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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汉语教学现状分析

邓时忠

一

、 埃及汉语教学的主要基地

埃及正规的中文教学始于 世纪 年

代 ，历史并不短暂 ，可是当时只有几个人学习

汉语 且人数长期没有增加 。 目前 ，在埃及全

国上下通过各种渠道学习汉语的有近两千

人 ，就一个人 口仅六千多万的非洲国家而言 ，

这已不算一个小数 目 了 。 在埃及 ， 目前汉语

教学主要有正规的大学办学和民间社团办学

两个渠道 。

大学中文系办学

埃及政府髙等教育部于 年批准艾

因夏姆斯大学 以下简称艾大 语言学院试办

中文班 年因故停办 先后招收了 多

名学生 。 年恢复招生 ，并正式成立中文

系 。 从 年代起 学生每年递增 ， 近几年入

学新生每年达 名左右 。 现在 艾大语言

学院中文系有从本科 、硕士到博士各个层次

的在校学生 多人 有埃及本国 的专职中

文教师 人 ，其中教授 人 副教授 人 ，

讲师 人 ，助教 人 ；有藏书近 万册的中

文图书馆 以及现代化的语音实验室和多媒

体电教室 。 其规模在非洲大陆乃至整个中东

地区首屈一指 。

由于艾大语言学院中文系在埃及起了龙

头作用 ，带动了各大学的中文教学迅速开展

起来 比如 ： 位于东方省的扎卡济克大学亚

洲研究学院 年创办了中文系 ， 已经招生

多名 ， 以教授中 国文明课程为主 闻名阿

拉伯地区的最大的伊斯兰教大学——艾资哈

尔大学也成立 了 中文系 ，从 年开始招

生 ，现在有在校学生 多名 。 此外 ，非洲最

有名的开罗大学 、埃及南部的明妮亚大学都

即将建立中文系 ，其他还有阿斯尤特大学等

好几所高校都有兴办中文专业的意向 。 埃及

政府十分重视汉语在埃及的推广 ，高教部准

备投入更多的力量支持中文专业的兴办 。

社团 、协会办学

埃及民间兴办汉语学习班 ， 面向社会各

界招生始于 年 ，最早的就是
“

埃中友好

协会
”

举办的汉语短训班 。 该短训班由 中 国

驻埃及大使馆教育处协助 ，聘请中埃两国汉

语教师执教 ，每期 个月 ，讲求实效 ，深受埃

及各界人士欢迎 ，到 年 月 为止已经办

了 届 ，结业学员达 多人 。 年 ， 中

国驻埃及大使馆文化处中国文化中心筹划多

年的中文班开始招生 并且巳从国 内聘请了

中文教师赴埃及任教 ； 同年 ，位于开罗市新开

罗区的一个民间性的国际文化中心也开办了

汉语学习班 ；此外 ，有一些中国人和埃及本地

的中文教师办班辅导汉语 ，还有其他各种形

式的汉语教学班也在酝酿之中 。

与正规的中文系教学不同 类似的汉语

短训班时间灵活 ，学费低廉 ，学以致用 ，针对

性强 ， 因此吸引 了包括工商 、企业、旅游等行

业从业人员 ，政府公务员 在校大 、中学生 ，待

业青年等在内的各界人士 。 这种培训班作为

正规教学之外的补充 ，正在埃及的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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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二 、埃及兴起汉语热的原因

如今 汉语在埃及是仅次于英语 、法语 、

意大利语等欧洲语言的重要语言 。 埃及与欧

洲隔海相望 ， 曾有过被英 、法等 国殖 民 的历

史 英语、法语已作为必修课普及到小学 甚

至走在大街上 ，卖菜的小贩都可以和你聊上

几句英语 。 而汉语在埃及受到重视并一再掀

起热潮 则是近几十年来的事情 ， 是有历史 、

文化 、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的 。

政治经济交流 日益频繁

埃及与中国 同属第三世界国家 都有长

期反殖民主义 、反霸权主义的光荣传统 ，都有

独立发展本国经济的强烈要求 。 年新

中国成立以后 ，埃及是较早与 中 国建立外交

关系的国家 而中 国与纳赛尔 、萨达特 、穆巴

拉克等总统执政的各届政府都建立了 良好的

外交关系 ，在 世纪 年代埃及收回苏伊

士运河的斗争 ， 以及随后与以色列的争端等 ，

中国都给予了埃及极大的同情和支持 。 由此

而形成的合作交流关系一直不断 ，并持续发

展 。 尤其是近年来 ，随着我国政治 、经济地位

的不断提升 ，两国更加强了经济领域的交流

与合作 ， 中国 的轻工业、旅游业、饮食业等纷

纷进人埃及市场 。 由于经济结构 、消费层次 、

商品价格等原因 ， 中 国 的各种商品越来越受

到埃及消费者的喜爱 ，从衣帽鞋袜 、文具笔墨

到小孩玩具 ，埃及人绝大部分的 日 常用品都

有中国的痕迹 。 从政府间

的合作交流发展到民间 的经济活动 ， 中 国和

中国人的语言 ，随着交流的 日益频繁 ，渐渐渗

透到老百姓的 日 常生活 ， 由 陌生、 隔膜到知

晓 并产生学习了解的欲望。

文化传统相通相吸

中 国与埃及都是古代文明 的发祥地 在

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 不但有巨型建筑 、水患

治理、造纸技术等为世人所熟知的文化财富

泽及古今 而且 埃及的图画文字与 中国的象

形文字 ，埃及民间流传至今的阴 阳鱼图案与

中国道教的两极平衡思想等等 ，都有其相通

相近之处 都吸引人们去思考 、探索那些文化

的 、哲学的未知课题 。 随着经济交流的发展 ，

不仅仅是古长城与金字塔 、长江与尼罗河更

加耀人眼 目地凸显于两 国人们的视野之中
——

年 月 在埃及举办的
“

中 国文化

周
”

活动就是以金字塔和长城为 图标的 ， 而

且 更多更全面更深人地了解与古埃及文明

有神秘联系的中华文明 、中国文化 ，成为当今

埃及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埃及人的共同愿望 。

在这种愿望的驱使下 ，仅在 年一年里 ，

埃及就与中 国签订了 多个文化教育方面

的合作交流项 目 ，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招

收了 多名新生 ，埃中友好协会举办了

期汉语短训班 。

就业前景 日趋乐观

与所有的发展中 国家一样 埃及年轻一

代面临着激烈的生存竞争和很大的就业压

力 ， 因此 ，选择学习某种外国语言 ， 绝不可能

纯粹出于爱好或者消遣 ， 而必然有较强的实

用 目 的 。 埃及在上个世纪 年代开办汉语

教学的最初几年 ，学生人数一直没有增加 后

来不得不停办 主要原因就是学了 中文后找

不到工作 ；到 年代初期 ，也出现过因就业

问题致使生源萎缩的现象 。 从 年代中 、后

期以来 由于埃中两国经济合作交流的步伐

加快 在旅游 、 电子 、制造 、服务、建筑等行业

都为埃及人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 ，

一

度困扰中文系毕业生的出路问题逐步得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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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 就埃及国 内近期经济状况和中埃两国关

系发展情况来看 在外交 、旅游 、贸易 、轻工 、

电子等领域 ， 汉语人才都十分短缺 。 例如 ，

年 ，埃及政府外交部 、旅游部招聘懂中

文的公务员 前往应聘的 中文系毕业生只有

寥寥几人 ，录取概率大于百分之五十 又如 ，

年 月 ，埃及旅游部门为迎接春节期间

以及紧接而来的旅游旺季猛增 的 中 国游客 ，

从各届 中文系毕业生中挑选了 多人突击

培训导游知识 ， 以应急需 。 结果因
“

非典
”

爆

发 ， 中国游客比预料的少 ，才不至于出现捉襟

见肘的情形 。 否则 ， 以 当时埃及中文导游的

数量和质量来看 是难以满足需求的 。 可以

预料 ，埃及中文系毕业生供不应求的局面将

从现在持续至未来十年左右 。 因此 ， 埃及年

轻人对汉语趋之若鹜 ，是与乐观的就业前景

有密切关系的 。

三 、 埃及发展汉语教学的潜力

经过中埃两国政府和人民几十年的共同

努力 ，汉语教学在埃及已经有了 良好的基础 。

而随着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往进一步推进 ，

汉语在埃及持续升温是必然的 ， 因而发展埃

及的汉语教学是大有潜力的 。 这可以从以下

几方面来看 ：

中埃经济文化交流空间广阔

近年来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在轻工业 、进出 口贸易 、旅游 、建筑 、电子技术

等方面 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合作交流空间 。

埃及在引进中 国的技术和资源 ，开辟 中 国市

场的同时 ，对汉语的需求也必然增加 。

仅以旅游业为例 ：埃及地处地中海南岸 、

红海西北岸 是亚 、非 、欧三洲交界处 ，加上有

世界上最古老的历史遗迹 ，是得天独厚的旅

游胜地 。 然而 ，埃及要进一步发展旅游 ，就不

能忽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 。 因此 在

年 月 日 ，埃中两国政府签署了旅游协议 ，

同意把埃及作为中国公民出 国旅游的 目 的地

国 。 从那以后 ，埃及旅游部门一直把接待 中

国游客作为旅游节 目 中的重头戏来对待 于

是才有了前边提到的突击培训汉语导游的举

僧 。

文化交流也是推动汉语教学发展的潜在

动力 。 中国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与埃及在音乐 、

舞蹈 、美术 、电影 、文学等文化领域的交流持

续不断 。 年 月 末 ， 中 国文化部在开

罗成功举办了 自 中埃 年建交以来首次

大型文化周活动 。 由 中国文化部长孙家正率

领的文化代表团 ，把京剧 、杂技 、魔术 、汉字等

等精湛灿烂的中国文化带到了同样具有悠久

文明历史的埃及 对早已青睐中 国物质文明

的埃及人来说 那中国文字的奇情异趣 ，京剧

《霸王别姬》的哀婉悲壮 ，杂技
“

顶碗
”

、

“

滚杯
”

的美妙惊险 ，令他们陶醉不已 。 这一餐丰盛

的文化筵宴 增添了他们对中国的向往之情 ’

更加深了他们 了解中 国文化和汉语的渴望 。

相信随着类似的文化活动的不断增加 埃及

的汉语热更会一路升温 。

埃及汉语人才需求最持续增加

在埃及 ，政府外交 、旅游等部门长期缺乏

汉语人才 ，很多与 中 国有关的翻译工作主要

依赖大学中文系教师来完成 。 政府公务员 中

更难找到懂中文的人 ，直到 年 ，政府才

从大学中文系教师中选拔 ，派出第一个懂汉

语的旅游签证官到中国上任 。 除了政府各部

门以外 ， 由于两国间进出 口贸易的发展 中国

在埃及的各种合资 、独资企业的增加 以及旅

游业的扩大 ，包括工业、农业 、建筑 、电子技术

等在内的各个领域都需要大量的懂汉语的从

业人员 。 仍以旅游业为例 ， 目前埃及全国仅

有 多名合格的汉语导游 ，根本无法应付源

源不断的中 国游客 。 由于汉语导游奇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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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工资是英语、法语 、意大利语导游的两

倍 。 据旅游部门介绍 ， 近年内汉语导游的数

量至少要增加到 名左右 ，才能满足 日益

扩大的旅游市场的需要 。

再从艾大语言学院中文系 年毕业

生就业情况来看 ，该届 名毕业生 其中

名男生 中 全部男生和部分女生一毕业就找

到了合适的工作 人留校任 中文系助教 ，

人在公司做翻译 ， 人去旅游公司 当导游 ，

人在经贸部门工作 人经商 。 由 于埃及至

今仍保留妇女一般不出 门工作的传统 ， 不少

女大学生毕业后结婚是当务之急 而婚后多

半做家庭主妇 ，不必马上找工作 ，所以 ， 可以

说中文系毕业生就业率非常高 ，尤其是在失

业率持续上升的当代埃及社会 。

据有关部门估算 ，今后几年 ’埃及每年至

少需要 至 名 中文专业的毕业生 。 如

果中埃关系发展迅速 ，汉语人才的需求量还

会加大 。

有较好的汉语教学基础

在埃及高教部的支持和中国教育部的长

期扶持下 ，埃及的汉语教学已经具备较强的

物质的和人才的基础 。

首先 ，埃及已经培养出一批能独立承担

汉语教学任务的本国教师 。 艾大语言学皖中

文系的 名教师 全部都有在中国学习或进

修的经历 ，有的在中国学习长达 至 年 ，其

中还有两位是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的 。 这些

教师大部分富有教学经验 ， 能承担从本科生

到研究生教学的各门课程 。 不少教师积极从

事中国语言和文学的研究 ，有的甚至深人到

比较文学研究 、古代典籍翻译等领域 部分教

师正在参与中埃合作编写汉语教材的项 目 。

这支教师队伍已成为埃及汉语教学和科研的

中坚力量 ，艾大语言学院中文系也成为埃及

发展乃至普及汉语教学的重要基地 ， 可以为

埃及各个高校中文系以及各种汉语学习班源

源不断地输送教师 ，提供指导 。 此外 艾资哈

尔大学中文系 、扎卡济克大学亚洲研究学院

等高校的中文教师 ，也是埃及发展汉语教学

不可忽视的力量 。

其次 埃及各大学 中文系教学设施不断

完善 。 艾大和艾资哈尔大学等高校的中文系

都有设备良好的教室 、办公室 、教研室 ， 以及

藏书丰富的 中文专业图书馆 ，还有先进的语

音实验室和多媒体电教室等等 ， 为汉语教学

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障 。 各大学还在进一步

完善教学设施 ，如扩大图书阅览室和电教室 ，

购买中文教材和图书 ， 为招收更多的学生做

准备 。

与此同时 其他中文教学途径也在进一

步拓宽 。 比如 年中 国文化中心在中国

驻埃及大使馆文化处落成 中心有最新的 中

文图书馆 、大教室 、电脑室等设施 。 在不到一

年的时间里 ， 中 国文化中心 已经与埃及各界

人士举办了 次有关中国文化的座谈会 ， 中

心的
“

从甲骨文到计算机
”

展览 ， 已经先后接

待了 多批埃及观众 。 该中心成为传播中

国文化和埃及民间学习汉语的又一个基地 。

此外 ，艾因夏姆斯大学正在酝酿筹建汉

语研究中心 并与中国教育部商议 ，拟在该校

建立 考试中心 。 年 月 朱镕基前

总理访问埃及期间 ， 中埃两国政府签订了在

埃及建立中文学校的换文 ，这所由埃方使用

中国政府赠款建立的学校 ，将是中东地区 ，乃

至非洲大陆的第一所中文学校 其筹建工作

即将开始 。 这些都将为埃及的汉语教学注人

新的活力 。

作者介绍 ： 邓 时忠 ，教授 ，
现任职 于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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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受 国 家汉办派遣赴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任

教

年第一期 （总第 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