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2年12月30日（星期五）                                                                                                                                                                                                       2

由 新 加 坡 国 际 郑
和 学 会 、 马 来 西 亚 国
际 郑 和 研 究 院 等 1 9 个
学 术 组 织 共 同 发 起 的
国 际 郑 和 海 丝 文 化 联
盟 ， 日 前 在 马 六 甲 古
城 的 马 来 西 亚 国 际 郑
和 研 究 员 签 署 合 作 备
忘 录 ， 建 立 跨 国 际 、
跨 种 族 、 跨 宗 教 、 跨

政 治 理 念 的 非 营 利 联
盟 ， 以 维 护 人 类 社 会
的和谐发展。

新 加 坡 国 际 郑
和 学 会 为 此 ， 在 新 任
会 长 张 露 博 士 的 率 领
下 ， 组 织 一 个 小 型 的
参 访 团 到 马 六 甲 ， 并
在 秘 书 长 邓 德 明 代
表 、 张 露 见 证 下 ， 签

署 上 述 联 盟 备 忘 录 。
联 盟 成 员 还 包 括 马 六
甲 郑 和 文 化 馆 、 云 南
郑 和 研 究 院 、 南 京 郑
和 学 会 、 南 海 一 号 博
物 馆 、 台 湾 中 华 郑 和
学会等十九家。

张 露 会 长 在 签 署
仪 式 后 发 言 时 指 出 ，
郑 和 七 下 西 洋 的 壮

举 ， 拉 开 了 人 类 历 史
上 辉 煌 灿 烂 的 大 航 海
时 代 的 序 幕 ， 开 启 了
全 球 化 的 进 程 。 东 南
亚 地 区 自 古 就 是 海 丝
之 路 重 要 枢 纽 ， 疫 情
后 新 加 坡 更 成 为 今 天
的 金 融 贸 易 中 心 ， 有
利 于 郑 和 文 化 的 人 文
交流。

张 露 说 ， 新 加 坡
国 际 郑 和 学 会 新 一 届
执 委 会 经 过 前 期 各 项
工 作 的 精 心 准 备 、 全
面 推 进 、 再 次 启 航 。
她 希 望 今 后 学 会 能 推
动 新 中 两 国 及 与 其 他
国 家 地 区 的 文 化 及 商
贸 交 流 ， 通 过 各 种 文
化 形 式 及 新 媒 体 ， 成
为 全 球 郑 和 文 化 的 引
领 者 ， 传 播 者 ， 推 动
者 和 传 承 者 ， 并 以 学
会 为 经 ， 学 术 为 纬 ，
把 学 会 打 造 成 推 广 郑
和 文 化 事 业 的 重 要 平
台。

创 会 会 长 陈 达 生
博 士 在 发 言 中 指 出 ，
签 订 国 际 郑 和 海 丝 文
化 联 盟 备 忘 录 ， 乃 无
数 代 郑 和 研 究 者 的 梦
想 ， 这 是 目 前 郑 和 文
化 研 究 的 最 高 平 台 ，
可 说 是 “ 新 时 代 与 郑
和 一 路 同 行 的 新 起
点”。

由 陈 达 生 博 士 于
2003年一手创办的新加
坡 国 际 郑 和 学 会 ， 今
年10月刚刚换届，新任
会 长 张 露 博 士 在 学 会
原 有 的 资 深 学 者 基 础
上 ， 引 进 一 批 来 自 文
教 和 企 业 界 ， 有 志 于
传 承 与 发 扬 郑 和 文 化
的 中 青 年 ， 借 此 促 使
学 会 跨 代 融 合 ， 成 为
一 个 跨 领 域 会 员 汇 聚
的学术平台。

新 加 坡 国 际 郑 和
学会明年庆祝成立20周
年 ， 配 合 这 个 历 史 性
的 里 程 碑 ， 学 会 将 筹
备 系 列 活 动 ， 包 括 主
办 座 谈 会 、 出 版 纪 念
特 刊 以 及 推 出 以 郑 和
为 主 题 的 文 艺 节 目 和
晚宴。

新加坡国际郑和学会与18学术组织
共同发起国际郑和海丝文化联盟

品尝当地南洋风味早餐

新一届理事及资深会员合影。
右七为创会会长陈达生博士

马六甲郑和博物馆

近日，国际中文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随着各
国对中文学习的需求持续旺盛，全球有180多个国家
和地区开展中文教学，81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
育体系，开设中文课程的各类学校及培训机构8万多
所。在中外各方共同努力下，国际中文教育蓬勃发
展，有力促进了中外人文交流、文明互鉴、民心相
通，彰显了语言学习交流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的重要作用。

国际中文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与新中国走和平发
展道路紧密相连。7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国际中文教
育工作者披荆斩棘，努力奋斗，为搭建中国与世界交
往的桥梁，促进中外友好交往、互利合作，作出了重
要贡献。

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的钥匙，能促进民相亲、
心相通。国际中文教育的初心是用中文教育促进人文
交流，增进国际理解。长期以来，国际中文教育既用
中文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也鼓励各国学习者用中文讲
好所在国的故事，推动中外双向交流。北京语言大学
作为一所以国际中文教育为主要特色的大学，迄今为
止，为世界上189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22万余名懂中
文、知华友华的人才，他们既是中国故事的讲述者，
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

国际中文教育涉及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呼唤
各界人士广泛参与。国际中文教育参与人数不断增
多，参与主体日益多样，他们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推动者和贡献者。

国际中文教育立足中国、面向世界。通过语言
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综上所述，国际中文教育已经成为世界理解中
国的重要渠道，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力量
之一。

具体而言，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要以系统化理
念，推动实施国际中文教育的集成创新。要以学习者
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坚持质量为先，推广国际中
文教育标准，因地制宜开发教学大纲、本土化教材、
教辅和教学工具。要加强对中国周边国家、“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等的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打造更加开放

包容的国际中文教育新格局。(董川)人民日报海外版

国际中文教育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

189个国家已培育22万多中文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