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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奈

尔斯高中中文班的学生用中文写
了一封信给习近平主席。 信中， 这些美国中学生
表示他们正在学习中文， 也喜欢说中文、 喜欢写
汉字。 习主席在回信中表示： 感谢你们的来信 ，

我从信中感受到你们对中文的爱好和对中华文化
的兴趣。 学习中文可以更好了解中国， 结识更多
中国朋友， 也可以结识很多会说中文的世界各国

朋友 。 习主席还希望同学们珍惜韶华 、 努力学
习， 为增进中美人民友谊作出贡献。

北奈尔斯高中成立于1964年，现有学生2000

多名。 该校重视国际交流，鼓励学生学习外语，自
2008年起开设中文课程，选修人数已拓展至11个
班。 那么，除了北奈尔斯高中外，在美国还有什么
样的学校开设中文课？ 此外，德国、俄罗斯等国也
兴起了“中文热”，其背后又有怎样的推动力？

《经济学人》 4 月 20 日

独角兽之困

下个月， 优步将通过IPO筹集100

亿美元，这可能是今年最大的IPO，也是
美国有史以来第三大科技IPO， 仅次于
阿里巴巴和脸书。然而，独角兽面临一大
共同难题：如何盈利。 12只已上市或可
能上市的科技独角兽去年共亏损140亿
美元，累计亏损为470亿美元，这是因为
他们经常便宜卖出服务， 以推动市场份
额的增长，而忽略了盈利能力。

“学好中文，做明智的全球公民”
特朗普、罗杰斯的后代都在学中文，纽约排名前五的私立学校都有中文课

总的来说， 美国人不太热衷学习

外语。 绝大多数中国学生从一年级起

就学习英语， 很多中国家庭在课余时

间还会为孩子报名学习第二外语。 在

欧洲，92%的学生至少要学习一门外

语。 但与中国和欧洲国家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在美国，学习外语的中小学生

只占学生总数的不到20%。

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国际

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 中文在国际

上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然而，由于历

史文化和美国的地理位置等原因，普

通美国人对于学习中文的兴趣和紧迫

感仍然相对滞后， 学外语时优先考虑

的前三种语种里没有中文。

但是， 美国精英阶层早就捕捉到

了中文对于他们后代的重要性。2017年

2月，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孙女阿拉贝

拉用中文唱《新年好》的视频，被她母亲

伊万卡发到网上后，在中国社交网络上

迅速走红。 中国网友在称赞阿拉贝拉

的中文水平的同时， 也对特朗普家族

对后代教育的超前理念表示肯定。

2017年底， 美国著名投资家和经

济分析师吉姆·罗杰斯的两个女儿快

乐·罗杰斯和小蜜蜂·罗杰斯在网络视

频里用口音纯正的普通话对话， 更是

让很多国人对这对姐妹花赞不绝口。

罗杰斯早在 2007年就曾说过 ，

1807年的人应该去伦敦，1907年的人

应该来纽约，2007年的人则应该去中

国。2007年12月，罗杰斯卖掉了纽约的

房产， 举家搬迁到新加坡居住。 他认

为，中华文化让大中华地区欣欣向荣，

积极向上， 他希望两个女儿能在这种

环境里长大。 罗杰斯还给美国人提出

忠告：让你的儿孙都学习中文，中文将

是他们毕生最重要的语言。

学中文的学生人数十
年增加11倍

在美国， 学习中文的人数近年来

不断上升。 美国国际教育委员会2017

年的一份报告显示，2014至2015学年，

在学习外语的美国中小学生中， 西班

牙语是学习人数最多的外语， 约占这

些学生的 69.21% ； 其次是法语 ，占

12.12%；德语位列第三 ，占3.11%；中

文排第四，学习总人数为22.7万，占学

生总数的2.13%。 虽然中文不是美国

学生首选的三大外语之一， 但是第四

名已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与之相比较，在2004至2005学年，

在美国学习中文的学生只有约2万人，

占学生总数的0.23%。 中文在外语排

行榜上列第七，落后于美国手语、拉丁

语、日语。 换句话说，在美国学习中文

的学生人数在10年里上涨了11倍。

根据2017年的报告，在美国学校，

中文课程的重要性已有超过德语的趋

势。 在开设中文课的学校中，85.93%

将中文作为正式课程， 只有不到10%

的学校将中文作为暑期班或课外班课

程 。 而在开设德语课程的学校中 ，

82.69%的高中将德语作为正式课程。

报告还显示， 美国有49个州至少

拥有一所教授中文的中小学。其中，纽

约州和加州是学习中文的中小学生最

多的两个州，人数都超过2万。 在教中

文的学校中， 教授一级至四级中文水

平的学校占76%， 教授四级以上高水

平中文的占24%。也就是说，绝大多数

美国学校教授的中文还是初级水平。

会讲中文将来是一笔财富

总部位于纽约的“商业内幕”网站

日前披露了纽约一所私立学校的日常

教学情况。 这所2012年创办的学校坐

落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岛中城。 纽约

私立学校一年的学费中位数为2.4万

美元，而这所学校的学费是一年5.6万

美元， 与纽约居民家庭年收入中位数

持平。该校学生在六年级之前，每两天

中就有一天是接受纯外语教学， 外语

有两个选项，西班牙语和中文。

据报道， 该学校有一半的学生将中

文作为第一外语来学习， 且学习时间与

母语英语一样。学校声称，他们对学前班

至五年级学生的外语教学是 “沉浸式”

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教外语”，而

是在用外语上课。

从“商业内幕”网站给出的照片看，

该学校中文教室里贴满了各种汉字书写

的提示纸条，营造出纯中文的学习环境。

学校声称，从六年级开始，这种“沉浸式”

课程会逐渐过渡到对所选语言的深度学

习，直至12年级毕业，选择学习中文的学

生将达到熟练掌握的水平。

除去这所精英级私立学校外， 记者

根据美国某知名学校排名网站上列出的

纽约私立学校排行榜， 打开了排名前

五学校的网站，发现这5所学校无一例

外都在高中阶段设立中文课程， 且课

程水平较高。5所学校中有一所从幼儿

园开始就有中文课。 有一所在开设中

文课的同时还有“中国历史”和“中国

现状”等配套课程，该学校在介绍中文

的重要性时称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

里， 中国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美国在国

际舞台上重点打交道的对象， 因此能

讲中文在很多职场和领域里将是一笔

宝贵的财富……中文不使用字母书

写，是声调语言，这与欧洲语言完全不

同，这种差异带来了非凡的视角，学好

中文的学生才是明智的全球公民。 ”

（本报纽约4月24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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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 4 月 29 日

重生

4 月 15 日， 法国著名地标巴黎圣
母院起火， 大火导致圣母院塔尖倒塌，

木质屋顶被烧毁。 鲍勃·斯达克以此为
主题， 创作了本期 《纽约客》 封面。 他
表示： “如果历史能教会我们什么， 那
就是我们能从火焰中重生。”

《时代》 4 月 29 日

年度人物

美国 《时代》 杂志公布了 “世界最
具影响力人物100强”， 其中包括美国
首名众议院女议长南希·佩洛西、 美国
总统特朗普、 “老虎” 伍兹、 特别检察
官罗伯特·米勒……与往年一样， 《时
代》 委托数位知名人物为每位入选人物
撰写文章。 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撰
写有关特朗普的文章。 “总统对自己能
说服他人达成协议有超强信心， 这成为
美国对朝政策的基础， 从而有可能给朝
鲜半岛带来历史性变化。”

一周封面

中文课成德国高中“金字招牌”

在过去， 中文和中国文化在德国

颇受文人墨客的欢迎， 德国大文豪如

歌德、席勒和著名学者洪堡兄弟等，都

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 作为德

国最伟大文学家的歌德， 更是由于受

到中文诗歌的启发， 创作出了著名的

《中德四季晨昏杂咏》。现如今，随着中

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中文作为中

国文化具象化的代表， 越来越受到德

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欢迎。

汉学研究优于其他欧洲国家

德国的中文教学起步颇早。 早在

1878 年，著名的莱比锡大学就设立德

国第一个汉学教席，由甲柏连孜担任，

他在 1881 年出版《中文语法》，从而为

德国的中文教学奠定基础。 1889 年，

甲柏连孜由特殊教授升为正式教授，

转往柏林大学任教。在莱比锡和柏林，

他培养了德国最早一批汉学家， 并和

他的高徒、汉学家高廷一道，将柏林打

造成彼时德国乃至欧洲的汉学中心。

受二战影响， 德国学者们纷纷外

逃，汉学家们流落至世界各地。二战结

束后， 留在德国的汉学家们开始努力

恢复德国的汉学和中文教育， 汉堡大

学和波恩大学先后重建汉学系。 近年

来， 在德国大学注册成为汉学系学生

的人数不断上升，据统计目前约有 6000

人在德国学习以中文为核心的汉学。 在

德国， 约有 20 所大学提供汉学课程，其

中柏林洪堡大学、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

学等更是蜚声全球的一流大学。

德国不仅在汉学教学上优于欧洲其

他国家，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名列前茅。每

年德国大学和研究所发表的汉学论文数

在西方国家中仅次于美国，排第二，以德

国面积与人口而言，成绩算是相当不错。

德国不同大学的汉学系也各具特

色。例如北威州的波鸿大学的汉学系，除

中文外， 非常重视学生对于中国经济现

状的了解。 波恩大学汉学系作为德国历

史最为悠久、 注册人数最多的汉学系之

一，则非常注重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波恩大学东亚语言学院汉学系王璟

翎教授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提到，该

校汉学系在课程设置上注重历史的学

习，例如，亚洲史是每一位东亚学院学生

必修的科目。

有中文课的中学大多在发达州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德国中学生也将

中文作为他们第二或者第三外语来学习。

在德国， 普通高中又被称为文理中

学，就读于文理中学的学生，将升入大学

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 1984 年，德国汉

语协会呼吁中学生应该学习中文 。 到

1998 年， 德国共有 34 所文理中学提供

中文课程。 如今，共有近 80 所中学提供

中文课程。总的来看，提供中文课程的中

学往往集中在德国经济比较好的州，例

如北威州、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等。

在提供中文课程的德国中学中，有

两所非常著名。 一所是位于巴伐利亚州

慕尼黑的圣安娜文理中学 ， 该校早在

1963 年就开始提供中文课，是德国最早

有中文课的中学。 从 2012 年开始，该校

将中文作为第三外语。据了解，该校的中

文课程主要针对八年级学生， 在为期 3

年的学习中掌握一些汉字以及中国文化

知识，随后进入为期两年的高级阶段。

另一所则是位于北威州的艾森伯乐

文理中学，该校自 1994 年开始开设中文

课程。据了解，这所拥有近 700 名学生的

文理中学中，有近 100 名中文学生。除了

平时的中文教学外， 该校还成立了中文

合唱团， 多次在大型中德青少年交流活

动中献上他们青春洋溢的歌声。

掌握中文将提升就业竞争力

在德国， 除了能在中学和大学学习

中文外， 位于首都柏林的中国文化中心

和散落在德国各地的 17 家孔子学院，还

能为社会人士提供中文课程。

德国人学习中文的动机是多元的，

一大部分人是被中国文化吸引， 希望通

过学习中文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 近年

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许多

商界人士也开始学习中文。 德国 《时

代》周刊就曾指出，中国将在未来成为

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不会中文的人不

可能走得更远”。

记者曾经采访过在柏林中国文化

中心学习中文的一名中年德国女士，

她拥有一家护理公司， 她希望能将中

国高素质的护理人才引入德国， 因此

开始在中国文化中心学习汉语。

2017 年，德国“汉语桥”大学生中

文比赛冠军何本德来自慕尼黑工业大

学， 这名主修电子与信息工程专业的

高材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表

示， 他学习中文一方面是被中国古老

的文化所吸引，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现

在几乎所有的德国企业都与中国市场

建立联系，作为一名未来的工程师，掌

握中文无疑将提升他的就业竞争力。

除了中国官方的中文教学机构

外，记者发现在柏林，几所大型私立语

言学校都提供中文课程。 而在具有公

益性质的成人教育中心， 中文课程的

排课密度也名列前茅。 中文在德国持

续火爆， 甚至出现了中文老师不足的

问题。今年 4 月，莱比锡孔子学院举办

了对外汉语教师培训，报名十分火爆，

而参加培训的德国中文老师大部分来

自非孔子学院的社会办学机构， 这也

显示出中文在德国受欢迎的程度。

（本报柏林 4 月 24 日专电）

俄罗斯高考首次加入中文科目
首批400名高中生将参加今年的中文考试

5月27日起， 俄罗斯进入 “高考

季”。与往年不同，今年俄罗斯将有400

名高中生首次参加国家统一考试 （俄

罗斯高考）的中文科目考试。中文成为

继英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之后的

第五种全俄统考外语科目。

俄联邦教育科学监督局局长克拉

夫佐夫日前对卫星通讯社表示，约400

名中学生将参加今年的中文高考。 截

至2月， 全俄43个地区已有289名考生

完成登记。 其中莫斯科（99人）和圣彼

得堡（24人）报名人数领先，此外主要

集中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阿穆尔

州（20人）、外贝加尔边疆区（20人）、滨

海边疆区（15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

区（13人）。据报道，加里宁格勒地区只

有一名中文考生，尽管如此，该地教育

委员会也将专门为其组织考试。

叶莲娜·萨哈洛娃是来自哈巴罗

夫斯克边疆区的一名大学生， 曾在大

连外国语大学短暂留学。 她对记者表

示，她从中学开始学习中文，后来在大

学也选择了东方学专业继续攻读，当

时却没能以中文作为外语语种进行高

考，而是以英语代替。“除了莫斯科、圣彼

得堡这些大城市， 东部地区的英语教学

并不是特别地道，学起来很吃力，更不用

说高考了。暂停学习中文，转而准备英语

高考，这个过程很痛苦。 ”萨哈洛娃说。

中文高考对萨哈洛娃这些中学就学

习中文的学生来说是个利好消息。 俄罗

斯教育督察研究所日前表示， 俄罗斯从

2014年起就开始制定中文高考模板，并

在12个地区进行了讨论与测试。据“今日

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筹备工作到2017年

才完成，历时3年。

2018年8月27日，俄罗斯联邦教改研

究所首次公布了中文考试的演示版及评

分标准。 笔试分为4个部分：“听力”“阅

读”“语法、词汇和书写”“写作”，共42道

题，考试时间为3小时。 首次中文高考的

难度不会太大，主要以选择题为主。

据萨哈洛娃介绍， 俄罗斯中学的中

文学习内容非常广泛，11年级的毕业生

（高考生）需要掌握1000个以上的中文词

汇，此外成语、谚语、俗语和谜语等在教

材中都有所涉及。

俄罗斯首位编订全套中文教材的亚

历山德拉·西佐娃在接受采访时称，中学

中文教学大纲里还包括书法。 西佐娃解

释道：“书法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

部分，课本、学习笔记、教师用书的材料

和习题中都有书法的学习和鉴赏内容，

这有助于发展和巩固学生的词汇与象形

文字技能， 并帮助理解中文象形文字的

构造、中国传统哲学和伦理。 ”

据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东方学

学院院长马斯洛夫介绍， 当前俄罗斯中

文教师供不应求。 据统计，最近10年内，

学习中文的俄罗斯人数增长两倍。 1997

年俄罗斯的中文学习者仅约 5000人 ，

2007年人数为1.7万人，2017年已经达到

5.6万人。 按照统计数据，39%的中文学

习者来自大学， 从中小学就开始学习中

文的学生占31%，25%在语言学习班学

习中文，还有5%的人在孔子学院学习。

为什么近年来俄罗斯会出现 “中文

热”？ 曾在中国多地留学的玛丽娜·萨娃

告诉记者， 中文学习者进入大学后可以

申请到中国留学，北京、上海、哈尔滨、大

连等城市就有很多来自俄罗斯的留学

生。对于很多留学生而言，学好中文就等

于有了“铁饭碗”，既有专业知识又懂中

文的学生在就业时有更强的竞争力。

俄罗斯最大的求职招聘网站 “猎头

网”4月19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目前

全俄有12万名会中文的求职者，销售、科

研、 教育等岗位对中文求职者的需求量

很大， 其中约有10%的紧缺岗位最低月

薪已经达到125000卢布（约合13000人民

币），而中文翻译一职的薪酬水平更是进

入圣彼得堡最高薪酬职位的前三甲，

与营销总监和牙医不相上下。

除了高收入的考虑， 中国文化的

博大精深也是吸引众多俄罗斯年轻人

学习中文的重要原因。萨哈洛娃表示，

自己小时候在父母潜移默化下开始接

触中国书法、戏剧，学习中文。 到中国

留学后，对中国的文化越来越感兴趣。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不断推

进， 近年来中俄经济人文交流深度融

合 ， 各大高校都非常注重培养 “语

言+专业+文化 ” 的复合型人才 ， 在

萨哈洛娃看来 ， 原来仅仅是一腔热

血， 如今学好中文对她而言， 已经成

为提升个人内涵和文化素养的重要途

径。 “中俄都是文化大国， 这两种文

化对我的性格、 处事方式影响很大。

多年的中文学习虽然辛苦 ， 但也值

得。” 萨哈洛娃说。

《新闻周刊》 5 月 3 日

法律至上

在“通俄门”调查持续22个月后，调
查报告近日公布。报告认为，特朗普的竞
选团队没有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通
俄”。特朗普将这一结论视为自己的重大
胜利， 但美国司法部只公布了报告的删
节版本，且在特朗普涉嫌“妨碍司法”问
题上未得出明确结论。随着2020年总统
选举越来越近，共和、民主两党在这一问
题上的博弈不会停止。

在美国纽约

的一所小学 ， 老

师正在教孩子们

学习中文。

东方 IC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贾泽驰

■本报驻柏林记者 赵海博

■本报记者 刘 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