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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东盟女学员闽南过国际妇女节

“作为东西文化交流使者，林

语堂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中国，

非常了不起。”在闽南过国际妇女

节零距离感悟林语堂文化后，来

自泰国的柳梦璃如是说。

近日，在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参加培训的东盟女学员开展“百

花齐放春满园”庆妇女节活动。中

外妇女一行走进漳州市平和县的

文峰镇、坂仔镇、霞寨镇，领略乡

村振兴成果，感受乡土文化魅力，

并了解当地营商环境。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著名作

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坐落

于平和县坂仔镇的林语堂故居，

白墙黑瓦，掩映在葱茏绿树间，格

外恬静。1895 年 10 月 10 日，林语

堂出生于此。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

宇宙文章’，这是林语堂的宏伟志

向。”林语堂文学馆馆长林秋辉带

着华大东盟女学员参观林语堂故

居，介绍林语堂文化故事。

在故居内，华大东盟女学员

参观了林语堂各个时期照片、书

法名家为故居创作的作品。

柳梦璃表示，希望未来能和

更多中国优秀青年建立联系，为

促进两国教育领域的交流互动

作贡献。她还学习泡茶技巧，并

制作奶茶，对中国茶文化兴趣浓

厚。

同样倾心中国茶文化、来自

马来西亚的陈珍，在品鉴带有柚

子花香的茶叶后称，希望未来携

家人再来当地品茶、旅游，体验中

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平和高峰谷景区领略田园

风光和乡村景致时，中外妇女观

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剧表

演。华大东盟女学员还换上戏服

体验潮剧文化。

作为宋元南戏分支，以潮汕

方言为本的潮剧有近 600 年历

史。来自泰国的张爱玲在此“偶

遇”了耄耋之年的泰国华人王丽

娟。

据王丽娟介绍，她特地从泰

国赶赴平和，只为追随当地潮剧

团演出而来，“父母从中国去往泰

国发展并定居，受父辈影响我从

小就喜欢潮剧，泰国华侨华人众

多，潮剧在当地很受追捧。”

王丽娟表示，下个月她还将

跟团前来平和看潮剧、去三平寺

朝拜“三平祖师”。在台下的她，兴

致勃勃地观看潮剧表演。

“此次活动具有浓厚中国文

化特色，在活动中感受到了世界

各地女性的能量和温暖。”来自菲

律宾的杜明月表示，此行收获满

满。

在艺术插花活动中，花艺老

师现场教学，嘉宾们纷纷和自己

的作品合影留念。

（张金川 廖珍妹来源：中新社）

第三届欧洲英语区中文教学技能大赛总决赛举行

本报讯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近日，第三届欧洲英语区中文

教学技能大赛总决赛在伦敦举

行。

据介绍，第三届欧洲英语

区中文教学技能大赛系列比赛

于 2023 年 10 月启动，先后举办

了苏格兰和威尔士区赛、英格

兰中部和北部区赛、伦敦和英

格兰南部区赛、北爱尔兰区赛

和爱尔兰区赛。

在近日举办的总决赛中，

比赛选手按照教学对象分为大

学 / 成人组和中小学组。共有

来自五大区赛的 22 名优胜选

手角逐大学 / 成人组和中小学

组的三甲以及创意教学特别单

项奖。最终来自牛津布鲁克斯

大学的老师董小珥获得大学 /

成人组的冠军，来自伦敦中医

孔子学院的老师党淼获得中小

学组的冠军。

当晚，第二届英国汉语教

师协会年会暨第三届欧洲英语

区中文教学技能大赛总决赛颁

奖典礼举行。中国驻英国大使

馆教育公参张晋出席活动并表

示，只有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创

新教学方法，才能更好激发学

生学习的兴趣，帮助他们更好

地掌握汉语，更全面地了解中

华文化和中国。使馆将一如既

往支持在英中文教学，与大家

携手共进，助力中英教育交流

和中英各领域友好合作稳步向

前。

英国汉语教师协会成立于

2019 年，是以汉语教师为主体

的专业性学术组织，也是欧洲

第一家主要面向主流中小学本

土教师的协会组织。

（欧阳开宇）

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举办 2024 年首次中文水平考试

本报讯 据中国侨网报道

当地时间 3月 10 日，莫斯科国

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顺利举办

本年度第一次线下中文水平考

试(HSK)和中文水平口语考试

(HSKK)。

据该校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梅春才介绍，本次考试涵盖

HSK 一级至六级，及 HSKK 初、

中、高级，共计 1364 人参加。其

中笔试共计 1176 人、口试 188

人。最小考生年龄 7岁，最大考

生年龄 45 岁。考生中，不仅有中

文专业的学习者，更有俄社会

各界中文爱好者。

据了解，一些初级考生参加

考试是为了检验自己现阶段的

学习成果，而一些高等级考生

则表示计划去中国留学或工

作。虽然各位考生参加考试的

原因不尽相同，但不难看出大家

对中文的学习热情是一样的。考

场中还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即

多位考生同时参加了不同级别

的考试，侧面反映出考生们迫

切希望看见自己的努力成果。

据统计，本次考试相比于去

年同期考生总量有所增加，预

计下一次考试人数还会增长。

近年来，随着中俄关系的发展，

双方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合

作交流也愈加频繁，而中文水

平系列考试成绩不仅是俄罗斯

学生赴华留学、申请奖学金、参

加“中文夏令营”的语言保障，也

逐渐成为俄罗斯人寻找工作、在

跨国企业晋升的重要依据之一。

由此，也不难解释中文和中文水

平考试在俄日益升温的原因。

2024 泰国高校汉语研究论坛成功举办

本报讯 据人民网报道 近

日，由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

与玛哈沙拉坎大学孔子学院联

合举办的 2024 年“国际中文

日”高端论坛之“泰国高校汉

语研究论坛”在孔敬大学成功

举办。

此次论坛采取线下与线上

相结合的方式，来自孔敬大学、

乌隆他尼皇家大学等 7 所高校

的国际中文教师和本土中文

教师 41 人线下参加论坛，来

自泰国 22 所高校、中国 13 所

高校、柬埔寨、马来西亚、尼泊

尔、俄罗斯等高校的中文教

师、汉语研究人员、国际中文

教育在读研究生等 100 余人线

上参加论坛。

泰国孔敬大学校长助理阿

查拉婉，柬埔寨皇家农业大学

校长布坛，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吴应辉、梁宇等嘉宾出席开幕

式。阿查拉婉表示，此次汉语研

究论坛是一个开放的知识交流

平台，主讲嘉宾都是从事汉语

教学和中国文化研究的专家，

相信与会人员在交流分享中会

有所获，从而提升自己的专业

知识。

中国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

和泰国孔敬大学校长昌猜发

来祝贺视频表示，此次论坛的

举办凸显了交流互鉴、共建共

享的协同发展理念，对于泰国

中文教育，特别是泰东北地区

中文教育发展意义重大。希望

与会者以汉语为桥、以中文为

媒，以论交友、以论思辨，共同

促进泰国高校中文教师职业

发展。

开幕仪式后，2024 年“泰国

高校汉语研究论坛”正式开始，

与会学者共同探讨和交流泰国

及周边国家高校汉语研究者和

汉语教师关心的学术研究专题

与职业生涯规划。吴应辉、梁宇

等四位专家做论坛主旨讲座，

并与听众进行了热烈互动，不

仅为大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和方法，也启发了对泰国高校

汉语研究更深层次的理解，将

有助于推动泰国高校汉语教学

持续发展和中文学术水平不断

提升。 （孙广勇）

有“中国人的心灵读本”之誉

的《读者》杂志，近年来面向全球线

上线下推出多版“分身”。杂志借华

侨华人“牵线”之力，用真善美的“世

界语”，向海内外讲述国潮、丝路和

敦煌的故事，引领书香社会的潮流。

“我一直都是《读者》的读者，后

来注意到(杂志)刊登我的文章，累

计有 127 篇。”新加坡著名作家尤

今，分享一段往事时说，有一天她

忽然收到来自兰州的信，才得知杂

志社一直通过各种渠道找她，并坚

持付给她稿费，令她很感动。

今年 2 月，在中国各地举办

100期《读者》杂志分享会后，第 101

期首次走进新加坡。此次活动汇聚

当地文化、教育及慈善领域众多精

英，来自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

和美国等地的留学生，以生动的故

事分享了他们在世界各地阅读《读

者》的经历。同时，线上直播和全球

《读者》粉丝一起“云朗读”，并为

尤今颁发《读者》杰出贡献作家

奖、《读者》文化交流大使聘书。

“大学时期对《读者》情有独

钟，几乎每期必读。新加坡甚至有

人将《读者》作为教授外国学生的

中文教材，《读者》在新加坡的影

响力远超我的预期。”活动参与者

丛安说道。

“《读者》一直致力于打造东西

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始终坚持传递

‘真善美’的价值观。”活动组织者

毛雪说，101期意义非凡，它代表读

者分享会第一次来到海外，也是中

新文化的一次深度交流。

“分享会现场有很多华侨华

人，他们深谙中华文化，又熟悉当

地习俗，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

犹如‘牵线红娘’，起到积极作

用。”读者出版集团读者杂志社副

社长陈天竺坦言，《读者》努力做

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使者。

《读者》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根基，兼容并蓄世界各民族优

秀文化，累计发行量超 22 亿册，

读者遍布全球 90 多个国家和地

区，是几代中国人的“枕边书”。

“好故事如同‘世界语’，人们

可以在故事中分享情感、传递思

想，形成共鸣。”陈天竺呼吁，让好

故事连接你我，让更多人打开心

扉。让《读者》成为交流情感、分享

彼此的桥梁。

《读者》致力于借华侨华人聚

集优势，走进海外中国人的生活。

自 2022 年起，读者杂志社与中国

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携手，

将《读者》电子杂志引入 Amazon、

Apple、Google 等国际主流平台，

覆盖亚洲、北美、欧洲等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线上销售。

“《读者》海外版‘国潮’专栏

引起华侨华人共鸣；‘丝路号’已

推出敦煌号、张掖号；《读者》(敦煌

号) 计划今年陆续推出英文版、俄

文版等等。”提及杂志的“分身”，

陈天竺举例说。

有华侨华人评价《读者》（海

外版）“国潮”专栏，“能通过国民

杂志了解祖（籍）国文化新动态，

深刻体会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碰

撞出的各种‘文化火花’，让我新

奇又兴奋。”（闫姣 来源：中新社）

华侨华人“牵线”《读者》杂志
讲述“世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