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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奇 怪 ， 汉 语 是 除 英
语 之 外 最 受 欢 迎 的 语
言 ， 并 且 在 中 国 以 外
被广泛使用。”

他 指 出 ， “ 我
们 将 继 续 升 级 巴 中 三
语 学 校 的 中 文 学 习 课
程 。 如 果 我 们 掌 握 中
文 普 通 话 ， 当 然 会 在
社 会 上 加 分 。 我 们 有
更 多 的 职 位 空 缺 选
择 ， 从 而 提 供 赚 取 更
高收入的机会。”

讲 座 会 由 李 世
镰 主 持 介 绍 专 程 从 东
爪 哇 马 都 拉 岛 前 来 的
王 小 明 博 士 ， 出 生 在
Situbondo，年纪约30
岁 ， 曾 在 中 国 学 习 中
文长达10个年头，在中
国 厦 门 华 侨 大 学 修 完
硕 士 、 博 士 等 学 历 ，
回 到 印 尼 后 ， 在 习 经
院 教 汉 语 ， 同 时 也 进
行 印 中 文 化 交 流 的 工
作 ， 为 印 中 文 化 及 友
好 工 作 牵 线 搭 桥 ， 是
印 尼 文 化 界 赫 赫 有 名
的 “ 汉 学 通 ” ， 受 到
中 印 尼 文 化 界 的 欢
迎。

他 高 度 称 赞 王 小
明 博 士 的 博 学 多 才 ，
为 印 中 文 化 交 流 作 出
贡 献 表 示 赞 赏 ， 并 对
王 小 明 博 士 表 示 崇 高
的敬意。

会 上 ， 王 小 明 博
士 以 标 准 流 利 的 汉 语
普 通 话 进 行 演 讲 。 他
叙 述 了 为 什 么 要 学 华
语 以 及 他 学 习 华 语 的
经过。

他 说 ， “ 我 感 到
很 荣 幸 能 被 邀 请 到 这
巴 中 三 语 学 校 来 相 互
学 习 。 中 国 文 化 博 大
精深，在中国学习10个
年 头 ， 从 零 开 始 。 在
习 经 院 认 真 学 习 汉 语

两 年 后 ， 就 能 用 中 文
写 文 章 ， 并 在 华 文 报
发表。”

王 小 明 说 ， “ 学
无 止 境 ， 活 到 老 ， 学
到 老 ” ， 这 是 中 国 的
名 言 ， 激 励 着 他 不 断
地学习。

讲 座 会 上 ， 他 以
台 上 台 下 学 生 互 动 ，
问 为 什 么 我 们 要 学 习
汉 语 ， 学 生 也 回 答 ，
就 是 使 我 们 变 得 更 加
聪明。

他 说 ， “ 这 是 正
确 的 ， 因 为 根 据 调 查
证 明 ， 学 习 华 语 的 人
群 ， 左 右 脑 都 充 分 地
应 用 ， 智 商 会 比 没 有
学汉语的人高。”

王 博 士 表 示 ， 为
何 要 学 习 汉 语 ， 他 的

感 悟 是 ， 汉 语 的 组 成
简 单 但 涵 义 深 ， 外 文
的组成就多 ，中文
是 世 界 人 口 使 用 最 多
的 语 言 ， 但 英 文 还 是
被 广 泛 应 用 。 此 外 ，
华 文 对 华 族 来 说 是 对
自 己 华 族 的 认 同 ， 就
如 他 自 己 会 讲 马 都 拉
话 ， 对 自 己 认 同 是 马
都拉族。

他 总 结 一 下 说 ：
（ 一 ） 学 习 汉 语 的 人
脑 筋 比 较 灵 活 ， （
二 ） 中 文 字 组 成 简
单 ， 涵 义 博 大 精 深 ，
（ 三 ） 中 文 是 中 国 人
口 ， 包 括 世 界 华 人 区
使 用 最 多 的 语 言 ， （
四 ） 中 国 发 展 速 度 这
么 快 ， 需 要 人 才 潜 在
力 大 ， （ 五 ） 汉 语

是 华 人 子 弟 的 身 份 认
同。

他 最 后 说 ， “
学 习 语 言 ， 要 创 造 语
言 环 境 ， 就 如 他 在 习
经 院 那 样 ， 我 们 在
规 定 的 时 间 一 定 要 讲
汉 语 ， 甚 至 研 究 可 兰
经 。 同 时 学 习 汉 语 也
要 了 解 其 人 生 哲 学 及
道 德 观 念 ， 如 ‘ 贪 ’
字 ，分开来是‘今’
与 ‘ 贝 ’ ， 寓 意 今 天
得 到 的 非 法 之 财 。
如 ‘ 赢 ’ 字 ， 分 开 来
也是如此。”

在 结 束 回 答 听
众 提 问 时 ， 有 学 生 询
问 ， 学 习 中 文 用 繁 体
字 还 是 简 体 字 更 好 。
他 答 道 ， 应 用 简 体 字
对 初 学 者 来 说 比 较 容

易 ， 若 应 用 繁 体 字 ，
是 更 进 一 步 深 入 学 习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 如 学
习古文等。

在 讲 座 会 上 ， 几
位 发 言 的 听 众 称 赞 王
博 士 的 学 习 精 神 ， 表
示 要 向 王 博 士 学 习 。
也 希 望 他 在 文 化 交 流
方 面 多 做 贡 献 。 王 博
士 也 说 ， 多 交 流 ， 熟
悉 彼 此 的 文 化 ， 以 文
会 友 ， 以 理 服 人 ， 可
以 增 加 印 中 两 国 人 民
的友谊，消除误会。

座 谈 坐 会 于 1 5 时
1 5 分 结 束 。 讲 座 会 结
束 后 ， 巴 中 校 友 理 事
及 老 师 生 拍 照 合 影 留
念。

本 报 记 者 明 光 报
道/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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