桥 梁 ，
也 是 了 解 一 个 国 家 最
好 的 钥 匙 。 王 祖 嫘 、
吴 有 进 ( 泰 国 ) 和 龙 威
( 缅 甸 ) 三 位 博 士 关 于
泰 国 、 缅 甸 、 马 来 西
亚 、 新 加 坡 和 越 南 民
众 中 文 水 平 对 其 中 国
国 家 形 象 认 知 影 响 的
系 列 实 证 研 究 结 果 表
明 ， 外 国 民 众 中 文 水
平 与 其 对 中 国 国 家 形
象 的 认 知 呈 正 相 关 关
系 ， 即 中 文 水 平 越 高
对 中 国 国 家 形 象 认 知
越 好 。 此 外 ， 高 水 平
中 文 专 家 还 可 发 挥 同
时 通 晓 中 文 和 本 国 语
言 文 化 的 优 势 ， 面 向
本 国 民 众 使 用 本 国 语
言 阐 释 中 国 ， 面 向 中
国 民 众 使 用 中 文 介 绍
本 国 ， 从 而 更 有 效 地
推 动 中 外 文 化 交 流 互
鉴。

缅 甸 籍 博 士 龙 威
参 与 翻 译 缅 文 版 《 习
近 平 喜 欢 的 典 故 》 ，
龙 威 还 在 缅 甸 电 视 台
和 其 他 媒 体 经 常 介 绍
中 国 的 经 济 、 文 化 等
情 况 。 这 些 案 例 充 分
说 明 ， 海 内 外 开 展 的
中 文 教 育 对 促 进 中 外
人 文 教 育 和 文 化 互 鉴
都 能 发 挥 重 要 作 用 ，
进 而 有 助 于 推 动 构 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 新 社 记 者 ：
当下世界面临疫情挑

资料图：泰国留学生慈诚婉正在用毛笔
写字。赵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