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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要

中 国文 明和 阿拉伯文 明是世界上举足轻 重 的 两大文 明 。 两 国人 民 的交往 自 古 己有 。 如

今 ， 随着 时代 的变化与 中 国经巧 的 发展 ， 中 阿关系 开后 了 新篇章 。 改革开放 Ｗ 来 ， 中 国 综

合 国 为 与 国 际地位不断提高 。 进入新千年后 ， 中 国 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扩大 ， 对外交流 日 益

增 多 ，

＂

汉语
＂

风靡 全琼 。 阳拉伯 国家是 国 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

， 也是 中 围 的友好

合作伙伴 。 汉语受到 了 阿拉伯人 民 的热烈欢迎 ， 并且其影响令人瞩 目 。 为 弘扬 中 国博大精

深的文化并巩 固 中 阿之 间 的友谊 ， 阿拉伯 国家纷纷建立 了１４ 所孔子学 院 ， 并开设 了 许 ＃

中 文 系 。 在有
＂

北非花 园
＂

美称 的 摩洛哥 ， 邑有王所孔子 学 院 、 两个 中 文 系 ， 但凡事不可

能
一

帆风顺 。 虽然 阿拉伯 国家的汉语教学总体发展 良好 ， 但是仍有许 多 问 题 阻碍汉语的顺

利 传播 。 在此基础上 ， 本文着暇 于 中 阿文化教育交流合作 ， 研 究 阿拉伯 国家汉语教 学现

状 、 面临 的 问 题和挑战 。 笔者先从宏观的 角 度巧 究 阿拉伯世界汉语教学发展的历 程与现状 ，

后从微观角 度分析摩洛哥次语教学 的情况 ， 最后 为 全阿拉伯 国家汉语教学进
一

步发展提 出

建议 与对策 。 希望这次研 究 能够 引 起对 阿拉伯汉语教学 的重视 ， 为从事于该领域的 学者提

供
一

份参考 。

关键词 ： 中 阿文化教育交流 、 阿拉伯茨语教学 、 摩洛哥汉语教学 、 孔子学院 、 阿拉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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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章 选题背景

随着 全球化 的发展 ， 交流成 为各 国人 民迫巧 巧愿望 ， 而 交流 的首要工具是语言 。 语

言本身是通过交流来发展 ， 学 习 其他 民族 的语言 ！
＾乂 后 ， 也 会 丰 富 个人 的语言表这 能力 。 为

了 使这个任务更顺利地进行 ， 我们 需要文化交流 ， 更 需要巧 究文化 交流时彼此遇到 的 困难

与 障碍 。 笔者希望研 究 阿拉伯 国家汉语教学情况这个主题 ， 展示 中 阿文化 交流所面临 的挑

战和 困难 ， 展望 中 国和 阿拉伯 国 际合作 的前景 。

１ ． １选題的背景与意义

阿拉伯世界在现代 中 国 战略政策和 国家主席 习 近平 的
＂
一

带
一路

＂

政巧 中 ， 是举足轻重

的
一

部分 。 因此 ， 研 究 中 阿交流相关 的主题是相关领域里学 生 们 、 老 师们 、 专家们 的主要

任务之
一

。

１ ． １ ． １选題背景

随着 中 国 综 合 国 力 的迅速提升和 国 际地位的 不断提高 ，

＂

汉语热
＂

风靡 全球 。 改革开放

Ｗ来 ， 越来越多 的外 国 人开始学汉语 ， 把汉语作 为 个人简历 中 的优点之
一

； 越来越 多 的外

国教育机构选择把欢语作 为 第二语言教学科 目 ， 全辣掀起
＂

中 国 风
＂

浪湖 。 因 此 ， 作 为 国

际社会重要组成部分和 中 国友好合作伙伴 的 阿拉伯世界 ， 其汉语教学化迎来 了 新的发展机

遇 ， 中 阿 自 古 Ｌ乂 来的友道发展 出 新的领域 ， 孕育 出 新的广 阔 前景 。

一

直 Ｗ来 中 阿保持着友

好 的交流合作 关 系 ， 中 国博大精《的 民族文化和 中 阿深厚 的 友谊 为 汉语教 学在 阿拉伯世界

的 发展 奠定 了 坚实 的基础 。 同 时 ， 推动汉语教学在 阿拉伯世界 的稳定 发展有 利 于 中 国 文化

走 向 阿拉伯世界 ， 从而使阿拉伯人 民对 中 国 及 中 国文化有着更确切和 更深 刻 的认识 。

自 古 Ｗ来 ， 中 国与 阿拉伯世界有着广泛的交流 。 从各个方面来看 ， 中 阿人 民 关 系 不断

发展 。 新 中 国 成立 Ｗ后 ， 中 阿关 系进入 了 新 的 阶段 ， 双方人 民 交流领域 日 益扩展 ， 文化和

教育合作机遇不断增 多 。 近几年汉语教学获得 了 很大重视 ， 很 多 阿拉伯 国家 的大学开设 了

中 文系 ， 并取得 了
一定 的发展成效 。

为 增进世界人 民对 中 国语言 与文化的 了 解 ， 发展 中 国 与 外 国 的友好关 系 ， 中 国 成立 了

孔子学院 Ｗ作为 中 华文化传播的平 台 。 自 ２００６ 年 （ 黎 田揪成立 阿拉伯世界第
一个孔 子学

院 ） 到现在 ， 近 １ ０ 年 间 ， 孔 子学院在 阿拉伯 国家得到 巨大发展 ， 并取得 了
一

定成果 。 然

８



而 ， 在 阿技伯 国家孔子学 院 的发展与 其他地 区 （ 如 欧美 国家 ） 的孔 院相 比还是 比较 薄 弱 。

虽然阿拉伯 国家的巧语教学取得 了 良好 的发展 ， 但仍有很 多 复杂的 问 题亟待解决 。

１ ． １ ．２ 选題意义

相 互理解 、 相 互 了 解 、 相互支持是和平的 主要原 则 。 中 阿人 民
一

直 Ｗ来保持 良好的关

系 ， 这说 明这王个原 则 已得到 落实 。 迄今 为 止 ， 在 全球化浪潮 中 ， 双方应该花费更 多 功夫

去 了 解对方 ， 增进交流 。 因 此 ， 双方在现代 全琼化氛 围 中 如何巩 园 并促进彼此的关系 ， 成

为 了 我们 需 要思考的 问 题 。

笔者 想通过这篇文章 ， 找 出双方在文化 、 教育 Ｗ 及语言交流 当 中 所面 临 的 困 难和 障碍 。

两 巧年前 ， 中 国 同 阿拉伯 国家都 曾 历经搂巧与 磨难 。 新 中 国 成立 Ｗ后 ， 在不断的 改革过程

中 ， 中 国经济文化飞速发展 ， 引 起 了 世界 的 关注 。 如今许 多 阿拉伯 国家 的首脑都提到 了
＂

向

中 国 学
＂

的概论 ， 把 中 国 当 成
＂

榜样
＂

。 因此 ， 不 管年容人还是老人都开始迈 出
＂

向 中 国 学
＂

的 第
一

步 。 要迈 出 这
一

步 ， 最好 的 方法就是学 习 汉语 ， 但是很多 学 习 者很快就放弃 了 。

根据阿拉伯 国家的汉语教学 中 存在 的 问 题 ， 本文打算描述并分析 阿拉伯 国家 的汉语教

学情况 ， 总结 １ ０ 年来阿拉伯 国家汉语教学 的发展情况 Ｗ及阿拉伯汉语学 习 者在学 习 义语

的过程 中 所遇到 的 困难 ， 分析孔子学 院的课程是否适应 阿抢伯汉语学 习 者的需求 ， 并为 逐

步完善汉语教学机构 的建设提供对策和 建议 ， Ｗ推动汉语教学在阿拉伯 国 家持续键康地发

展 。

１ ．２ 研究现状巧述 、 研究 内容与方法

研 究社会相关 的话题并不 简 单 。 要研 究
＂

论 阿拉伯汉语教学
＂

这个题 目 ， 研究者必须要

有 丰 富 的研 究工具和 资料 。 笔者将发挥 自 身优势 ， 依据手 中 所有 的材料来 分析这个话 题 。

１ ．２ ． １ 研究现状概述

目 前关于 阿拉伯汉语教学 的 资料不 多 。 对阿技伯 学者来说 ， 随着 中 国 国 际地位和 国 际

影响力 不断提升 ， 中 国 的 飞速发展 的确 引 起 了 他们关注 。 大 多 数的 阿拉伯学者关注经 贸方

面 ， 他们把 中 国 当 成榜样 ， 疆调 向 中 国 学 习 的必要性 ， 并鼓励 阿拉伯年轻人去学 中 文 。 化

如沙特阿拉伯 的
（

》＞＊ 心 ＊１
＾
？＾（ 阿 １

＂ 杜拉 ）
， 强调要 多 开汉语教学机构 ， 送更 多 的 阿控伯 留 学

生到 中 国 学汉语 ， 并把 中 国 的知识 与 科 学翻译成 阿拉伯语 。

９



除 了 用 阿撞伯语写 的文章之外 ，

一

些 阿拉伯 学者化在学 习 汉语或者教授巧语时用 双语

写 了 几篇文章 ， 分享 了
一定的 记

＇

得 ， 为 阿拉伯 学 生们更好地学 习 汉语提供 了 帮助 ， 也 为汉

语教师更有效地教授汉语及汉文化提供 了 借鉴 ， 如 ： 艾 因 夏姆斯大 学 的希夏姆的 《论对阿

拉伯人汉语教 学的若 干 问 题 》 （ 第 四届汉语 国 际教 学讨论 会论文造 ， １ ９９３ 年 ）
； 木林的

《母语 为 阿拉伯语学 生 学 习 汉语的难 点 》 （ 天津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０ 年 ）

； 阿
一

曼 的 《 阿控

伯语 为 母语 的苏丹 学 生学 习 汉语词汇 的难点 》 （ 华 中 师 范大学 ，
２０ １ ２ 年 ）

；
瓜莖 的 《对

阿拉伯语学 习 者 习 得汉语疑 问 句 的考察及偏误分析 》 （ 山 东 师 范大 学 ，
２０ １ ４ 年 ）

； 阿巧

博的 《阿拉伯汉语 学 习 者语音偏误分析及教学 策略 》 （ 西北 师 范大学 ，
２０ １ ３ 年 ）

， 最后

还有 义瑞海 《巧谈 阿拉伯 国 家汉语教学 的现状 ， 面 临的挑战与对策——Ｗ續旦大学汉语 系

为例 》 （ 华 中 师 范大 学 ，
２０ １ ６ 年 ） 。

随着 中 国 与 阿拉伯 国家 陆续建交 ， 中 阿双方 间 各领域的交流都不断增 多 ， 义化 Ｗ及教

育方面也是如此 。 为 了 更好地加强双方 间 的教育合作 ， 中 国 学者在这
一

方面 的 学术研究 也

逐渐增强 ， 如王有 勇 的 《 中 阿教育合作 的现状与未来——从 中 埃教育合作谈起 》 （ 《阿拉

伯世界研究 》 ，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 在 简要 回顾 了 中 国 与埃及教育合作现状和分析 中 阿教育合

作有利 因 素 的 基础上 ， 对 中 阿双方如何进
一

步加强教育合作提 出 了 几 点具体建议 。 此外 ，

由 于 阿拉伯 国家的汉语教学发展情况不 同 ， 因 此 ， 各个阿拉伯 国家汉语教学情况的 相 关研

究化不尽相 同 ， Ｗ埃及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相对较 多 ， 如 ： 邓 肿忠 的 《埃及艾 因 夏姆斯大

学汉语教学现状及发展 思路 》 （ 《阿拉伯世界 》
，
２００４（ ０２ ） ） 对艾 因 夏姆斯大学 的汉语

教学状况进行分析研 究 ， 提 出
一

些发展思路 ， 《埃及的大学汉语教学 》 （ 云 南 师 范大 学学

报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

一

文 阐述 了 埃及开 办 中 文 系 的大学 的教学情况 ； 王 子义 的 《埃及双语

师资 的现状 与 对策 分析 》
一

文 １
＾乂文献研 究和访谈调查 为 基础 ， 分析 了 埃及汉语 师 资 的现状

和埃及汉语 师 资在数量 、 水平 、 职业化等方面存 在的 问 题 ， 并针对制 约埃及汉语 师 资 发展

的 问 题提 出 了
一

些对策 。

白少辉的 《突尼斯共和 国汉语教学现状和发展研 究 》
一

篇义牽 中 闲述 了 突尼斯汉语教

学 的历 史与 高 等语言学院义语教学情况 、 汉语教学和推广现状 ， 提 出 相应 的解决对策 ； 钱

多 的 《约旦汉语教学之发展历程和现状分析 》 （ 《 南 京 晓庄学 院 学报 》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月 ）

介绍 了 约旦近 ３ ０ 年来的汉语教学发展历程 ， 分析说 明 了 约旦 的汉语教学现状 、 发展态 势

和未来 需 求 ， 并重 点分析 了 存在 的 问 题和 困 境 ， 并提 出 了 合理化建议 。

１ ０



关于 阿拉伯 国 家孔子学院建设的论文有 ： 习 俊的 《 阿拉伯 国家孔子学 院发展情况初探 》

（ 《重庆科技学 院学报 》 ，
２０ １ ３ 年 第 ９ 期 ） 分析 了 阿拉伯 国家孔子学 院建设发展成果及

现阶段存在 的 问题 ， 提 出 了 今后的发展建议 ； 武度军的 《埃及孔子学院开展汉语教育特色

项 目 的实践与 思考 》 （ 《华北 电为 大学 学报 》 ，
２０ １ １ 年 １ ２ 月 ） 论述 了 孔子学 院应如何

适应 当 地社会需求 ， 有效化开展汉语 国 际教育 ， 增强孔 子学 院的 发展活 力 ， 并提 出 了 孔子

学 院今后可持续发展 的思路 ； 邢蜜 蜜 的 《论海外孔子学 院教学现状—— Ｌ乂黎 臣澈圣约瑟夫

大 学孔子学院 为 例 》 （ 《沈阳 师 范大 学 学报 》 ，
２０ １ １ 年 第 ２ 期 ） 从教 师 、 教材 、 教法五

个 角 度 ， 探讨 了 黎 巴澈圣约瑟夫大 学孔子学 院 的教学现状 ， 给阿拉伯地 区 及 全球孔子学院

教学王作提供 了 参考 。

由 于
＂

汉语热 及推广 汉语的政策 ， 自 ２００４ 年来 中 国 学者们发 了 不少有 关次语教学

的文章 ， 包括关于 阿拉伯世界 的汉语教学 ， 但相对来说对于 阿拉伯世界的研 究还是 比其他

国家和地 区 的研究少 ， 例知 ： 李春玲的 《关于异域文化背景下商务汉语教材编写 的 思考

——Ｗ 阿拉伯文化 圈 为 个案 》 根据异域文化的特 点和 目 前 国 巧 外商务汉语教材的编写现状 ，

提 出 了 具有针对性和科学性的 Ｗ异域文化为 背景的商务汉语教材编写模式 ； 肖 任飞 的 《谈

阿拉伯 国家汉语教学现状及教师的培养 》 （ 《 第十
一

届 国 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集 》 ，
２０ １ ２

年 ） 在分析阿拉伯 国家汉语教学现状的基础上 ， 对阿拉伯 国家 国 际双语教师 的培养提 出 了

一

些 思考和建议 ； 杨捷的 《文化差异在 国外巧语教学 中 的思考一一有感于 阿拉伯语 国家 的

义语教学 》 （ 《商丘职业技术学 院学报 》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３ 期 ） 将文化与语言结合起来 ， 阐

述在进行 国 外汉语教学 的过程 中 需 注意 中 阿文化 间 的 差异 ， Ｗ此使对外汉语教 师可 Ｗ更好

地完 成汉语教学这
一

任 务 ， 同 时也这到 文化传播的效果 。

由 于文化与语言之 间 密 不可分 的关 系 ， 关于 中 国文化走 向 阿拉伯 国家的研 究有 ： 陈杰

的 《关于 中 国文化走 向 阿技伯世界的
一

些思考 》 （ 《 宁 夏社会 学科 》 ， ２０ １ ２ 年 ）
； 刘欣

路的 《 中 国对阿拉伯 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 的 不足 与应对 》 （ 《亚 非城横 》 ， ２０ １ ３ 年 ） 和

《 中 国 在阿拉伯 国家文化软实力 的 局 限与 不足 》 （ 《济 南 大学学报 》 ， ２０ １ ２ 年 ）
； 最后

有姚淑燕 《阿拉伯 国 家的义语教学研 究 》 （ 上海外 国语大 学 ， ２０ １ ３ 年 ） ， 分析 了 巧语教

学走 向 阿拉伯世界的历史 、 意义 与现状 ， 另 外也评论 了 阿拉伯 国家巧语教学推广 的不足之

处并提 出 相应对策 。

１ １



还有其他西方学者如 ： Ｓ ｉｑｉＧａｏ在
＂

Ｃｈｉｎａ
＇

ｓ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ｉｎｔｈｅＡｒａｂＷｏｒｌｄ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 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
—

研究 中 ， 提到 了 中 国 在阿拉伯世界的软实 力 ， 并 阐 述 了 中

国新
＂
一

带
一路

＂

政策与 中 国对 中 东地 区 阿拉伯 国家的影响 。

１ ．２ ．２ 研究 内容与方法

众所周 知 ， 中 阿友谊源远流长 。 从古至今 ， 两个人 民之 间 的 交往越来越 多 。 新 中 国 成

立 Ｗ 后 ， 双方的友好关 系 日 益增强 。 改革开放 Ｗ来 ， 中 国越来越重视和阿拉伯世界的合作 。

处于
一个战略性位置 的阿拉伯世界总是东西方交往 的

一

座桥梁 。 在现代 全球化的环境

气氛 中 和 中 国 的
‘ ‘
一

带
一路

＂

政策下 ， 阿拉伯 国 家发挥着积极 的作 用 。 另 外 ， 中 国 在发展 中

所获得 的 成就 ， 令 全世界瞩 目 。 许 多 阿控伯 学者提 出 了
＂

向 东看
＂

的理论 ， 认 为 阿拉伯 国家

的很 多 人需要 向 中 園 学 ， 把 中 国 作 为
＂

榜样
＂

。 迄今 阿拉伯 人对 学 习 汉语 的愿望 非 常 張 烈 ，

汉语对 阿拉伯人来说是
一

种求是 的语言 。 Ｗ前想 学义语的人需要到 中 国 留 学 ， 但现在 ， 有

了 孔子学 院 ， 中 国 可 Ｗ说到 了 家 口 前 。 大家都 想 学这
一

口 奇特又有 富有历史 的语言 。 在学

习
一

口 外语的过程 中 ，

一

方面 ， 学 习 者经常遇到 困难和 障碍 ， 这些 困难和 障碍就是本文要

讨沦的
一

部分 ； 另
一

方面 ， 推广这 口语言 的老师们 、 学者们 也希望这 口 语言可 Ｗ 巧 引 更 多

的 学 习 者 ， 获得更 多 的成就 ， 同 时也希望尽快解决推广汉语面 临 的
一

些 问 题 ， 这化是本论

文 中 研究 的
一

部分 。

作 为 来 自
＂

北非花 园
＂

摩洛哥 的 留 学 生 ， 笔者 了 解本 国汉语教学 的情况 ， 因 此摩洛哥汉

语教学情况是本文的主要 内 容 。 本文 首先在 第
一

章介绍选题 背景 、 内 容 、 意义和研 究 方法 ，

然后 在 第 二章 Ｗ研究 中 国 文化和教育合作 的历史与现状作 为 本文 的基础 ， 然后研 究 阿拉伯

汉语教学 的发展和现状 。 第 王章研 究我 国 的汉语教 学情况 。 第 四 章 为 阿拉伯汉语教学面 临

的挑战提供 了
一

些建议 ， 最后
一

章 总结 本文 的 巧 容 。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是 ： 参考 、 调查 、 分析相 关 的文献 Ｗ及分析个人 的经验来研 究这

个题 目 。

１ ２



第 ２ 章 ： 中 阿文化与教育交流合作历史及现状

２ ． １ 中阿文化交流合作史

众所周 知 ， 中 阿合作交流历史悠久 。 时代发展至今 ， 双方在各领域的 交流合作不断加

强 ， 两 国 人 民不断相互理解 。 先知穆罕默德说过 ：

＂

知识 ， 即使远在 中 国 也 当 求之 。

＂

从那

时 Ｗ 来 ， 中 国在信仰伊斯兰教的人 ， 尤其是 中 东地 区 的穆斯林眼 中 ， 是个文 明之地 ， 所 心乂

阿拉伯人对 中 国
一

直有好感 。 笔者要 关注的是 中 国 与 阿拉伯世界交流合作 的 两个方面 ： 文

化和教育 。

文化《流发 生于 两 个或者 多 个在 民族 、 国家 、 文 巧文化源头等方面 差异显著的参与者

之 间 。 没有义化差异 ， 没有 因 文化差异产 生 的 势 差 ， 就不会有很好 的义化交流 ， 更不会有

世界文化的 多 样性 。 例如先迸文化和落后文化之 间 是最容易 产 生文化交流的 。 在不 同 的文

化 圈 层 中 ， 化 能产 生很好的文化交流 。 但是 ， 其前提条件是各文化主体之 间 需有很强的文

化 生产 为 ， 需有 自 己独特的文化 ， 需有文化 自 主权 。 没有文化 自 主权 ， 就不会有文化交流 ，

所 Ｗ 两方学者们
一

直强调 ： 我们 可 Ｗ经济全球化 ， 但不 能文化全球化
＂

。

２丄 １ 文化交流史

中 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 中 国 与 阿拉伯世界是文 明 的搔篮 ， 中 阿 两大 民族经历 了 漫长

的历史 ， 产 生 了 现代世界文 巧 的
一

半文 明 。 历史悠久 、 文化丰 富 的 华 夏 民族 ， 对世界文明

的发展有着很大影响 ， 英 国 学者罗 伯特 ？坦普尔在 《 中 国——发现和发 明 的 国度 》 中 指 出 ：

＂

现代世界赖 Ｗ建立 的基本的发 明 创造 ， 可 能
一

半 Ｗ上来 自 中 国
＂

１

， 阿拉伯半 岛 也是古老文

明 之地 ， 养育 了 闪 族这
一

古老的 民族 。 早在毎隔大约五 百年左右 ， 就有 着
一

支 闪 族人从阿

拉伯迁往肥沃的新 月 地 区 ， 他们 相继是 民 比伦人 、 迦勒底人 、 賺尼 基人 、 阿摩 尔 人 、 阿拉

马 人和希伯来人 ， 这 些 民族都属于 白 人 ， 而最年轻 的 民族就是阿拉伯 民族
２

。

从历史的 角 度来看 ， 两个 民族都有着漫长 的历史 ， 都经历 了 历史 的动荡 。 在这个过程

中 ， 很难想象 两大文 明没交流过 。

１ 程裕被
＂

中 围文化要略
＂

， 第 王版 ， 外语教学 与研 究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５ 年 ８ 月 ， ４ 页 。

２

宋规
＂

中 国 阿拉伯文化交流史
＂

， 社 会科 学义献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年 １ ０ 月 ， 引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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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喜欢 自 由 ， 喜欢与环境相 互 交敲 。 所 ｗ 伊斯兰之前 的 时代 ， 被叫做
‘ ‘

异教徒
’ ’

，

当 时阿拉伯人各 自 有 自 己 的部落 ， 这些部 落之 间有着不少战争与灾难 ， 不关注外面 的世界 。

当 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 岛 希 贾兹 ， 开始传播伊斯兰教后 ， 所有部 落都联合起来 ， 成立 了 伊

斯兰 国 。

穆罕默德认 为 这个宇宙 只有
一个真主

＂

安拉 ＡＬＬＡＨ 心 ’ ’

， 作 为
＂

安技
＂

的传信者 ， 他马

上就开始派送传信者 到世界各地 区 。 穆罕默德去世 Ｗ 后 ， 他的继任者们
＂

ＳＡＨＡＢＡ
＂

， 奉行

同 样的政策 。 据 中 国 北宋王朝 宰相 王钦若编修 的 《册府元龟 》 记载 ， 穆罕默德 的 第兰位继

承人奥斯曼 （ ６４４－

６５６ 年在位 ） 秉政 时 ， 大约于么元 ６５ ０ 年左右 ， 该继承人派阿拉伯 第
一

支使 团 正式巧 问 中 国 ，

＂

永微二 年 （ ６ ５ １ 年 ） 八 月 ， 大食始遣使朝 贡
＂

。

阿拉伯历史 学家化记载 了 阿拉伯人访 问 中 国 的 历程 ， 比如埃及麦木 留 克王朝 的 阿拉伯

作家大马 去基 的 《世选 陆海 奇观 》 中 写道 ：

占 婆 国 （ 现代 的越南 南 方 ）
， 其都城很大 。 占 婆 成城位于海岸 ， 其居 民分为 穆斯林 、 基督

徒和偶像崇拜者 （ 就是佛教 ） 。 在奥斯曼——真主喜悦他——时期 ， 穆斯林 已将宗教传 到

这里 。

３

但是 ， 在公元 ６５０ 年或 ６５ １ 年之前有没有 阿拉伯人巧 问 过 中 国 呢 ？ 美 国威 尔斯所著 《世

界史纲 》 记载 ， 在主耳其共和 国 的伊斯坦布 尔 ， 至今保存着穆罕默德写给 中 国 皇 帝 的 国

书 。 但 由 于缺少 中 方的历史证明 ， 我们只 能说这
一

点 仍需进
一

步研 究 。

另 外 ， 阿拉伯文化和 中 国文化有很 多 相似 点 。 最 突 出 的是 ， 两种文 明 都含有 《 民族 的

风俗文化 ， 所 Ｗ 两大文 明 交 往 的 时候 ， 互 相 丰 富 了 对方的文化 。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 中

阿都给对方 留 下 了 积极影响 ， 中 国 文 明 在不 同 领域对 阿拉伯文 明 产 生 了 影响 。

与 此相对的 是 ， 阿拉伯文 巧 也丰 富 了 中 华文 明 ， 尤其是在天文学 、 数学 、 医 学 、 药物

学等方面 ， 同 时也在音乐 、 建筑 、 绘 画 等 艺术方面对 中 国 产 生 了 影响 ， 中 国 维吾 尔族 １ ２

木卡姆的来源之化就是阿拉伯玛卡姆 。 现代汉语所有 带
＂

胡
＂

字 的物 品 名 称 ， 大部 分来 自 于

伊斯兰义 明 ， 尤其是阿拉伯文化 。

国之交在于 民相亲 ， 民相 亲在于往来勤 。 随着 历 史发展 ， 中 国成 为 阿拉伯商人 、 旅行

家和求学者的
一

个 目 的地 ， 阿拉伯 国 家也 变 成 了 中 国 人的主 要交流 国 。 早 在 １ ３％ 年 ， 元

代旅行家迂大渊就 曾 到达摩洛哥丹吉 尔地 区 。 １ ０ 年 后 ， 摩洛哥著名 的旅行家伊本 ？

白 图泰

３

宋规
＂

中 国 阿拉伯文化交流史话
＂

， 社会科 学文献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１ ．１ ０ ， 引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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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渡重洋来到 中 国 ， 前后在泉 州 、 广 州 、 杭州 和北京 等地逗 留 了３ 年 多 。 他在 《异域奇

游胜览 》 中 介绍 了 古代 中 国 的风主人情 ， 留 下 了 千古传颂的佳话
４

。

２丄２ 教育交流史

毫无疑 问 ， 人文 交流 的
一

大重要 巧 容就是教育 交流 ， 即 两 国之 间 的学 生 互派 。 自 古 心乂

来 ， 文化与教育在 中 阿 交流之 间 是不 曾 未有 的
一

座桥 。 双方 曾把他们 作 为 合作 的先河 。 甘

芙 、 郑和 、 伊本 ？

白 图泰 等 中 阿友谊的先行者 ， 他们或 曾驰走在广 轰 的大漠之 中 ， 或 曾 扬

帆于 蔚蓝 的 海洋之上 ， 用 文化与教育在 中 阿之 间 搭建 了
一海一路 两条

＂

丝網之路
’ ’

， 为 中 阿

友谊铺设 了 道路 。

教育这个人粪文 明 的灯塔 ， 就是两 国人 民友谊 的标志之
一

。 人文交流是 中 阿合作 的重

要方面 。 早在么元 七世纪 中期 ， 先知穆罕默德 曰 知识 ， 即使远在 中 国 也 当求之 。

＂

这旬话

不仅仅鼓励其 口 下弟 子不远万里 到 中 国 求学 ， 也给阿拉伯人
＂

中 国是文 明 之地
＂

的 印 象 。

一

直 Ｗ来 ， 中 国 吸 引 了 很 多 阿拉伯 围家 留 学生到 中 国 学 习 ， 包括笔者 。 阿拉伯人化希望看到

更 多 中 国 学 生在阿拉伯 国家 留 学 ， 这样双方能 了 解掌握彼此的语言 ， 从彼此的优秀文化 中

巧取营养 。

教育这个概念的 范 围极大 。 古 代 时 两 国之 间 的教育交流和现 代教育交流有所差异 。 本

文提到 的教育 交流 ， 指 的是 两 国之 间 通过人文交流从对方学到 了 什 么 、 获得 了 什 么 。 由 于

古代很少 存在 两 国 政府 互派
一

群学 生到 对方 国家 留 学或者 为 对方 国家学 生提供奖 学金 的

情况 ， 所 Ｌ乂旅行家们从本地人那里 学 会某种 东 西 时 ， 也可算是教育交流 的
一

种 。

在伊斯兰文 明 之 中 ， 教育 占有很大 的
一

部分 。 《古兰经 》 的 第
一

个词就是
＂

读
’ ’

， 伊斯

兰义 明被称 为
＂

阁 读 的文 巧
＂

。 伊斯兰黄金时代有着许 ＃ 世界著名 的大学 ， 如 ： 公元 ９７２ 年

的爱资 哈尔大 学 （埃及 ）
、 么元 １ ０６７ 年 的 巴格达德大学 （ 伊拉克 ） ， 还有世界最古老 的大

学卡鲁 因 大学
５

８巧 年 （ 摩溶哥 ）
， 那 时候阿拉伯世界是求是的摇篮 。

４

中 摩友好 ， 从 不朽记化 中 走来 ， 中 国驻摩洛哥大使 孙树忠 ， 人 民 日 报 ／ ２０ １ ４ 年 ／ Ｉ Ｉ 月 ／２ ６ 日 ／第 ００ ３ 版 。

５

ｈ ｔｔＤ ： ／ ／ｂ ａ ｉ ｋｅ ． ｂ ａ ｉ ｄ ｕ ． ｃｏｍ ／化ｅｍ ／％Ｋ％８Ｄ％Ａｌ％Ｋ％Ｂ２％８ １
〇
／〇Ｕ％９ Ｂ％ＡＱ％Ｋ％Ａ４％Ａ７％Ｋ％ＡＤ％Ａ６ 。

＊
ｈ ｔｔ ｐ ｓ ： ／／ｚｈ ｉ ｄ ａ ｏ ． ｂ ａ ｉ ｄ ｕ ． ｃｏｍ ／ａ ｕ ｅ ｓ ｔ ｉ ｏ ｎ ／９ ２ ５４４９ ２ ． ｈ ｔｍ ｌ ｏ

＊
ｈ ｔｔ 日ｓ ：／／ｅ ｎ ．ｗ ｉ ｋ ｉ Ｄｅｄ ｉ ａ ． ｏ ｒｇ ／ｗ化 ｉ ／Ｕ ｎ ｉ ｖｅ ｒｓ 化Ｖｏ ｆＡ ｌＱｕ ａ巧ｏ ｕ ｉ ｖ ｉ ｎ 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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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时 ， 中 阿教育交流
一

般是在宗 教方面 。 自 古 Ｗ来 中 国信伊斯兰教 的 １ ０ 个 民族 ， 都

会到 阿拉伯 国家学 习 伊斯兰教方面 巧知识 。 可 Ｗ追溯 到 的有 学者 马 复初 ， 他早在 １ ８４ １ 年

就到埃及的爱资 哈尔大学 学 习 。 因 此开始 了 中 国 向埃及派学 生 的先河
６

。

１ ８ 世纪 Ｗ来 ， 埃及 、 叙利亚和伊拉宪王 国 ， 是阿技伯复兴的主要溶炉 。 当 时 的王个

阿撞伯 围家有着 良好的 学 习 环境 ， 巧 Ｗ 当 时 的 中 阿交流主要是在这三个地方发 生 的 。

新 中 国 成立前 ， 共有 ２０ 余人分 ５ 批到埃及 留学 。 １ ９０５ 年王浩然阿智携其高足 马 德 宝

阿旬于主耳其 留 学 的时候 ， 化在埃及呆 了
一

段 时期 。 此后哈德成 、 周 予宾 二位 阿旬 ， Ｗ 及

王静斋阿旬携其高足马 宏道者 ， 都在埃及逗 留 过 。

７

２ ．２ 中 网
■

文化和教育交流合作现状

新 中 国 成立 Ｗ后 ， 中 阿友谊 日 益增强 。 前两 百年 两 国 人 民经历 了 不少 困 难和灾难 ， 两

国 人 民都 受到 了 帝 国 主义的迫害 ， 两 百 《 年 的时 间 内 这两大世界文 明被破坏 ， 人 民面 临前

所未有 的压为 。 因 此 ， 双方的各 阶层领导人不约而 同 地反对 霸权主义 ， 维护世界和平 、 么

平和稳定 ， 这并非偶然 。

２ ．２ ．１ 文化交流巧状

１ ９４９ 年新 中 国 成立后 ， 两 国人 民 的关 系更加 密巧 ， 人文交流 日 益繁荣 ， 两 国 人 民相

互 了 解 、 巧互理解 。 在全球化 的氛 围 中 ， 双方更需要巩 固 友谊 ， 扩乂交流领域 ， 特别是在

语言方面 。 最近汉语 已 成 为 阿拉伯 国家 的热点语言 ， 许 ＃ 阿拉伯 国宗建立 了 孔 子学院 。

一

批又
一

批学 生进行注册 ， 他们 带着希望来 到 孔子学院 ， 希望 了 解
一

个与 阿拉伯很亲 密 的文

化 ， 了 解悠远的 中 国 。

自 印尼万隆召开首届 亚非会议 Ｗ来 ， 新 中 国迈 出 了 与 阿拉伯关 系 发展 的 第
一

步 。 会后

不久 ，
１ ９５ ５ 年 ５ 月 ， 埃及宗教事务部长义 哈迈德 ？

田 库 里率 团 巧华 ， 与 中 国政府 签订 了 中

埃两 国政府 《文化合作会谈纪要 》 ，
１ ９５６ 年 ４ 月 签订 了 中 埃政府 《文化合作协定 》 。 １％ ８

６

中 阿教育合作 的现状 与 未来
——

从 中埃教育合作谈起 ： 王有 勇 ， 《 阿拉伯 世界研 究 》 ２００６ 年 第 １ 巧 （ 总

第 １ ０２ 期 ） 。

７ 阿拉伯 的 高 等教育 与 中 国 留 学 生 ； 文 ／吴 富贵 ； 围 际人才 交流 ＩＩＮＴＥＲＮＡ口 ０ＮＡＬＴ化ＥＮＴ Ｉ２００４／０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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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中 国 收到 了１ １ 个阿拉伯 国 家的 ４４ 封听众来信 ， 他们在信 中 写得最 多 的
一

句话就是 ：

＂

我听到 了 中 国 的声 音 。

＂８

到 １ ９６５ 年 ， 中 国 与 １ ０ 个 阿拉伯 国 家建立 了 外交关 系 。 １ ９９ １ 年到 ２０ １ ０ 年 中 国 与 ２２

个 阿拉伯 国家建立 了 战略合作关系 。 期 间 在 ２００ １ 年 １ ２ 月 成立 了 中 阿友好协会 ，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３ ０ 日 ， 国泉主席胡锦涛访 问 阿盟总部 ， 提 出 了 构建新 型 中 阿关 系 的 四 项原 则 。 ２００ ８

年 １ ２ 月 ，

＂

中 阿文明对话￣一语言文化交流研讨会
＂

在北京顺利 举办 ， 确 定翻译 中 阿典籍

的 第
一

化 书 目 ， 共 ５０ 部 。

２００９ 年 １ １ 月 １ ０ 日 ，

＂

中 阿合作论坛
＂

首届 中 阿高教与 科研合作研讨会在苏丹首都 。

客

主穆举办 。

自 ２０００ 年 Ｗ来 ， 双方 的文化交流 日 益扩大 。 如今 的 阿撞伯人 ， 通过孔子学 院和 多 煤

体 ， 越来越熟悉 中 国 ， 并 日 益感 到 中 国 的在 国 际 中 发挥的作 用 。

为 了 减少 中 阿交往过程 中 的语言 障碍 ， 阿盟 、 中 国 外交部和上海外 国语大 学 ， 于 ２０ １ ６

年 ９ 月 成立 了
＂

中 阿汉翻译联合培养项 目
＂

。

２ ．２ ．２ 教育合作现状 。

毫无疑 问 ， 中 阿交流合作
一直存在 。 文化应该本着

＂

天下 为 公
＂

的原 则 ， 不 能独 占 山 头 。

每种文化 ， 从其产 生之初就开始与 外界交流 ， 即所谓的
＂

文化交流
＂

。

向 中 国求学是 阿撞伯人梦寐 Ｗ求 的 愿望 ， 因 为 先知穆罕默德 曰 ：

＂

学 问 ， 虽远在 中 国 ，

亦 当 求之
＂

。 中 阿 两大文 明 有很 多 相似 的地方 ， 这是两 民族人文交流 的 基础 。 所 Ｗ 阿拉伯

人来到 中 国 的 时候感 受到
＂

文化冲 突
＂

的几率较小 。

近年来 中 围 的 发展 举世瞩 目 ， 阿检伯人对 中 国 的成功秘诀感 到很好奇 ， 许 多 阿拉伯人

提 出 要 向 中 国 学 习 。 如果 想 学 中 国 的 发展棋式 ， 必须 了 解 中 国义化 ； 要 了 解 中 国文化 ， 得

从语言开始 。 阿拉伯 的专家们也希望 了 解 中 国 的成 功经验 ， 所 Ｗ 毎年
一

化又
一

化的学者们

来 中 国和 中 方学者们讨论各种话题 。 如 ２００ ８ 年 １ １ 月 在扬 州 ， 双方成立 了
＂

中 阿 （ １ ０＋ １ ）

高教合作论坛
’ ’

， 来 自 １ ０ 个阿拉伯 国家 的教师们 、 教育 官 员 们 、 专家们 、 阿盟代表 、 有关

企业的代表 团 出 席 ， 大家讨论现代教育发展 、 中 阿教育合作现状与未来 等等 。

８

中 国 对阿检伯世界人文化交 的 历 史 回 顾及现实挑战 ； 巧 巧 ［沙特 ］ 马 玄蔚 ；
２０ １ １ 年 １ １ 月 ： 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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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 ， 到 ２０ １ ４ 年 ， 中 阿之 间 互有 留 学 生 １ Ｊ ５ 万人 。 中 国现在 已 在 ４０ 所高校开设 了

阿拉伯语专业
９

。 中 国 为 鼓励 阿拉伯 国 家 的学 生来华 留 学 ， 提供 了 许 多 奖 学金 。 在 ２０ １ ２ 年

至 ２０ １ ４ 年 间 ， 中 方 向 阿拉伯 国家提供 ４５００ 个 中 国歧府奖 学金名 额 ， 并进
一

步扩大 向 阿拉

伯 国家派 出 留 学生 的规模 。 到 ２０ １ ３ 年 中 阿双方大学签署 了１ ３ ０ 多 份合作 交流协议 ， 内 容

涉及校际互巧 、 学术交流 、 互派 留 学 、 学分互认等 ＃ 方面 。 现在 中 国 与 大部分阿拉伯 国 家

签订教育合作 ， 中 国 大学 的校 园 内 大 ＃ 可 レ乂看 到 来 自 ２２ 个阿撞伯 国 家 的学 生 。

上海外 国语大学 阿拉伯语 系 廖教授在 《来华 的 阿拉伯 留 学 生研 究 》 中 指 出 ， 到 ２０ １ ６

年 ， 在华 的 阿拉伯 留 学 生数量 到达 １ 万 ４ 千人 ， 比 ２０ １ ５ 年增加 了１ ３％
１ ０

。

自 １Ｍ６ 年至 １ ９７ ８ 年 ， 中 国 共有 ３ ６ １ 《 阿拉伯 留 学 生 ， 其 中 来 自 也 口 的有 １ ８２ 名 、 索

马 里 ７ ８ 名 、 伊拉克 ３ ５ 名 、 竣及 １ ５ 名 、 突尼斯 １ ５ 名 、 阿尔及利 亚 １ ３ 名 、 黎 己澈 ２ 名 、

科威特 ２ 名 和沙特 １ 名 。

随着 中 国 改革开放的不断 改革 ， 来华求学 的 阿拉伯 留 学 生 日 益增 多 ， 自 １ ９７ ８ 年至 １ ９９ １

年 ， 中 国 共有 了９３２ 名 阿拉伯 留 学生 ， 其 国 籍分布如下 ： 化 口２ １ ８ 名 、 苏丹 １ ８４ 名 、 索 马

里 １ ５６ 名 、 埃及 １ ２０ 名 、 叙利 亚 ６０ 名 、 突尼斯 ５４ 名 、 摩洛哥 ４４ 名 、 约旦 ３ ０ 名 、 阿 尔及

利亚 ２４ 名 、 伊拉克 １ ０ 名 、 科威特 １ ０ 名 、 黎 臣澈 １ ０ 名 、 沙特 ７ 名 、 阿联苗 ３ 名 和 吉布地

２ 名 。

总 的来说 ， 中 阿文化教育交流越来越 多 ， 两 国 人 民 的交往 日 益增长 ， 友谊越 来 越巩 固 。

Ｓ

教育组带连接 中 阿 友谊
——

第 王届 中 国
？

阿拉伯 国 家大学校长论坛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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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阿检伯 国家汉语教学概况

总体评价阿拉伯 国家汉语教学 的发展 ， 首先得指 出 的 是 ， 在阿拉伯 国家汉语教学 的发

展不如在 中 国 阿拉伯语教学发展的程度高 。 中 国 的阿拉伯语教学早于 阿拉伯 国家的汉语教

学 。 且 中 国通过研 究对阿技伯世界 已有基本的 了 解 ， 而 阿拉伯 国家对 中 国 的 了 解差得 多
１ １

，

甚至大 多 数 阿拉伯 国家通过 第王方 了 解 中 国 。 自 孔子学 院建立 Ｌ乂来 ， 中 国风 已 吹到 了 阿拉

伯世界 ， 许 多 阿拉伯 国家建立 了 孔予学院并取得 了
一定的 成就 。 虽然依然面 临许 ＃ 困 难 ，

但对于这些 学院 的发展 ， 双方都感 到 十分欣喜 ， 并希望取得更 《 的 成就 。

３ ． １ 阿拉伯 国家巧语教学祝构

阿拉伯 国家 的义语教学机构指的是推广 汉语和 中 华 民族文化的机构 。 不 管是 国家机构

或者私人机构 ， 都是 中 华文化传播的平 台 ， 都 点亮 了 华夏文 明 的灯光 。

３丄１ 抓子学院在阿担伯世界的发展

孔子学院 （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是 中 国 国家义语 国 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窒在世界各地

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 中 国文化与 国 学教育的文化交流机构
Ｉ ２

。

习 近平主席指 出 ， 孔子学 院属于 中 国 ， 也属于世界 。 目 前 ， 孔子学 院 邑在 １４０ 个 国家

建立 了５ １ １ 所学院和 １ ０７３ 个课堂 ， 各类学 员 达 ２ １ ０ 万人 ， 成 为 中 外文明交流互鉴的
‘ ‘

架桥

人
＂

和世界认识 中 国 、 中 圍 与各 国 深化友谊和合作的重要 窗 口
。 目 前 阿拉伯地 区 的孔子学

院有 ：

孔子学院 ／广播
Ｉ

所在城市 Ｉ

签署协议时
［

正式开始
Ｉ

阿方合作单位
Ｉ

中方合作单位

课堂
 ５

圣约瑟夫大学黎 巴嫩贝鲁特２００６ －５ －２２２００７ － ４ －２７圣约瑟夫大学 沈阳 师范大学

孔子学院

苏伊壬运河大埃及伊斯梅利亚２００３ ／０３ ／０３２００８ ／４苏伊去运河大 华北 电力 大学

学孔子学 院 学

Ｕ试论 中 国 阿技伯语教 育和 阿拉伯 国家汉语教育金忠杰 １ ， 李红梅 ２
，２ ０ １ ４ 年 第 ３ 期总 巧 ９５ 期 ） 。

Ｉ２孔子 学院

ｈ ｔ ｔ ｐ ：  ，

－Ｖ ｂａ ｉ ｋ ｅ ．ｂａ ｉ ｄ ｕ ．ｃ ｏｍ／Ｈ 打ｋ ？ ｕ ｒ ｌ
二抓 ｔ Ｕ２

－

ＶＲＴＸｔｏ Ｚ巧 ｓＮｑ ｆ ｚ ｘ服Ｘ ｂ ３和 ｖ ｎ ） （ ；０化化５ ｖｎＺＣ ｆＴｓ ｅ８９ ｐ ｌ Ｋ ） ］ ^

ｓＱｒＤＲ Ｙ ｓ Ｌｈ８ｂ ｖ ９ｗＺ ｓ０ｆＹ Ｕ Ｋ Ａ ｂ ｄ９ＱＺ Ｉ ｑＰＷ２ ｖ ｇａＫＣ ｙｗ ｓ ｓ ０ １ Ｎｂ ３ ｋｐ Ｚ Ｐ６ ｆｋＡ Ｆ ｉ
ｗ ｇ ｌ ｗ ３ ＲＵ ２ ． ｌ

ｗ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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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上穆大 学孔苏丹喀止 穆２ ０ ０ ７ ． １ ０ ． ２ ５２ ００９喀上穆 大 学西北 师 范 大 学

子 学 院

穆 罕默德五 世拉 己特 ２００ ８ ． ０ ３ ．２ ７２ ００ ８ ． １ ２ ． ０ ７穆 罕默 德五 世 北京 第 二 外 国

大 学孔子 学 院 大 学语 学 院

阿曼 Ｔ Ａ Ｇ 孔阿 曼 ２００ ８ ． ０９ ． １ ８２００９ ．４ ． ０２塔 勒 利沈 阳 师 范 大 学

子 学 院 布
＇ 格扎拉 国

大 学 际集 团

开 罗 孔子 学 院埃 及开 罗 ２ ００ ７ ． ０ ３ ． ０ ８２００９ ． ０９ ． ２４开 罗 大 学北京 大 学

迪 拜大 学孔 子阿联首 迪 拜 ２ ０ １ ０ ． ０ １ ． ２ ６２ ０ １ ０ ． ０ ９ ． １ ２迪 拜大 学宁 夏 大 学

学 院

扎 伊 德大 学孔阿联苗 阿 布 扎 比２０ １ ０ ． ０ ７ ． ０４２０ １ ２ ． ０ ３ ． ０ ７化 伊德大 学北京 外 国 语大

子学 院 学

约旦 费 城大 学约 旦杰拉什２０ １ １ ． １ ２ ． １ ８２ ０ １ ２ ． ０ ９ ．２ ０费 诚大 学聊城大学

孔子学 院

斯法克斯广 播突尼斯斯 法 克斯２００９ ． ０９２００９ ． １ １ ． ０４斯法 克斯 中 阿 国 际广 播 电 台

孔子课 堂 友好俱乐部

哈桑 二 世大 学卡 萨布 兰 卡２０ １ ２ ． ０ ５ ． ２４２０ １ ２ ． １ ０ ． １ ０哈桑 二世大 学 上海 外 園语大

孔子 学 院 学

多 多 马 大 学孔多 多 马 ２ ０ １ ２ ． ０ ５ ． ３ １２０ １ ３ ． ０４ ． ２ ８《 多 马郑 州 航 空 工业

子学 院 管 理 学 院

己林大 学孔 子萨 基而 ２０ １ ３ ． ０９ ． １ ６２ ０ １ ４ ． ０４ ． １ ５己 林 大 学上海 大 学

学 院

阿 Ｉ

、 杜勒 一 马丹 吉 尔 ２ ０ １ ６ ． ０９ ． ２２２ ０ １ ７ ． ０ ３ ． ２ ８阿 Ｉ

、 杜 勒 一 马 江 西 科技 师 范

立克 ？ 阿 萨迪大 立 克
？

阿 萨 迪大 学

学孔 子 学 院 大 学

从上表来 看 ， 这些孔 子 学 院都位于 阿拉伯 国 家 的 著 名 大 学 。 其 中 圣约 瑟 夫 大 学是
一

所

历 史悠久 的 大 学 ， 是 在 １ ８４６ 年建立 的 ； 开罗 大 学 是埃及 高 等教育 的 典 范 ； 苏丹喀止 穆 大

２０



学是苏丹 国 内 首屈
一

指 的高尊学府 ； 摩洛哥 的穆罕默德五世大学是现任 国 王 穆罕默德六

世 的母校 。

在阿拉伯世界建立 的 第
一

所孔子学 院位于黎 巴嫩 ， 是圣约瑟夫大学 与 沈 阳 师范大学在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共 同 举办 的
Ｕ

。 刚 开始注册的 学 生人数到 达 ２ １ ３ 名
，学 生 的 年龄范 围 为 ７

岁 到 ６０ 岁 。 该学 院不只有语言课程 ， 还有 中 国 医 学 、 中 国历史和 中 国经济课程等 。

驻 阿拉伯 国家的孔 子学 院获得 了 世界上 的承认 ， 如 ： 埃及苏伊壬运河大学在 ２００ ８ 年

４ 月 就正式开 办 了 孔子学院 ， 是 阿拉伯世界最美 的
一

所孔子学院
４

，２０ １ ２ 年获得 了 中 东地

区最好的孔子 学院称 号 ， 化是世界上最好的 ２０ 所孔子学 院之
一  １ Ｓ

。 ２００７ 年埃及开 罗 大学

与 北京大 学建立 了 非洲 的 第
一

所孔子学 院 ，
２０ １ ６ 年获得 了 世界上最好 的孔子学 院称号

Ｉ ６

，

该学 院 的毕业 生达 ４０００ 多 人
Ｉ ７

。

在 ２００ ８ 年成立的喀上穆大学孔子学 院 ，
２００９ 年作 为 苏丹唯

一一

所孔 子学 院正式启 动

运营 。 该学院 的招 生规模不断扩大 ， 仅 ２ ０ １ ３ 年 ， 学 员 就送 １ ４００ 人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２ 月 报名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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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余燕 芳 ， 试析孔子 学 院在 阿拉伯 国 家 的 发 展情况 ，
２ ０ １ ４ 年 １ ２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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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ＨＳＫ／ＨＳＫＫ 考试 的人数更是 ＃ 达 ４ １ ６ 人
Ｉ Ｓ

， 到 ２０ １ ５ 年 为 止 ， 该孔子学 院 己有 ２０００ 多 名

学 生
１ ９

。

约旦是 中 东地 区 比较开放的 国家 。 约旦的 阿曼大学 ＴＡＧ 集 团 与汉办 共 同 在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 号合作建立 了 阿曼孔 子学院 。 同 时 中 国政府赠 予 了 该孔 子学院王千 多 本 书
Ｗ

。 到 ２ ０ １ ４

年该孔子学院的毕业 生达到 １ ２００ 名
Ｕ

。 ２０ １ ２ 年费 城大学又与 聊城大 学合作建立 了 新的孔

子学 院 。 约旦汉语学 习 者在 全世界崭露头 角 ， 如康丽 同 学获得 第十 四届 巧语桥世界总 决赛

二等奖
２２

。

埃及是第
一个和 中 国 建立外交关系 的 国家 ， 化算是外交 关 系 最稳 固 的 。 根据市场的 需

求 ， 埃及著名 的 两所大学建立 了 孔子学院 。 唉及 的汉语教学水平在阿拉伯 国家 中 是最高的 。

目 前有许 ＃ 中 国 穆斯林 留 学 生 到埃及 留 学 ， 主要学 习 伊斯兰教知识和 巧控伯语 。

海湾地 区 的 阿拉伯 国家 ， 虽然政治和文化相对封 闭 ， 但也 因 经贸 需要开设 了 几所孔子

学院 ， 如 际联苗有 两所孔 子学院 （ 扎伊德孔 子学院和迪拜孔予学院 ） 。 化 口 也是 中 国在海

湾地 区 的 战略伙伴 ， 但到 目 前为 止 ， 尚 未开设孔子学 院 。 沙特是与 中 国建立外交关系 时 间

最短的 国 家之
一

， 沙方对 中 国 还不够 了 解 ， 沙特阿拉伯在 中 国 的 留 学 生数量最少 ， 但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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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向 派送更 ＃ 的 留 学 生 到 中 国 留 学 。 为 了 增强 中 沙文化与教育 关 系 ， 在沙特教育部 长和 中

国教育部长 的领导下 ， 沙特 的 ９ 所大学和 几所 中 国 大学签订 了２４ 项条约
２ ３

。

３丄２ 其他汉语教学机构

学 习 是大部分阿拉伯人的 习 惯 ， 甚 至是阿技伯文化的
一

部分 。 因 此 ， 在孔子学 院建立

之前 ， 在 阿拉伯 国家也有关于 中 国 的研 究机构和 学 习 机构 。 笔者 主要把 学 习 机构 分王类 ：

政府教育机构 ， 当 地私人学校 ， 中 国大使馆与 中 围 企业所建的机构 。 这王类机构 也辅助 了

孔子学 院 的教学 。

３ ． １ ．２ ． １ 政府教学机拘

政府教学机构指 的是属 于 国家 的教育机构 ，

一

般是大 学或高 等 学院 。

开设 中 文 系 最多 的是埃及 ， 到 目 前 为 止共有 １ ０ 所大学开设 了 中 文 系
２４

。 开设 中 文 系 最

早 的 阿拉伯大 学是艾 因
？ 沙姆斯大学外语学院 。 它 的 中 文 系 是于 １ ９５ ８年建立 的 ， 第

一化毕

业 生于 １ ９６２ 年毕业 ， 之后停止招 生 ， 直 到 １ ９７７ 年又开始招 生
２５

。 １ ９９９ －２０００ 年学年度 ，

爱 资哈尔大学 同 意开设 中文 系 ， ２００ １
－２００２ 学年度正式开始招生 ， 第

一

批毕业 生于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学年度毕业 。 根据埃及 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 国 务 院在 ２００７ 年颁布 了Ａ９５ 号决

议 ， 决定开设伊斯兰研究外语教学系 ， 其 中 中 文教学成为该 系 的
一个分支

２６

。 ２００２ 年 ， 中

国 与开罗 大学建立 了 中 国文化 中 记
、之后 ， 著名 的埃及开罗 大学就开设 了 中 文 系 ， 并取得 了

很大 的成就 。 ２００７ 年开罗大学 中文系 率代表 团参加 了 在北京举行的 国际群英辩论赛 ，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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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汉语的魅 为 和 学 生们 自 身 的汉语造诣 ， 受到观众和评委 的
一

致好评
２ ７

。 苏伊去运河大学

有 两个 中 文系 ， 巧人文学 院 中 文 系和语言学 院 中 文 系 。 印 度尼西亚语言 中 记
、

院长说 ：

＂

苏

伊击运河大学是世界上唯
一一

所有王个 中 文教学 点 ， 即
一

所孔子学 院和 两个 中 文 系 的大

学
＂２８

。

苏丹共有 两所大学开设 中 文 系 。 喀止穆大 学是苏丹最好的 高 等教育机构 ， 由 于苏丹和

中 国 的 良好关 系 ， 《上穆大学早在 １ ９９３ 年就开设 了 中 文 系 。 苏丹也成 为 阿拉伯 国 家 中 第

二个在大 学开设 中 文 系 的 国 家 。 ２０ １ ６ 年苏丹红海大学建立 了 全 国 第 二个 中 文 系 。 苏丹喀

止穆大学孔子学 院也协助苏丹大学 、 非洲大学 、 Ａ化ｌａ 大学建立 了 中 文 系 。 通过苏丹教育

部批准 ，
Ａｒｒｉ ｓａｌａ 与 ＫＢＰＳ 两所重点 学校开设汉语必修课 。

早在 １ ９７０ 年初 ， 约旦 国王 学校 等贵族 中小学就开设 了 汉语兴趣班 。 这是在约旦推广

汉语 的 第
一

步 。 现在约旦共有 ８ 个汉语教学 点
２９

， 最重要的有 ： 两所孔子 学 院 （ Ｔ Ａ Ｇ 集

团 孔子学 院和 费诚大学孔子学 院 ） 和 两个 中 文 系 （ 约旦大学外语学 院 中 文 系 和 国 防 学 院 中

文系 ） 。 约旦大学外语学 院 中 文系是在 ２００９ －２０ １ ０ 学年度开设 的 ， 约旦 国 防学 院 中 文 系 化

于 ２００９ 年开设 。

海湾 国家汉语教学的发展进度不
一

， 总体来说较缓慢 。 有 的 国家如阿联苗虽 已有 两所

孔子 学院 ， 但政府教学机构 目 前 尚未开设 中 文系 。 而有 些 国 家虽然还没有孔子学 院 ， 但 已

经开设 了 中 文课程 ， 比如 ２０ １ ６ 年 ９ 月 ２６ 日 ， 阿曼 ＳＵＬＴＡＮ ＫＡＢＵＳ 大学人文和旅游 管

２ ７

习 俊刘 文燕
＂

阿化伯 国 家孔 子学 院 发展请况初探
＂

， 重庆科技 学 院学报 ， ２ ０ １ ３ 年 巧 ９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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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 阿拖伯 国 家汉语教学 的现状 、 面 临 的挑战 与 对策一 臥约 旦 大 学汉语 系 为 例 ， 华 中 师 范 大 学 ， ２ ０ １ ６

年 ４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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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 院开设 了 汉语选修课程 ， 有 ６０ 名 同 学报名 。 该大学 国 际文化交流合作处副 主任表示 ；

＂

希望大家对这 口语言表现 出 疆 烈热情 。

＂３ ０

。

巴勒斯坦 Ｂ ｉｒｚｅｉｔ 大学 与 中 国驻 巴勘斯坦大使馆合作开设 了 汉语选修课 ， 成 为 Ｅ勒斯坦

唯
一一

所开设汉语课的大学 ， 现有 ３０ 多 名 学 生报名 该课程
Ｓ １

。 沙特阿拉伯 Ｅｆｆａｔ 大学设有

汉语本科专业
３２

。 摩洛哥不仅有王所孔子学 院 ， 还有政府教学机构开设 的 两个 中 文 系 ； 哈

桑二世大学人文学院的 中 文 系 和穆罕默德五世大学 的 中 文 系 。 毛里塔尼亚努 瓦 克 肖 特大学

人文 学院从 １ ９８ ７ 年起开设 中 文选修课 ， 于 ２０ １ ０ 年决定成立 中 义专业 ， 现在努瓦克 肖 特大

学 中 文 系 Ｓ个年级的人数 已经达到 了８ ０ 人 。

化非 的 阿拉伯 国 家属最早派 留 学 生到 中 围来 学 习 义语 的 国 家 ， 也是阿拉伯 国家 中 最早

开展汉语教学 的 国家
３３

。 除 了 埃及 Ｗ外 ， 苏丹 、 毛里塔尼亚 、 突尼斯均 已先后设立 四年制

汉语专业本科学位 。 突尼斯的 布 尔 吉 民 （ Ｂｏｕｒｇｕｉｂａ ） 语言学 院早在 １ ９９８ 年开设汉语本科

专业 ， 目 前汉语专业的在校学 生共有 １ ６０ 名 。

３ ． １ ．２ ．２ 非政府教学机构

非政府教学机构 包括私人学校 、 在 当 地的 中 国企业等等 。 这些机构化发挥着巧极的作

用 。 没有孔子学 院的 国家也设有欢语课 堂 ， 可 Ｗ说 中 国风吹到 了 所有 阿拉伯地 区 。 中 国经

济的发展 ， 使得 阿拉伯地 区家家户 户 都可 Ｗ看到
＂

中 国 制造 ／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 ｉ ｎａ

＂

， 所 Ｗ 阿拉伯

人 民都知道 了 中 国 ， 看到 了 义字 。 为 了 促进在 当 地的 贸 易 发展 ， 许 ＃ 中 国企业会为 当 地人

举办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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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阿教育合作 的现状 与 未来
——

从 中 埃教育 合作谈起 ， 王 有 勇 ， 阿拉伯 世界研 究 ， ２００６ 年 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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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电工大 学举办 了
一

届 义语培训 班
３４

， 参加这次培训 的 学 生都感 到 十分满意 。 毛里塔尼亚

虽然没有孔子学院 ， 但汉语学 习 者化不少 。 在 ２０ １ ６ 年 １ ０ 月 １ ７ 日 ， ＴＵＬＡＯＧＥ 国 际集 团

开设 了 免费 的汉语课堂
３ ５

。 阿 尔及利 亚的义语 学 习 者也不 化毛里塔尼亚少 ， 中 国驻 阿 尔 及

利 亚大使馆毎年都举 力、汉语桥 －阿 尔及利 亚赛 区 比赛 ， 其 中 ２０１６ 年 的 义语桥 比赛是 中

国驻 阿 尔 及利亚大使馆和 中 铁建工集 西 阿 尔 及利亚分公 司 合作举办 的
３ ６

。 私人学校也开始

开设 中 文 系 ， 如埃及英 国 大 学 （简称
＂

ＢＵＥ
＂

）
和苏伊击运河大学签订 了 预备建立 中 文 系 的合

同
３ ７

。 在 当 地的 中 国人化建立 了 《语教学 商业机构 ， 如叶奇建立 了 迪拜最大 的汉语学校 ，

该校现有 ２２０ 学 生和 ７ 位老 师
３ ８

。

从上述例 子来 看 ， 大部分 阿拉伯 国家都有汉语教学机构和汉语课堂 ， 它们分 布在孔子

学 院 、 大 学 中 文 系 或者私人学校 。 汉语 己经在 阿拉伯世界掀起
一

股热潮 。 但是和其他 国 家

地 区 相 比 ， 阿拉伯 国家汉语教学的发展还是 比较缓慢 。 这 点促使我们思考推广 汉语和 中 国

文化过程 中 的 障碍和 困 难 。

３ ．２ 阿拉伯 国家巧语教学推广面临的 困难

虽然 中 阿双方有文化 的相通之处和 良巧 的外交关 系 ， 但要在 阿拉伯 国家推广汉语依然

不是
一个容易 的任务 ， 这个过程 中有很 多 困难和障碍需要双方合作解决 。 首先笔者将从几

个 方面概括叙述这些 困 难 。

３ ．２ ． １ 教学方面 ： 教材 、 师资 、 学校建设

阿拉伯人普遍认为 汉语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 。 许 多 阿拉伯 国家 的方言 中 有
＂

你 在讲 中

国话吗
’ ’

的俗语 ， 比喻
＂

你讲 的话我听不僅
’ ’

， 化体现 了 中 国话在 阿拉伯人 中 的难度 。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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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乂 阿拉伯 国家孔子学 院报名 人数不 ＃ ， 大 多 数人只 是 因好奇而来学 中 文 。 除好奇 ｗ外 ， 令

世界瞩 目 的 中 国经济发展也构 成 了 很 多 学 习 者 的 学 习 动力 。

孔子学院的课堂 内 容 ， 大部分是关于 中 国 文化 ， 甚 至是关于 中 国古代文化 的 。 从 中 方

的 角 度来看 ， 传播 中 国文化是孔子学 院的 重 要任务 ； 但是从学 习 者的 角 度 ， 这不符合很 多

人的 学 习 需要 ， 因 而他们放弃继续学 习 中 文 。 另 外 ， 阿拉伯地 区都 曾 是欧洲 国 家 ， 尤其是

法 国和英 国 的殖 民地 ， 所 Ｗ从那 时 Ｗ 来 ， 大部分 阿拉伯人的 第
一

外语是英语或者法语 。 可

是尽 管如此 ， 由 于教育 质 量不 高 ， 大部分人 的外语水平很差 。 这 带来王个 问题 ：

在交际方面 ： 众所周 知 ， 为 了 建设 良好 的沟通渠道 ， 师 生 义 须 能 同
一

种语言交流 。

中 国 人的 第
一

外语 为 英语 ， 而许 多 阿拉伯人的 第
一

外语是法语 ， 尤其在 马格里布地 区情况

更是如此 。 甚至在有 的地方 ， 如海湾地 区 国家沙特和也 口 北部 ， 因 为 不 曾 被殖 民 ， 所 Ｗ 当

地人对外语并不感兴趣 。 所 Ｗ大部分的老 师 会遇到和 当 地人 的交流 问题 。

在教学 方面 ： 除 了 孔 子 学 院课程 巧容 问题 Ｗ外 ， 大部分阿拉伯 国家巧语教育质量较低 ，

学 习 者仍使用 比较传统的方法来 学 习 汉语 ， 如 ： 背单词 、 大声 朗读等 。 有 的老 师 曾 尝试使

用 新的教学方法 ， 但 因 学 生对新教学模式 不熟悉而不 能取得 良好效果 。 除此之外 ， 还有教

材 的 问 题 。 尽管 目 前 中 国 国家汉办 出版的 阿拉伯语版的教材 己这到 ２０ 种 ， 但大部分阿拉

伯 国家的孔子学院或者大学 中 文 系 都使用 《新实用 汉语 》 。 除 了 教材本身 的缺点 Ｗ外 ， 阿

拉伯 国 家 的使用 者会遇到 两个 问 题 ： 第
一

， 这份教材是为 Ｗ英语 为 母语的 学 习 者 出版的 ，

所 Ｗ 内 容不太符合阿拉伯人的 学 习 方式和 思 维模式 ； 第 二 ， 这份教材虽然有 阿拉伯语版 ，

但只 有 在初线 阶段使用 的版本 ， 再加 上会 阿拉伯语 的老 师们很少 ， 他们 宁 可 用 英文版或法

文版也 不用 阿文版 。 没有
一

本针对 阿拉伯 学 习 者 的教材 ， 这使学 习 汉语对 阿拉伯人来说更

加 困 难 。 埃及艾 因 夏姆斯大 学教授也 已经提 出 了 这个 问 题 ： 学校认 为 中 国推广 的汉语教

材不适合埃及 ， 主要是在课程设置 、 学 时 、 教材 的难度 、 阿语注禪等方面 与 埃及 的汉语教

育体系有很大不 同 。

”３ ９

。 此外 ， 大部分 的 阿拉伯 国 家教育 Ｗ
＂

填鸭式教育
＂

为 主 ， 很少看见

师 生互动 ， 这肯定对学 习 语言有很大 的影响 。 没有 师生交流 ， 就没有语言 学 习 中 十分重要

的
一

部分一 口 语学 习 。 再加上在阿拉伯 国家 的 图 书 馆 中跟 中 国相关的 书 很少 ， 所 Ｗ 学 习

者提高 阐 读 能为 的机会也很少 。

３ ９

赵金铭
＂

教 学环境 与 汉语教材
＂

， 世界汉语教 学 ， ２ ００９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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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方面 ： 前文提到 ， 阿拉伯 国 家 的孔子 学院都设立在 阿拉伯 国家的著 名 大学 。 这

些大 学
一

般 比较传统 ， 它们 的教学楼
一

般都很古老 ， 因缺少装修而十分破 旧 ， 教 室
一般都

很小 ， 不利于招生规模扩大 。 这也是孔子学院存在招 生限制 的 原 因么
一

。 除此之外 ， 阿拉

伯 国家的硬件配备还 比较落后 ， 其 中 大部分学院没有 电脑供学 生使用 等 等 。

３ ．２ ．２ 文化方面 ： 文化差异

在文化方面 ， 虽然 中 阿 两大文 明 同 属于东方文 明 ， 相 同 点很 多 ， 但差别 也存在 。 在 全

琼化氛 围 当 中 ， 双 方的文化交流说不上不足 ， 但还得努 力 消 除西方媒体在 两者之 间 的 干扰 。

在很 多 情况下 中 阿通过第 王方来 了 解彼此 ， 而 第 王方恰检是西方媒体 ， 他们 的报道 中 存在

着很 ＃ 偏见 。

许 多 阿拉伯人依然 Ｗ 为 中 国是
一 个落后 的 国 家 ， 是被长城封锁 的 国度 ， 脑海 中 有

＂

中

国有文化大革命 、 粮食不 《 存在饥荒
’ ’

等偏见 。 这都是从 多 数西方煤体的不实报道 中 获得

的 印 象 。 中 国 人对 阿拉伯人的偏见也不少 ， 出如 ： 很 多 中 国 人还 Ｌ乂 为
＂

阿拉伯人都很保守 、

都会娶 ４ 个妻子 、 都很富有 、 有胡 予的 巧拉伯人很可怕是恐怖分子
＂

等等 ； 不知道阿拉伯

地 区有二十 多 个 国家 ， 只 知道沙特 、 埃及 、 迪拜 ， 更不知道阿拉伯 国家还有少数 民族 。

实 际上 ， 毎毎 听见这样 的说法 ， 笔者都倍感沮丧 。 阿拉伯文 明 作 为 人类历史上最灿烂

的文明 么
一

， 在 中 国 竟然这样被边缘化 。 中 国俗话说
‘ ‘

历史王千年河东 ，
云千年河西

＂

， 笔

者相信 中 华文 明和 阿拉伯文 明 这两大文明 总 会复兴起来 。

汉语教师在 阿拉伯 国 家是传播 中 华文化的使者 。 所 Ｗ要做好汉语老 师 ， 不仅仅要对对

方的历史文化有基本的 了 解 ， 还要 了 解 自 己 国 家 的文化和历史 。 有 的老 师只 知其
一 不知其

二
， 对 中 国 的历史和文化不够 了 解 ， 被学 生 问 住 的 时候总 会感 到尴尬 。 学 生也对他 ／她感

到 失望 。 在 阿拉伯文化里 ， 有知识的老 师 才 能在课 堂上使学 生信服 ， 如果老 师 的知识不足 ，

就得不 到 学生 的尊重 。

另 外 由 于双方 的语言 系 统不 同 ， 造成 的思维方式 的 不 同 也会影响 师 生 间 的沟通 。 因 此

汉语老师最好也要对对方的语言 系 统有基本 的 了 解 。

在阿拉伯 国家 生活工作 的 中 国老师们 会在各个方面感 受到文化差异 ， 包括饮食 、 着装 、

气候 Ｗ及 当 地人的 生活方式 等 。 阿拉伯 人的 生活节奏
一

般很慢 ， 但也有
一

些 国家会 出 现堵

车情况 。 阿拉伯 国家饮食风俗各异 ， 但是着装 习 报大体相似 ： 大部分人着装偏保 守 ，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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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应该露 出 头发和穿性感暴露的衣服 ， 因 此
一

些阿拉伯地 区 的汉语老师在穿着方面义须

要考虑 到 学 生们 的感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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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摩落哥汉语教学概况

摩洛哥和 中 国 之 间 的友好往来 ， 自 古 邑有 。 著 名 的摩洛哥旅行家
一

本 ？

白 图泰于公元

１ ４ 世纪进入 中 国 ， 并在 中 国居住云年 。 同
一

时期 ， 中 国 元代著名 旅行家汪大洲 ， 化对摩

洛哥进行 了 巧 问 ， 因 此二人共 同 促进 了 两 国 人 民 的友谊 。

４ ． １ 中摩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发展

文化和教育合作 总 是摩洛哥 与 其他 国 家人文交流 的桥梁 。 最近摩 中 各领域交流合作 日

益增强 ， 两 国 人文 交流不断增 多 。 在 文 化 、 教育 、 经巧 、 政治等方面 的交流合作都获得 了

很大 的 成就 。

４丄 １ 中摩文化交流合作

１ ９８２ 年 ， 摩洛哥 国 王 同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 签署 了 文化合作协议 ， 双方希望通过文化交

流合作来加强两 国人 民 的友谊 。 该协议化 为教育合作做 出 贡献 。 协议指 出 了 学术培训 和合

作对促进双边关系 的重要性 。

中 国古话有云 ：

＂

海 巧 存知 己 ， 天涯若 比邻
＂

。 虽然 中摩之 间 在地理上相 隔甚远 ， 但这

两个友好的 国家也有很 多 相似之处 。 两者都属 于世界几大文 明 ， 拥有着几千年的历史 。 在

古代 ， 摩洛哥 己通过茶文化认识到 了 中 国 ， 因 为 摩洛哥是第
一

个进 口 中 国某叶的 国 家 。 中

摩相似处在传统建筑 、 烹妊艺术 、 音 乐 、 服装 、 饰 品 、 茶道上尤 为 突 出 。 每
一个摩洛哥家

庭 中 ， 都 能找到 中 国 的影子 。 例 如 ： 盛放
＂

Ｐａｓｔ ｉ ｌ ｌａ
＂

（ 摩洛哥饱饼 ） 的 盘子是 中 国 瓷器 ， 还

有茶 叶扎盘 叫
＂

Ｓ ｉｎｉａ
＂

， 意思是
＂

中 国
＂

。

从历史 的 角 度来看 ， 中 国 和摩洛哥 的交流历史悠久 。 自 古 Ｗ来 ， 双方人 民互相 交流 、

互动 、 沟通和理解 。 早在 １ ４ 世纪 ， 最著名 的摩洛哥旅行家
一

本 ？

白 图泰就来 到 中 国 。 他远

至泉州 ， 广 州 ， 杭州 ， 并
一路北上 ， 最终 到达 当 时的元大都——北京 。

一

本 ？

白 图泰 回 摩

洛哥后很快兢写下 了 他的所见所 闻 ， 留 下 了 传世么作 《
一

本 ． 白 图泰游记 》 。 这本 书 不仅

仅受到摩洛哥人的喜爱 ， 还成 为 了 全世界研 究地理 、 历史 、 民族 、 宗教和 民俗的重要参考

文献 ， 而且也是东 方研 究 的重要文献 。

同
一

时期 ， 中 国著名 的航海家汪大渊于 １ ３ ３ ０ 年和 １ ３ ３ ９ 年 两次前往摩洛哥进行商业贸

易 ， 之后他记下 了 旅行途 中在 毎
一个 国家 的所见所 闻 ， 从而给后人 留下 了 宝贵的 《 岛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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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 。 因此 ， 海上丝夠之路是连接远在东 方的 中 国和远在西方 的摩洛哥之 间 的纽带 。

＂
一

本 ． 白 图 泰
＂

和
‘ ‘

汪大洲
＂

的访 问证 明 了 摩洛哥人 民和 中 国 人 民 的深厚友谊 。

１ ９５ ８ 年 中 摩就建立 了 外交关系 。 摩洛哥成 为 非 洲 国家 中 承认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 的 第 二

个 国 家 。 从此 Ｗ后 ， 两 国 的领导人不断互访 。 到 目 前为止 中 国领导人对摩洛哥进行 了１ ４

次正式访 问 ， 而摩 方也进行 了１ ３ 次正式访 问 。 两 国领导人毎次都强调文化交流对双方人

民友谊 的重要性 。

在新千年 ， 中 摩文化交流更上
一层 。 在 ２００９ 年 ， 由 中 国世界和平基金会的 李若弘先

生和摩洛哥驻华大使 贾 法尔
？

阿尔热 ？ 哈 基姆大使提议 ， 并在北京政府 的支持下 ， 成立 了
＂

中

国 －摩洛哥
一本 ？

白 图 泰友好协会
’ ’

， 简称
＂

ＣＭＦＡ
＂

。 该协会 自 成立 时起 ， 就通过各种 渠道 、

各种项 目 、 各种机会 ， 为 中 围群众提供 了 有 关摩洛哥 的相 关信 怠
Ｗ

。

摩洛哥是令人过 目 不忘 的 国 家 ， 中 国 也是如此 。 到过 中 国 的摩洛哥人都会对 中 国 刮 目

相看 ， 都会再次巧 问 中 国 。 另 外 ， 到 过摩洛哥的 中 国 人化会对摩洛哥有很深 的感 受 ， 正如

中 国 驻摩洛哥的程涛大使所说 ： 在摩洛哥常驻 ４ 年 ， 这个 国家 留给我的 印 象是特别深刻

的 。 摩洛哥身在非洲 ， 不像非洲 ； 不是 欧洲 ， 近似 欧洲 ； 是阿拉伯 国 家 ， 又不 同 于其他阿

拉伯 国家 ， 化其他阿拉伯 国家更加开放 。

＂４

＼ 中 国与摩洛哥各有美丽之处 ， 各有文化特色

与 文 明 遗产 ， 让两 国人 民 为 自 瓦 的 国家而 自 豪 。 程大使还补充说 ：

＂

摩洛哥是
一

本 书 ， 十

分有趣 ； 摩洛哥是
一

幅 画 ， 非 常美丽 ： 摩洛哥是
一杯酒 ， 香椿浓郁 。 值得你去 阅 读 ， 去欣

赏 ， 去 品 味 。

＂

中 摩 高等教育机构之 间 化不断举 办义化交流研讨会 ， 尤其是摩洛哥 两所著

名 的 大学 （ 哈桑二世大学和穆罕默德五 世大学 ） 与 中 国 的上海外 国语大学和 北京 第 二外 国

语大 学 。

北京 第 二 外 国语大 学 与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王举办 了 六次 中 摩 文化交流研讨会 。

如在 ２０ １ ６ 年 １ ０ 月 ２８ 日 ， 北京第 二外 国语学 院求是斤召 开 了 第六届
＂

中 国 －摩洛哥文化与

教育交流研讨会
＂

。 这届研讨会是北京第 二外 国语学 院执行教育部
＂

中 非 高校 ２０＋２０ 合作计

划
＂

Ｌ乂来 ， 承办 的 第六届 中 国 与摩洛哥在文化与教育领域的 学术会议
４２

。 哈桑 二世大 学 与 上

Ｗ
ｈ 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ｍ ｏ ｒｏ ｃｃｏｅｍ ｂ ａ ｓ ｓｖ ． ｃｏｍ ． ｃ ｎ ／

摩洛哥 中 国 双边关 系 ：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范例 。 纪 念摩洛哥 国 王 穆罕默 德陛下 于 ２０ １ ６ 年 ５ 月 巧 问 中 国 ，

第 ４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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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 围语大学化举办过 两次 中 摩文化交流研讨会 。 在 ２０ １ ６ 年 １ ２ 月 ８ 日 ， Ｗ
＂

丝網之路的

两端 ： 中 国 与摩洛哥
＂

为 主题的 国 际研讨会在上海外 国 语大 学举行 。 中 摩 两 国 ４０ 多 位专家

学者齐聚上外 ， 围绕
＂

中 摩人文交流机制建设
＂

这
一

主题 ， 共谋 中 摩 人文交流发展 良策 ， 共

话 中 摩人文交流发展愿景
４ ３

。

４ ． １ ．２ 中摩教育交流合作

中 国和摩 洛哥两 国建立外交关系 Ｌ乂 后 ， 周 恩来总理于 １ ９６４ 年对摩洛哥进行 了 正式访

问 。 当 时 中 国政府选派 了３ ０ 名 学 生去往摩洛哥大学 ， 这是第
一

化到 摩洛哥的 中 国 留 学 生 。

从此 来 ， 两 国政府不断增加奖学金项 目 ， 双边毎年都会提供奖学金帮助他们 的学 生在相

应 的大 学里完 成本科和研究 生课程 。 两 国 互派 留 学 生不仅仅有 利 于增 强 两 国 的 商业关 系 ，

还能增进 两 国 人 民 的互相理解 。 当 两 国 文化之 间 发 生冲 突 时 ， 双方可 レ乂通过学术合作消 除

两 国人 民之 间 的误解 。 长期或短期逗 留 在对方 国 家 的学 生和 学 员 们 ， 将会对 两 国 关 系 的加

蔑发挥推动性 的作用 。

中 国 己没立 了１ ５ 项奖 学金来帮助在 中 国大 学学 习 的摩洛哥学 生 ， 奖 学金范 围 包括所

有 的专业 。 同 样 ， 摩洛哥化设立 了１ ０ 项奖学 金来帮助 中 国 留 学 生在摩洛哥大学完成更高

的 学术训练 。 ２００２ 年摩洛哥 国王访 问 中 国 及 ２００６ 年胡锦涛主席访 问 摩洛哥之后 ， 两 国教

育合作更上
一

层 。 为 了 资助摩洛哥和 中 国 学 生 ，
２００７ 年摩洛哥著名 的穆罕默德五世大 学

和 北京第 二外 国语大学签署协议 ， 共 同 设立 了 短期 （ ２ 个 月 ） 和长期 （ ５ 个 月 ） 奖学金 。

双方还连续 多 次举办 了 中 摩文化教育交流研讨会 。 ２００９ 年初 ， 该两所大 学 合作建立 了 穆

罕默德五世大 学孔子学 院 ， 作 为 摩洛哥的 第
一

所孔子学 院 。

两 国 教育 合作 不限于政府教育机构 ， 还包括私 立化构 。 例 如 ： 在 ２０ １ ０ 年 ， 摩 洛哥私

立大学 阿加迪 尔大 学 与 武汉大 学签署 了
一

项合作协议 。 该协议提 出 两所大学 互 派学 生和教

授 ， 在对方的大学培训 。 而且 ， 此次合作是 中 国么立大学和穆罕默德私 立培训机构么 间 的

首次合作 。 除此之外 ， 在摩洛哥 的 中 国企业对 中 摩教育合作有 很大 的推动作用 ， 比如 ：

２０ １ ２ 年 ， 摩洛哥高 等教育部和 华 为 技术摩洛哥分公 司 签订 了 合作协议 ， 该协议 的 目 标是

支持在摩洛哥大学 内信 息和通信技术开发的研 究和培训 。 华 为 公 司 毎年 为
一

坠大学机构 的

学 生代表发放 ２００ 万迪拉姆 。 此外 ， 在 ２０ １ ３ 年 ４ 月 ， 中 圍北京大学 的非洲研 究所参与 了

中 非智库 １ ０＋ １ ０ 合作伙伴计划 。 两 国 高 等教育友好合作关 系 使 两 国之 间 的 留 学 生数量迅速

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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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 ２０ １ ４ 年有 ８２３ 名 摩洛哥 留 学 生在 华 学 习 。 同 样的 ， 在摩洛哥 的 中 国 留 学 生 也越来

越多 ， 如 ２０ １ 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中 国 留 学 生王 晶 Ｗ接近满分的优异成 绩顺利 通过博击论文答辩 ，

并成 为 首位在摩洛哥获得博去 学位的 中 国 留 学 生 ２０ １ ５ 年有近万 名 摩洛哥么 民巧 问 中 国 ，

而赴摩洛哥 的 中 国 人则超过 １ ． ５ 万 。 这种人际之 间 的交流往来必将成 为促进 中 摩 两 国 人 民

互相深入 了 解 的重要沟通桥梁 。

４ ．２摩洛哥义语教学的发展

摩洛哥位于北非 ， 被誉 为
＂

北非花 园
＂

，
历史悠久 ， 文化丰 富 ， 语言 多 种 多 彩 。 摩洛哥就

如 同
一

颗树 ， 根源在于非 洲 与 中 东 ， 而树权在于西方 。 摩洛哥 总欢迎各种外来的文化 ， 但

永远不会丢 弃 自 邑 的文化原 则 。 摩洛哥人总被称 为
＂

语言天才
’ ’

， 大部分年轻人都会讲王 口

语言 ： 阿拉伯语 、 芙语 、 法语或西班牙 ， 可 说摩洛哥人特喜欢 学外语 。 因此 ， 中 国风
一

到 ， 就 受 到 摩洛哥人热 烈欢迎 。 现在摩洛哥 的义语教学很发达 ， 摩洛哥 臣有王所孔子学院 ，

两个政府教学机构开设的 中 文 系 ， 非政府教学机构 里 也设有许 多 汉语课程 。

４ ．２ ． １ 摩洛哥孔子学院的发展

摩洛哥共有Ｓ所孔子学 院 ， 是摩洛哥人 民 了 解 中 国 文化的 主要窗 口
， 是传播 中 国 文化

的主要平 台 。

２００７ 年摩洛哥著名 的穆罕默德五世大 学和 北京 第 二外 国语大学签署协议 ， 共 同 设立

了 短期 （ ２ 个 月 ） 和长期 （ ５ 个 月 ） 奖学金后 ， 两所 学校 的教育合作更加 亲 密 。 ２００９ 年 １ ２

月 ４ 日 成立 的穆罕默德五世大学孔子学 院 ， 是 中 国 在摩洛哥和 马格里布地 区 的 第
一

所孔子

学 院 。 开幕式 时 中 国驻摩 洛哥许大使表示 ： 近年来 ， 随着 中 摩人 民相互 了 解 的 不断加深 ，

摩洛哥 民 众对 中 国特别是 中 国语言和文化的兴趣化 日 益增加 。 这是 中 摩两 国教育合作一项

新的 重要成果
＂

。 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校长也热 烈欢迎此次孔子学院 的 建设 ， 并希 望

孔子学院越办越好 ， 在促进两 国 人文合作 与 交流等方面发痒巧极的作用
４５

。 中 方提供 了 有

关 中 国语言 与文化的 ３ ０００ 本 图 书 。 穆罕默德五世大学孔子 学 院拥有 两个用 于教学 的教 室

和
一

个学院的办公窒 。 孔子学 院刚开始设立兰个年缀 ， 到 ２０ １ ５ 年开 了 第 四个年级 。 ２００９

Ｗ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 ｆ ｉ ｕ ｘｕ ｅ８ ６ｘｏｍ ／ａ ／２４９５ ０ ２ ． ｈ ｔｍ ｌ

王 晶 罔 学 为 公派 留 学 生 ， 在 摩洛哥 学 了３ 年 ， 主修摩洛哥文 学 。

巧
ｈ ｔ ｔ ｐ ： ／／ ｎ ｅｗｓ ． ａ ａ ． ｅｏｍ ／ａ ／２００９ １２０５ ／００ １ ２ ５４ ． ｈ 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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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注册孔子学 院 的 学 生到达 ２００ 名
４６

， 这还是 由 于学院规模不大 ， 只 能够有 ２００ 名 左右学

生的缘故 。 ２０ １ ２ 年穆罕默德五世大学人文 学 院开设 了 中文专业 。 从此 （ 后 ， 在穆罕默德

五世大学学 习 义语的人 日 益增 多 ， 到 ２０ １ ６ 年 为止 ， 注册在校 的 学 生这到 ７００ 名
４ ７

。 自 ２００９

至今 ， 大约有 １ ５００ 名 摩洛哥人在穆罕默德五世大学孔子学 院学 习 了 中 文 。 其 中 的教学 内

容 ， 按照孔子学院 的 目 标 ， 主要课程是关于 中 国语言和文化的 。 每个班
一

周 上 四 小 时的综

合课 ， 为 了 迎合学 生们 的 时 间 ， 课程一般安排在周 末 。 孔 予学 院 的学 生有不 同 的 学 习 背景 、

年龄 、 动为 和 目 标 ， 学生包括小学生 、 高 中 生 、 大学学 生 、 商人和政府 官 员 等 。 穆罕默德

五世大 学孔 子 学 院设 ４ 年级制 。

一

年级有 四 个班 ， 毎个班有大概 ４０ 到 ５ ０ 名 学 生 ，

二年级

有 两个班 ，
王 四 年级各有

一

个班 。 ２０ １ ７ 年开设幼 儿班 ， 该幼儿班有 ３０ 名 左右 、 年龄 范 围

为 ６ －

１ ３ 岁 的学生 。 为 了 让学 生们测试 白 己 的汉语水平 ， ２０ １ ２ 年孔子学 院首次举办巧语水

平考试 （ ＨＳＫ ）
４８

， 并在 ２０ １ ５ 年开始举 办汉语 口 语水平考试 （ ＨＳＫＫ ） 。 穆 罕默德五世大

学孔子学院还 与位于摩洛哥 南部斌市阿加迪 尔伊本 ？ 祖赫尔 的 比ＩＩＺｏ虹 大 学
４９

等其他学校

签署 了 开设汉语教学班的协议 。 孔子学 院还通过文化传播活动 ， 为 摩洛哥人 民介绍 中 国 文

化 。 例如 ； ２０ １ ７ 年 ３ 月 ４ 日 举办 的
＂

武术艺术介绍
＂

讲座 ， 介绍 了 中 国 的武术文化 、 太极拳

的种类和段位制考试 ；
２０ １ ６ 年 １ １ 月 ２６ 日 举办 的 第王届 中 医文化讲座和体验活动 中 ， 中

国 医巧 队的 ５ 名 医务人 员集体亮相 ， 介绍 了 中 医文化的独特理念 、 历史发展和对现 代 生活

的影响 。 除此之外 的文化传播活动还有 毎年 与卡萨布兰卡孔子学院合作举办 的
＂

巧语桥
＂

活

动和摩洛哥汉语教学研讨会等 。

地处摩洛哥经济 中 记
、

， 作 为 摩 洛哥最大 的大学 ， 摩洛哥卡 萨 布兰 卡冷 桑二 世大 学在

２０ １ ３ 年 １ 月 １ ８ 日 ， 和上海外 国语大学建立 了 卡萨布拉 卡孔子学院 ， 这是 摩洛哥 的 第二所

孔子 学 院 。 孔子学院于 ２０ １ ２ 年 １ ０ 月 开课 ， 当 时 已有 ５ 个初级班和 １ 个 中 级班 ， 共约 ２００

４６
ｈ ｔ ｔ ｐ ： ／ ／ｗｗｗ ． ｈ ｅ ｓｐ ｒｅ ｓ ｓ ． ｃｏｍ ／ ａ ｒ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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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学 生 ， 现有 １ ０００ 多 名 学 生 ， 师 资 团 有 １３ 余人 。 ２ ０ １ ６ 年 ５ 月 ， 摩 洛哥王 国 穆 罕默 德 六

世 国 王访 问 中 国 后 ， 摩洛哥汉语教学热度 升温 ， 因 此 ， ２ ０ １ ７ 年 ２ 月 ， 哈 桑 二 世 大 学开设

了 中 文 系 ， 现有 ８ ５ 名 生 。 卡 萨 布兰 卡孔 子 学 院近年 来有 了 很大 的 发展 ， 跟 许 多 私立 公 立

学校 签署 了 协议 。 到 现在 为 止 ， 已 帮 助 四 个公立 学校开设汉语班 。 在 ＡＬＪＡＤ ＩＤＡ 、 ＢＥＮ

Ｇｕｅｒｉｒ 、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ｉ ａ 和 Ｓ ｅｔｔａｔ 四 个城市都有 卡萨 布兰 卡孔 子 学 院 帮 助设 立 的汉语班 。

２ ０ １ ６ 年 ９ 月 ２２ 日 上午 ， 阿 Ｉ

、 杜 ？

马 立 克
？ 阿 萨 德 大 学孔子 学 院 成 立仪式 在 摩 高教部 隆

重 举行 ， 在 摩洛哥 高教 大 臣 拉诚 ’ 达 欧迪 和 中 国 国 家教 育部 副 部长 杜 玉 波 巧见证 下 ， 摩 洛

哥 的 第 王 所孔 子 学 院 宣 告 成 立 。 该孔子 学 院 是 由 孔 子 学 院 总 部 ／ 国 家汉 办 与 摩 阿 Ｉ

、 杜 ？

马 立

克
？

阿 萨 德 大 学 Ｌ乂 及江西 科 技 师 范 大 学
一

起 举 办 。 自 此 ， 摩 洛哥 成 为 阿拉伯 和 中 东 国 家 中

唯
一

拥有 ３ 所孔 子 学 院 的 国 家 。

目 前摩洛哥孔 子 学 院 的汉语教 师和 志 愿 者 共计 ２０ 余人 。 孔 院还抽 派教 师分别 在 摩 北

部 城市丹 吉 尔 、 南 部 城市 阿加迪 尔 Ｗ 及 穆 罕默迪 耶 等 城市开设教 学 点 。 全年孔院注册 学 生

达 １ ９００ 人 ， 学 生 年龄跨度从小 学 ４ 年级 到 在校 大 学 生和大 学教授不 等 。 汉语教学在 摩 方

兴未艾 ， 前景可观
Ｗ

。

４ ．２ ．２ 摩洛哥欢语系 的发展

语言教 学 是摩洛哥 高 等教 育机构 的 重 要 部 分之
一

。 穆罕默德五世大 学是摩洛哥语言教

学 最有 名 的大 学 ， 所 Ｌ义摩 洛哥 第
一

个汉语专业 也设 在 该 大 学 人 文 学 院 。 ２ ０ １ １ 年穆罕默德

五 世大 学开设 中 文 系 ， 注册 了４５ 名 学 生 。 第
一

化 毕业 生 于 ２ ０ １ ５ 年毕业 ， 数 量 共 ９ 名 。

表格 ： 穆罕默德五世大学汉语系 学生数量

年度注册 生 毕业 生

２ ０ １ ２４５ ９

２ ０ １ ３４６ １ ３

２０ １ ４ ４５－

Ｗ
驻摩 洛哥使馆 举 办 ２ ０ １ ６ 年汉语教 学经验 交流 会

ｈ加 ： ／ ／ｗｗ ｖｖ ＇ ｃ ｈ ｉ ｎ ａ ａｗ ＇ ｃｏ ｎＶ ｈｗ ｉ ｖ ／ ２ ０ １ ６化 ６
－

１ ３巧 １

一

３ Ｓ ＇ ｓ ｈ 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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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５ ３ ０－

２０ １ ６４６－

２０ １ ７５０－

穆罕默德 五世 大 学 中 文 系 属于 学位 型 专业 ， 学 生 需 要获 得 ３ ２ 学 分 ， 实 习 两 个 月 并 完

成 毕 业论文 。 ２０ １ １ 年 到 ２ ０ １ ４ 年 ， 该 专业 时长设置 为 ３ 年 。 但随着 国 家 教 育 部 改 车 ， 本科

学位 必须 用 四 年完 成 ， 所 Ｌ乂 汉语专业 时长 也 改 为 四 年 。 第
一

批毕 业 生 于 ２ ０ １ ５ 年毕业 ， 报

名 的 ４６ 名 学 生 中 共有 ９ 名 顺利 毕业 ， 其他 学 生 大 《 在 得 到 了 大专 学位 后就 放弃 了 。 第 二

， 化毕业 生 于 ２０ １ ６ 年 毕 业 ， 毕业 生数 量这 １ ３ 名 ， 其 中 包括 ２０ １ ２ 届 的 ４ 名 学 生 。 ２０ １ ４ 年有

４ ５ 名 学 生 注册 ， 将在 ２ ０ １ ８ 年毕 业 。 ２０ １ ５ 年 注册 的 学 生 达 ３ ０ 名 ， 但 只 剰 下 １ ８ 名 继续 学业 。

穆罕默德 五 世大 学汉语专业 的教 学语 言是英 法汉语 ， 师 资 困 巧 有 两位 对化汉语教 师 ，

每年会有 ３ 到 ５ 名 志 愿 者 。 人文学院提供
一

个教 室 作 为 教 学 点 ， 教 窒可 容纳 ４０ 到 ５ ０ 名 学

生 。 在教学 内 容设计上 ， 汉语专业 与 孔子学院有 所不 同 。 孔 子 学 院 的课程 由 孔 子学 院总 部

设计 的 ， 而 汉语专业是穆 罕默德五世大 学在孔子学 院 的指导下设计 的 ， 课程 包括 ： 语言 、

文化 、 经 济 、 政治 、 地理 等 ， 化包括 阿拉伯语言 与 文化和 法语巧程 。 课 时设计如下 ： 毎 星

期 上 ６ 个 小 时语言课 ， ２ 个 小 时地理课 ， ２ 个小 时历史文化课 ， ２ 个小 时 阿拉伯语 言 与 文

化课 ， ２ 个小 时 法语课 ， 共 １６ 小 时 。

随 着 学 习 汉语 的 需 求 增 加 ， 哈 桑 二 世 大 学 在 ２０ １ ７ 年 ２ 月 开设 汉 语 专业 本科 学 位 。 注

册 的 学 生 达 ８５ 名 ， 分 成 两 个斑 。 师 资 团 有 ８ 位教 师 。 教 学课程 包 括 ： 中 国 巧 史 与 文 化课 、

阅 读课 、
口 语课 、 语 音 课 、 汉 字 课 、 词 汇 课和法语 课 。

总 而 言之 ， 开设 中 文 系 表 明 摩 方有 意 向 加 恶 与 中 方 的 关 系 。 由 大 学 培 养 的 中 文 人 才 将

会为 中 摩人 民 友谊做 出 贡献 ， 还 会成 为 中 摩 交流 的 桥 梁 。 现 在越 来 越 多 的人开始学 习 中 文 ，

对 中 国 的偏 见越 来越少 ， 中 摩 关 系 日 益加 强 。

３ ６



第 ５ 章 对阿拉伯 国家巧语教学推广 的思考

在新千年 ， 中 阿人 民在 全球化浪潮 中 的人文交流 日 盎增加 。 改革开放 Ｌ乂来 ， 中 国 越来

越重视与 国 外的合作 ， 尤其重视与 中 东和 北非地 区 国家 的 外交关 系 。 这些地 区 的 国 家 也纷

纷开始 改变外交政策 ， 开始
＂

往东 方看
＂

， 谋求新 的发展模式 。 但 由 于双方之 间 的文化历史

差异 ， 成果与预想有很大差距 。 在此 ， 笔者提 出
一

些倡议 ， 希望能够有助于促进 中 阿 交

流并巩 固 两 国人 民长期 Ｌ乂来 的灰谊 。

５ ． １ 促进阿 中文化与教育交流合作

文化与 教育是两 国 人 民友谊的桥梁 ， 没有文化和教育交流 ， 就没有 两 国 人 民 的友谊长

流 。 中 阿文化交流 自 古 已有 ， 双方
一

直保持 良好关系 ， 建立 了 不少 的友好协议 ， 举 办 了 不

少 文化交流活动 ， 签订 了 不少有关文化和教育 的协定 ， 达成双方尽量保持联系 的共识 。 但

理想和现实往往会有差距 ， 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的协调并未落实 。

５ ． １ ．１ 促进文化交流合作

在新千年和全球化气氛 中 ， 在 中 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 ， 促进 中外文化交流是 中 国

政府 的优先任务之
一

。 改革开放 Ｗ来 ， 中 国逐渐复兴起来 ， 复兴五千年的文 明 ， 复兴海上 、

陆上丝夠之路 ， 全 国 人 民 为 实现 中 国 梦而 努力奋斗 。 习 近平主席提 出 的
＂
一

带
一路

＂

政策 、

中 国政府发布 的对 阿拉伯 国 家 的政策文件 ， 都 Ｗ巩 固 中 阿人 民 的 友谊为 目 标 。 为 了 奔实 中

阿文化交流 ， 笔者提 出 ＬＸ下建议 ：

５丄 １ ． １ 加强阿 中文化产业合作 ；

如 同 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在题为 《文化 、 贸 易和 全球化 》 的报告 中 指 出 的那样 ，

＂

文化

产业 （ ｃｕｔｕｒ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ｏｒ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ｉｎｄｉ ｓｔｒｋ ｓ ） 就是按照工业标准 ， 生产 、 再 生产 、 储存 Ｗ

及分配文化产 品 和服务的
一

系 列 活动 。

＂

加强文化产业合作是摩 中 交流的 要 点 ， 双方领导

人不断强调这方面 的 重要化 。 胡锦涛主席 访 问 阿盟总部 时发言 中 说道 ：

‘ ‘

Ｗ相互借 鉴为 内

容 ， 扩大文化交流
＂

。 文化产业合作有利 于巩 围 摩 中 长期友好的社会人文基础 。 只 要做好

文化产业合作 ， 中 阿文化整体上 的交流就 能实现好 。

许多 中 国人只 知马 可波罗 ， 不知
一

本
？

白 国泰 。 只 知郑和 ， 不知汪大 洲 。 两 国许 多 人

只知其
一

， 不 知其二 。 我们不仅耍努力 了 解对方的文化 ， 还得努力 了 解 本 国 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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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丄 １ ．２ 加强信伊斯呈教巧少数 民族与伊斯鱼 国家 间 的交往

现代 中 国有 １ ０ 个 民族信仰伊斯兰教 ， 中 国 的穆斯林早就把 中 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相

结合 ， 形 成 了 开放有度 、 充满活 力 的 民族文化 。 如 回族穆斯林早就是 中 阿 交流的
一

座桥梁 。

留 学 阿拉伯世界 的 中 国 留 学 生大部分是穆斯林 ， 他们翻译 了 阿拉伯文 学 的著名 作 品
， 如 ：

《
一

千零
一

夜 》 、 《
一

本
．

白 图泰旅行 日 记 》 、 《 阿拉伯
一伊斯兰文化史 》 、 《历 史绪论 》

等 等 。 这些 民族 能够在两 大文 明 间 的对话交流 中 发挥恰 当 的作用 。

５丄 １ ．３ 推动阿 中互译的作用

由 于 中 阿 的大部分人普遍认 为 对方 的语言很难 学 ， 所 Ｗ经 常去通过 第王者 了 解对方 。

在 阿拉伯 国家 图 书 馆 中偶尔 能见 到 的有 关 中 国 的 书 籍 ， 大部 分都是英法文版 。 双方应 为 出

版社提供资 助 、 便利 ， 拿到 知识产权 ， 举办更 多 的 书 籍展览 会 。

５ ． １ ．１ ．４ 加强＃煤体合作

２０ １ ６ 年 １ 月 中 国 对 阿拉伯世界政策文件指 出 ：

‘ ‘

推动巧方新 闻媒体加强对话与 合作 ，

深化业务交流 、 稿件交换 、 人 员 培训 ， 支持联合采巧 、 合作拍 片 、 合办煤体 。 双方将加强

广播影视交流与合作 ， 继续 办好 中 国
一

阿拉伯 国家广播 电视合作论坛 ， 开展影视节 目 译制

和授权播 出 ， 开展广 电技术和产业合作 。 鼓励双方互 办 电影周 ， 互派 电影代表 团 并积极参

加在对方 国家举 办 的 国 际 电影节 。 为 部分艺术作 品 进行 中 阿语言互译和配音 。 鼓励 阿拉伯

广播联盟 同 中 国 围 际广播 电 台 和 中 国 中 央 电视 台 阿拉伯语频道开展合作 。

＂

煤体是现代社

会 的 第 四权力 ， 对群众有很大 的影响 。 当 今的媒体 ９０％ Ｌ乂 上掌握在西方 国《 的手上 ， 尤其

是美 国 和 欧洲 国 家 。 全世界前 ３ ００ 家新 闻 社 中 ， 美 国有 １ ４４ 家 ， 欧洲有 ８０ 家 ， 由 于摩洛

哥是法 国 的前殖 民地 ， 所 Ｗ 西方 国家煤体 的影响极大 。 尽 管 如此 ， 但摩洛哥报纸刊载 的有

关 中 国 的文章大部 分对 中 国持积极态度 。 摩洛哥著名 的 《晨报 》 ， 关于 中 国 的文章 中 ６３％

持积极态度 ，
１ ９％持消极态度 。 该报纸 的文章关于 中 国 的 肉 容 ， 经巧方面 的有 巧％ ， 社会

方面 的有 ２２％ ， 政治方面 的有 １ ９％
ｓ ｉ

。 所 ！
＾乂 总体而言 ， 摩洛哥媒体还是 Ｗ 客观立场看待 中

国 的 ， 但是双方还得加强这方面 的合作 ， Ｗ巩 固 两 国人 民之 间 的友谊 。

５ １

摩 洛哥煤体上的 中 国
一

Ｗ摩洛哥 ２０ １ ４ 年 《晨报 》 位列 ， 孔繁萧 ，
２０巧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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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中 摩 巴意识到 了 媒体的作 用 ， 中 摩 两 国媒体借助 中 非 合作论坛 、 政府 高层互访

等途爸加深 了 解 、 加恶合作 ， 两 国影视事业均取得 了 长足进步 。 ２０ １ ４ 年 ４ 月 ２０ 日 中 国 国

脉 台 与摩洛哥 ２ Ｍ 电视 台 签署 了 中 国 影视剧展播协议 。

媒体对加强 国 家实力有很大的作 用 ， 更是与 国 家软实 力 紧 密 相 关 ， 所 Ｗ促进 中 阿 多 媒

体合作有利于让群众 了 解对方 、 消除偏见 、 消除误解并巩 固 两 国人 民之 间 的友遁 。 双 方

可 Ｗ通过歌 曲 、 电影 、 电视剧 等 为 对方介绍 国家 的文化 。 在 互联 网 时代 当 中 ， 大部分摩洛

哥人 民都是社交煤体的用 户 ， 所 Ｗ 中 方可 Ｌ乂 通过继续建设 网 络孔子学 院 向 对方推 广 自 己 的

文化 ， 双方人 民也 能通过 ｙｏｕｔｕｂｅ 、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 ｔｗｉｔｔｅｒ 、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等社交媒体交流 。

５ ． １ ．２ 促进 中 阿教育交流合作

教育 《流是两 国人 民交往 的基础平 台 ， 也是两 国 关系 状 态 的标志之
一

。 两 国 之 间 如有

更 多 的教育合作 ， 就 能 为双方关系加强傲 出 更 多 的贡献 。 古时 中 国 在 阿拉伯人 ， 也在摩洛

哥人的 思 想 中 ， 息 是
一

个求学 的 国度 ， 文 明 的 国家 ， 化是最难到 达的地方 。 在摩洛哥人暇

里 中 ， 能来到 中 国 ， 己经很 了 不起的事 。 但随着 时代 的发展 ， 现在来到 中 国 己经不是难 １乂

实现 的愿望 。 就 目 前而言 ， 大部分阿拉伯 留 学 生会选欧美 国 家去 留 学 ， 比如 ： 出 国 留 学 的

摩洛哥人大部分会去欧美 国家 ， 尤其是法 国 ， 据统计有 ５０％ Ｗ上 的摩洛哥学 生选择去法 国

留 学
５２

。 留 学 阿拉伯 国家的 中 国 留 学 生也
一

般会去埃及 、 叙利亚等 中 东 国家 。 这需 要双方

一起促进教育合作 ， 因 此 ， 为 了 促进摩 中教育交流 ， 笔者提 出 下倡议 ：

５ ． １ ．２ ． １ 加强 中 阳巧等教育机构 巧合作

高 等教育机构 是人 才 发展 的摇篮 。 提供 良好 的 高 等教育 ， 国 际整体实 力 会有很大 的 发

展 。 中 国许 多 高 等教育机构 己矫身世界优秀大 学之列 ， 如化京大学 、 清华大学 、 浙江大 学 、

复旦大 学等等 。 许 多 阿拉伯 国家包括摩洛哥希望 能通过与 中 国 大学 的 合作 ， 改进本身 的教

学质量 。 到 目 前为 止 ， 中 阿双方 巴签署 了１ ３ ０ 条协议 。 自 １ ９９ １ 年到 ２０ １ ６ 年摩 洛哥 与 中 国

签署 了７０ 条协议与备忘 录 ， 其 中 有 ７ 条教育协议
５３

。 中 阿需要更 《 的教育合作 ， 加强人才

培养和事业培训 。

ｈ ｔ ： ｔ Ｄ ： ｙＶｗｗｗ ． ａ ｌ ｖ ａ ｏ ｕｍ ２４ ． ｃｏｍ ／ １ ６ ５９５ ２ ． ｈ ｔｍ ｌ

５ ３ＣｊＵＳＵ ｌＴ＾ Ｉ

户
ｉ

 ． ．山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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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丄２ ．２ 帮助双方学者研究 中摩之 问的 问巧

人与人交流 时 ， 不会时 时
一帆风顺 。 两 国 之 间 的 关 系 化如此 。 中 阿交流过程 中 ， 总 会

面临 障碍与挑战 。 避免这些障碍需要 我们研 究并根除误 会 的 来源 。 这个任务是学者们 的 ，

因此 ， 两 国政府 需要建设更 ＃ 的研究所 ， 提供各种 帮助 ， 方便学 员 们 的研 究王作 。 中 阿 己

有相关 的合作项 目 ， 如 ： 北京第 二外 国语学 院摩洛哥研究所
５４

、 北京大 学 非 洲研 究所与 穆

罕默德五世大学 非 洲研 究所合作 、 上海外 国语大学 中 东研 究所 、 中 阿 改革 发展研 究 中

北京大学 中 东研 究所等 ， 但仍需要更 ＃ 的努力 、 更 多 的合作项 目 。

５丄２ ．３ 征书和学位的相互认证

几十年 Ｗ来 ， 中 阿教育合作不断加强 。 越来越 多 的 阿拉伯人获得 中 国 高校博±学位 ，

同 时 ， 越来越 多 的 中 国 留 学 生也获得 了 阿拉伯 国家高校学位 。 但 到 目 前为 止 ， 很少有 阿拉

伯 国家与 中 国 签署 了
＂

关于相 互承认证 书 、 学位的协议
＂

， 只有 阿尔及利 亚 （ １ ９９ １ ） 、 埃及

（ １ ９９７ ） 、 卡达 尔 （ １ ９９ １ ） 等几个 国家签署 了 该项协议 。

５ ５

这是许 多 阿拉伯 留 学 生 的担忧 ，

甚至是大 多 数 的 阿拉伯 留 学 生选择不来 中 围 留 学的原 因 之
一

。 中 国 与 阿拉伯 国家必须解决

这个 问 题 ， Ｗ便双方之 间 的教育及人文交流 。

５丄２ ．４ 对阿拉伯大学生推广 中 国巧校

截至 ２０ １ ６ 年 ５ 月 ３ ０ 日 ， 中 国全 国 高 等 学校共计 ２８ ７９ 所 ， 其 中 ： 普通高等 学校 ２５％

所 （ 含独立 学 院 ２６６ 所 ） ， 成人高等 学校 ２８４ 所
５ ６

。 但大 《 数阿拉伯 留 学 生不 了 解 中 国 高

等教育 的情况 ， 普遍认 为 中 国教育还 不发这 、 没有研 究机会 、 教 学语言 只有 汉语等 ， 更不

知道这 些大 学提供 的研 究及 资助机会 。 所 Ｗ ， 建议双 方 举 办招聘活动 ， 提供汉 阿双语小册

子等 ， 为 对方大学 生介绍本 国 高校的基本情况 。

ｈ ｔｔ ｐ ： ／ ／ｗｗｗ ． ａ ｈ ｄ ａ ｔｈ Ｊ ｎ ｆｏ ／３６２０７

Ｗ
ｈ 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ｂ ｉ ｓ ｕ ． ｅｄ ｕｘ ｎ ／ａ ｒｔ／２０ １４ ／ １ ２ ／２ ２ ／ ａ ｒｔ１４ ２ ５５ ５４０５ ． ｈ ｔｍ ｌ

５ ５

中 阿教育合作 的现状 与 未来
——

从 中 摸教 育 合作谈起 ， 王 有 巧 ， 阿姐 伯 世界巧 究 ， ２ ００６ 年第 １ 觀 。

５６
２ ０ １ ６ 年 全 国 高 等 学校名 单

ｈＫｐ ： ／ ／ｗｗｗ ． ｍ ｏ ｅ ． ｅｄ ｕ ． ｃ ｎ ／ ｓ ｒ ｃｓ ｉ ｔｅ ／Ａ０３ ／ｍｏｅ６ ３４／２０ １６０６ ／ ｔ ２０ １ ６０６０ ３２ ４ ８ ２ ６ ３ ． ｈ ｔｍ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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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推广汉语教学的对策

不 管在摩洛哥还是其他阿拉伯 国 家 ， 推广欢语仍面 临很 ＃ 问 题和挑战 。 主要的对策可

Ｗ分 为 两方面 ，

一

是在教学 点设置方面 ，
二是教学本身方面 。 笔者通过参考有 关文献 、 调

查信息 、 采巧阿拉伯 留 学 生 ， 并根据 自 己在 阿拉伯 国家担任汉语教师 的经历 ， 提 出 Ｗ下建

议 ：

５ ．２ ． １ 增加教学 点设里

从上述来看 ， 阿拉伯 国家汉语教 学 已经贏得 良好的发展 ， 虽然有
一

些 围宋发展得 出较

慢 ， 但也有
一

些 国家发展得 比较快 ， 如 ： 摩洛哥 ＆ 建有王所孔子 学 院 ， 两个 中 义 系 。 在阿

拉伯世界的 １ ４ 所孔 子 学 院 ， 毎年注册的人越来越＃ ， 来华 的 阿拉伯 留 学 生化 日 益增＃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穆罕默德六世 国 王访 问 中 国后 ， 签署 了 许多 合作协议 ， 这化 明 两 国 关 系 状

态越来越好 。 但从另
一

方面来看 ， 中 摩之 间 许 多 合作协议只 停 留在纸上 ， 并没有得到 真正

的实行 。

摩洛哥的孔子学院在马格里布地 区 发展得 比较好 ， 但其他地 区相 比之下还发展得 比较

慢 。 如今是两 国合作高峰 阶段 ， 也是推广汉语 的大好时机 。 摩洛哥王所孔子学院要加速推

广汉语与 中 国 文化 ， 抓住 良好 时机 。

由 于 中 国经济快速 发展 ， 中 阿之 间 的 贸 易 日 益增长 ， 赴到 阿拉伯 国家 的 中 国 人 民也越

来越 多 。 虽然经巧 关 系 的繁荣和 政治稳定 ， 有
一

些阿拉伯 国 家还没孔子学院 ， 如 ： 沙特 、

阿 尔 及利 亚 、 毛里塔尼亚 等 ， 这些 国 家是阿拉伯世界很重要 的
一

部分 ， 所 Ｌａ 笔 者建议双方

付 出 更 多 的 努为 建立化所教学 点 。

摩落哥兰所孔子学 院都在化部地 区 ， 而 中 部和 南部 到 目 前为 止 ， 除 了 阿加迪 尔
一

本兹

哈尔 大学外 ， 没有巧语教学 点 ， 所 Ｗ要扩大巧语教学 圈 ， 多 与该地 区 的 学校合作开办汉语

班 ， 提供培训 。 除此之外 ， 摩洛哥贸 易和旅游企业与 中 国 合作越来越 多 ， 所 Ｌ乂这 些企业 巧

员 工更需要《语培训 ， 因此 ， 为 这些么 司提供汉语培训 会有很好 的效果 。 推广巧语不仅仅

限于么立学校 ， 在私立 学校推广甚 至 能获得更好的效果 ， 因 为私 立学校教学质量 比公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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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更高 ， 教学 能力 更强 ， 教学设施更先进 ， 与 这些学校进行合作对摩洛哥汉语教 学 会有很

大的 帮 助 。 摩洛哥的孔子 学 院更应在人 口 《 的 城市推广汉语 ， 如 马 拉喀什 （ １
，
０７０

，
８ ３ ８ 名

居 民 ）

５ ７

和菲斯 （ 人 口１ ４５ 万左右 ）

５ ８

等摩洛哥古老而 人 口 众 多 的城市 。 这 两个蛾市化是

旅游的主要 目 的地 ， 但到 现在还没有孔子学 院 ， 更没有汉语教学 点 。

现如今 ， 时代发展迅速 ， 教育机构化改变 了 。 要是想做好推广汉语 ， 就必须通过更 多

的渠道 ， 更多 的桥梁 。 中 国 可 与 当 地文化非政府组织进行合作 ， 也可 Ｗ通过 当 地企业推

广 巧语 。

５ ．２ ．２ 改进教学水平

由 于 阿拉伯 国家义语教学历史 化较短 、 规模不大 、 科研 比较少 、 教学 内 容与 教学法相

对落后 、 本主师 资 团水平不高 ， 教学配置和 教学法仍有 问 题 。 摩洛哥汉语 师资 困 共有 ３０

余人 ， 但学 生数量却达 ２０００ 名 左右 ， 也就是说平均 毎
一位老师有 ６６ 多 名 学 生 。 这对 师生

两者都有很大 的影响 。 老师照顾不到 全班 同 学 ， 学 生化没有机会 向 老师 多 提 问 ， 结果是很

＃ 学 生 会放弃学 习 义语 。 因 此 ， 加快师资 队伍建设是必要的 。

一

方面 ， 要加强汉语教师的语言教学 能力 和文化知识 ， 尤其是志愿者方面 。 很 多 派送

的志愿者 围 为缺乏教学技 能培训 和文化知识不足 ， 而让学生 感 到 沮丧 。 回 答不 了 学 生 的 问

题或对 中 国历史文化知识 了 解不够深 ， 对 学生会有很大 的影 响 。 笔者采访的 学 生 曾 言 ：

＂

汉

语母语者不知道 ， 我怎 么 能知道 ！

＂

志愿 者专业水平不足化会加深学 生对汉语难度 的偏见 。

所 派送 的汉语教师或 志愿者必须具备
一

定 的汉语语言 与 文 化知识水平 。 另 外 ， 许 多 教

师 口 音很重 ， 而语言入 口 教 师对学 习 者有着 重要影响 ， 所 Ｗ ， 在 国外任汉语教 师 的从业者

需要注 意这 点 。 为解决这 些 问 题 ， 双方要对阿拉伯汉语教学进行更 多 的研 究 ， 继续举办阿

拉伯汉语教 学研讨会 ， 并努力 采取相关 的措施 。

另
一

方面 ， 加 强巧语教学 师资 队伍 ， 可 Ｗ增加本止老 师 ， 化外 国人教外 国人 ， 不仅能

节省推广 汉语的成本 ， 还会让推广汉语 的速度加快 。 到 目 前 为 止 ， 除义 因 沙姆斯大 学外 ，

大 《 数阿拉伯 国 家都没有 本上双语老师 。 对此 ， 阿拉伯 国家孔 子学 院意识到 了 这个 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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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开始做 出 相应对策 ， 例如 ： 开罗 大 学于 ２００９ 年举 办埃及本上汉语教师研修班 ， 苏伊壬

运河大 学于 ２００９ 年开始埃及汉语教 师培养项 目 ，
２０ １ １ 年喀主穆大学 为 苏丹汉语教师举 办

汉语教 师教材培训 会 。

阿拉伯 方 为 帮 助 中 方派送的 中 国 教 师挑过语言摩碍 ， 可 Ｗ提供 阿拉伯语培训 班 ， 让 刚

来 的老师们很快适应 当 地 生活 。 相关研究显示 ２ １ ． １％的老 师们认 为 语言 障碍是他们适应海

外生活最大的 障碍 。 在摩洛哥 ， 语言对教 师而言是个很大的障碍 ， 摩洛哥是个 多 语言 国家 ，

母语为 阿拉伯语和柏柏 尔语 ， 法语 为 第
一

外语 ， 西班牙语也是化部和西部 常用 的第
一

外语 ，

英语是 全 国 的 第 二外语 ， 大 《 数年轻人会说
一 口 流利 巧英语 。 但上课 时 ， 师 生没有 共通语

言 ， 而摩洛哥大 学往往要求课程使用 法语 为 煤介语 ， 在这 方面汉语教 师和 学 生么 间 会 出 现

语言 障碍 。 笔者建议汉语教学使用 英语为媒介语 ， 因 为 大 多数的汉语教材 Ｗ英语 为 煤介语 ，

而且关于 中 围 的英文 书 比 法文 书 更 多 ， 况且英语也是 中 国 的 第
一

外语 ， 所 Ｗ 大 多 数 中 国 老

师会说英语 。

众所周 知 ， 学 习 语言 需要 师 生互动 ， 而在大部分阿拉伯 国家教学法是传统 的填鸭式教

育模式 ， 所 Ｌ乂 学生在非 目 标语环境 中 很难提高汉语 口 语能为 。 对此 ， 孔子学 院和汉语系 要

《 多 举办相关的义语语言与文化活动 ， 举办汉语学 习 者与 中 国 留 学 生交流会等 等 。

另 外 ， 建立孔 予 学院主要 目 标是推广 中 国语言与文化 ， 这是孔 子学 院的
＂

我希望你们

学什 么
， ，

的 出 发 点 ， 但这种 出 发点 是否 与 学 习 者认知 的
＂

我 想 学什 么
＂
一

致呢 ？ 。 在诲外推

广 汉语
一

定要注意 学 生的 学 习 目 标 。 目 前孔 院推广 文化时存在很 多 问题 。 比如 ， 孔子学

院推广 的是传统文化 ， 但现代 中 国社会 已经 改变 了 ， 有 学 生怀疑学 习 这种传统文化是 否有

用 ， 甚 至越学 中 国 传统文化 ， 越对现代社 会 感 到 不满 意 。 而 且 ， 学 习 汉语 的 学 生 目 的各 不

相 同 。 有 的学 生希望 了 解 中 国 历史和古典文学 。 学 习 现 代汉语只 能有助 于和 中 国 人交流 ，

对 了 解 中 国历史文化并没有很大 的帮助 ， 中 国 精彩文 学作 品 都是古汉语写 成 的 ， 欣 赏 中 国

文化耗 时耗为 。 许 多 学 习 者 ， 尤其是商人最想 学是商务汉语 ，
Ｌ乂帮助他们和 中 方进行经济

贸 易 。 还有不少 学 习 者想 学翻译 ， 因 为 翻译是语言 能为 的 第五项标准 ， 能够做好双语互译

证 明汉语水平 已经 到 这
一定的水平 。 如今阿汉互译不平衡 ， 译 为 阿拉伯语 的汉语作 品 不如

译为 汉语的 阿拉伯语作 品 多 。 笔者倡议 ： 将商务汉语课 、 翻译课 、 古汉语课作 为 孔子 学 院

的可选课程 。

４３



４４



第 ６ 章 结论

综 上所述 ， 中 国和 阿撞伯 国 家交往 自 古 已有 ， 两 国 人 民通过 多 渠道 交流建设 了 互利共

赢的关 系 ， 丰 富 了 人类文 明 的遗产 ， 巩 固 了 世界稳定与 和平 。 根据伊本 ？ 赫勒敦的 《历史

绪论 》 中 说 ：

＂

许 《 国家最初是 Ｗ武 力 取得政权 ， 然后居功 自 傲 、 独断专行 ， 再往后纵情

享受 ， 不求上进 ， 最后 全面 崩 溃和毁灭
＂

。 历史 レ乂来 ， 中 国 和 阿拉伯在历史上 既有成 功也

有失败 ， 既有前进也有波折 。 前王 百年 ， 中 阿受 到 了 殖 民主又和 帝 国 主义 的影响 ， 两 国 人

民 的距离 变大 ， 交流减少 ；
但 由 于 中 阿友谊根深蒂 固 ， 两 国 人 民 的联系 没被割 裝 。 如今 ，

中 国和 阿拉伯 围家正在复兴起来 ， 在全巧化氛 围 中 和 习 近平主席
＂
一

带
一

路
＂

政策指 引 下 ，

双方交流机会 日 益增 多 ， 关 系 更加亲 密 。 为 了 消 除双方之 间 的偏见并促进文化交流 ， 许 多

阿拉伯 高校和 中 国 高等教育机构在 中 国 国家汉办帮助下 ， 在高校里设立 了 孔子学 院和 中 义

系 。 整体来看 ， 阿拉伯 国 家汉语教学得 到 了 良好 的发展 ， 但仍有许 多 问 题和 障碍 ， 如 ： 中

文系 的课程设置 、 教材 、 师 资 队伍 、 教学 内 容 、 推广政策等 ， 这些 因 素 阻碍汉语更好地走

向 阿拉伯世界 。 摩洛哥作 为 比较开放的 阿拉伯 国家和 中 国 的友好合作伙伴 ， 六年 内 设立 了

王所孔予学 院和 两个 四年制义语专业 ， 并取得 了
一定成就 。 笔者分别从宏观及微观角 度研

究 了 阿拉伯和摩洛哥汉语教学情况 ， 发现阿拉伯人 民 学 习 汉语 、 了 解 中 国文化 、 借鉴 中 国

发展模式 的渴望 。 大部分阿拉伯巧语学 习 者 的动机是这 口 语言将来的作 用 ， 并希望 中 国 在

国 际上有积极作用 。 阿拉伯人 民对 中 国有很大的欲望 ， 在研 究 的过程 中 ， 时 间 限制 、 距离

远离 、 文献缺少 、 毋语影响作 为本人所面 临 的 障碍 ， 所本文 内 容对此题 目 还不够深 ， 希望

这次研 究 能 为 其他学者的研 究搭建基础平 台 ， 同 时化希望有助于 阿拉伯 国家汉语教学研 究 ，

让 中 阿友谊之树 常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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