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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在學中國話，孔夫子的話越來越國際化……」 當年
流行金曲《中國話》裏的歌詞，如今正在變成現實。截至去年9月，
全球已有19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中文教學，85個國家把中文納入國
民教育體系，國際中文學習者和使用者累計已超過2億人，一些國家
還把中文作為外語 「標配」 ，甚至被列入必修課……
如今，中文正成為中華文明與各國文明交流互鑒的橋
樑，學會中文也成為打開中國大門的金鑰匙。

大公報記者 馬靜、實習記者 宛辰歌

據外媒報道，俄羅斯總統普京
日前透露，他的外孫女能夠用流利
的中文與人交流，他的女兒早在
2000年左右就決定學習中文。而特
朗普外孫女阿拉貝拉也能演唱中文
歌曲《茉莉花》，迪拜酋長國親王
馬克圖姆會用中文背誦《三字
經》，而且字正腔圓，引無數網友
驚嘆點讚。

在多國舉行的 「漢語橋」 中文
比賽上，各國參賽選手不僅能講一
口流利的中文，還能通過即興演
講、知識問答、才藝展示等，展現
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和對中華文化的
熱愛。在中國舉行的廣交會、進博
會、服貿會上，不少外商操着一口
流利的中文尋找商機、探討合作。
在泰國、越南等國的招聘廣告中，
中文能力常被列為加分項。

漢語水平考試 考生年增兩成
據 悉 ， 自 漢 語 水 平 考 試

（HSK）實施以來，考生人數平均
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2024年全
球考生更超過81萬人……一個顯而
易見的事實是：中文正成為地球村
的流行語言，越來越多外國人開始
主動投入學習漢語的潮流中。

「 『中文熱』 正在全球範圍內
持續升溫。特別是最近幾年，學習
中文的外國人數量激增，在一些國
家甚至出現翻倍式增長。這其中不
只有俄羅斯，在南非、肯尼亞、土
耳其、斯里蘭卡、巴基斯坦、沙特
阿拉伯、哈薩克斯坦以及美國等國
家都在出現學習中文的熱潮。」 中
國傳媒大學區域國別傳播研究院執

行院長、國際中文教育傳播研究中
心主任周亭對大公報記者表示，今
年年初，美國大量網民湧入中國社
交媒體 「小紅書」 ，很多人表示要
學中文，就是最好的例證。

「中文熱」折射「中國熱」
周亭表示， 「中文熱」 所折射

的是 「中國熱」 ，背後是中國日益
增長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可
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正吸引
更多國際人士。這位專家指出，形
成 「中文熱」 核心動力首先仍是強
大的經濟吸引力。中國經濟總量居
世界第二，是全球150多個國家和
地區的主要貿易夥伴，中文作為一
種實用性工具，在一些國家和中國
貿易往來中發揮關鍵作用，學習中
文可以幫助外國人在當地中資企業
順利找到工作，這成為他們學習中
文的重要動力。

近年來，獨特的中國文化魅力
也吸引着越來越多外國人學習中
文。隨着中國免簽 「朋友圈」 持續
擴容，2024年，中國各口岸免簽入
境外國人2011.5萬人次，同比上升
112.3%。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中國網
文和短劇在東南亞和歐美國家也越
來越受歡迎。在 「追更」 過程中，
如果懂中文，將更能深入理解作
品。國產電影《哪吒2》成為全球影
史票房最高的動畫電影，在海外熱
映的同時，也激發了不少外國觀眾
學習中文的興趣。 「這些優秀的中
國文化作品也是國外友人學習中文
的催化劑。」 周亭說。

「老師，華山的長空棧道真的那
麼驚險嗎？」 「重慶的輕軌真的會穿
過居民樓嗎？」 ……在泰國北部一所

鄉村中學裏的課堂上，一位位泰國學生總是迫不
及待地拋出各種關於中國的問題。教師左劉崗發
現，這些看似零散的興趣點，恰恰成為了學生們
學習中文的最大動力。

「這些青少年們，雖然從未踏足中國，卻對
中國充滿了好奇與嚮往。」 從2018年6月至2020

年3月，國際中文教育志願者左劉崗每天都能感受
到學生們對中國文化的濃厚興趣。

今年是國際中文教育志願者項目設立20周
年。20年來，該項目已向全球160多個國家累計
派出7萬餘名志願者，為全球學習中文者提供大量
在 「家門口」 學習中文、了解中國的機會。

影視劇出海 當地人愛看
中國傳媒大學周嘯天也曾在泰國做志願者，

他告訴大公報記者： 「泰國華人比較多，受中華
文化圈的影響，再加上近些年中國影視劇出海，
泰國年輕人比較喜歡看，中文有更受歡迎的趨
勢。」

「近年來中文在泰國的受歡迎程度顯著提
升。這主要得益於中泰兩國日益密切的經貿往
來。」 左劉崗告訴大公報記者，許多學生家長都
意識到，掌握中文能為孩子未來的就業提供更多
機會。同時，中國高校相對較低的留學費用，以
及與中國南方相近的氣候飲食，也讓泰國學生更
傾向於選擇中國作為留學目的地。

左劉崗認為，泰國鄉村中學裏的 「中文熱」
現象，正是中國文化影響力不斷提升的一個縮
影。

在泰志願者：學生們對中國充滿好奇嚮往

▲國際中文教育志願者左劉崗﹙左﹚在泰國做志
願者時與學生合影。 受訪者供圖

責任編輯：林子奇 美術編輯：賴國良

珠江西岸打造新型農產品流通體系
【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珠海報

道：珠西農產品流通體系建設戰略合作
暨 「粵港澳大灣區農產品流通保供環網
基金」 簽約大會23日在珠海舉行，標
誌着以珠海為核心樞紐、覆蓋珠江西岸
和粵西地區的現代化農產品流通體系進
入實質性建設階段。

大會期間，珠海市國資委和深農
投集團簽署了《建設珠西農產品流通體
系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廣東省農業基
金、深農投集團等簽署了《共同設立粵

港澳大灣區農產品流通保供環網基金戰
略合作框架協議》；珠海斗門區政府、
深農集團等簽署了《珠西農產品物流交
易中心項目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來自
深圳、珠海、中山等城市的涉農國企共
同簽署了《珠西農產品流通體系建設戰
略合作框架協議》。系列協議旨在整合
資源，通過多元合作模式，共同謀劃項
目落地，大力提升珠西地區農產品流通
效率與現代化水平。

作為珠西農產品流通體系建設首

發項目， 「珠西農產品物流交易中
心」 定位為全品類一站式採購中心、
港澳農產品保供核心基地及珠西農海
產品流通加工高地。據介紹，該項目
總投資超26億元，落地珠海斗門區白
蕉鎮，佔地面積約523畝，擬設供港
澳加工配送中心、智慧配送中心、數
字化運營中心等；建成後預計年交易
量超400萬噸、交易額超200億元，大
幅提升粵港澳大灣區農產品集散與冷
鏈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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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青年：學習中文改變了我的命運
「如果我沒有選擇中文，現在的

生活不會這麼豐富多彩。」 來自越南
貧困農村的裴明日，因身體殘疾，年

少時對未來充滿迷茫。他堅信 「學習外語能改變
命運」 ，在眾多外語中選擇了中文，經過兩年苦
讀，18歲的他成功被青島大學錄取，學習漢語言
專業。裴明日說，學習中文改變了他的命運。

裴明日說，在青島，他不僅領略了海濱城市
美景，更在老師和同學的幫助下融入中國文化。
他還創辦了 「語言文化交流角」 ，讓來自不同國
家的學生共同學習、分享文化。如今，裴明日的
夢想是成為一名中文教師，期待回到越南，幫助
更多人通過中文改變命運，讓更多像他一樣的年
輕人通過中文走向世界。

在埃及金字塔下，導遊阿穆爾憑藉流利中文
和風趣講解，成為當地最受歡迎的導遊之一；在

巴西聖保羅，熱愛中國詩歌的少年盧卡斯，將
中文古詩譯成葡語發布在個人博客上，
收穫無數共鳴；在俄羅斯遠東地區，

中俄青年在聯合音樂節上共同演唱中文歌

曲，旋律跨越了語言的邊界。從白俄羅斯到盧旺
達，很多懂中文的大學畢業生進入中國企業，投
身中外合作項目，讓個人職業發展走上 「快車
道」 ；韓國到愛爾蘭，很多年輕人反映，學中文
不僅讓他們更了解中國，也讓他們在就業中多一
項優勢。

親身
感受

▲在斐濟首都蘇瓦，逸仙中學學生在 「國際中文
日」 慶祝活動上展示書法作品。 新華社

中國傳媒大學區
域國別傳播研究院執
行院長、國際中文教

育傳播研究中心主任周亭對大公
報說，中國科技的飛速進步同樣
為 「中文熱」 添柴加薪。從引領
人 工 智 能 大 模 型 發 展 潮 流 的
DeepSeek，到春晚舞台上驚艷亮
相的宇樹機器人，中國科技創新
成果頻頻吸引國際目光。人工智
能、高科技正成為全球發展重點
產業，學會中文也有助於學習中

國技術和經驗。
「中文的傳播能夠獲得海外用

戶關注，尤其是青年群體的關注，
社交媒體和短視頻功不可沒，也是
最好的渠道和方式。」 談及中文國
際傳播，周亭表示，香港在中文的
國際傳播中具有很多優勢，香港青
年既有國際視野又有中國文化的教
育基礎，精通雙語是香港青年最突
出特長。 「如果香港青年樂於中文
國際傳播，可以發揮很重要的作
用。」

分析
把脈

•中國建成的全
球中文學習平
台 ， 用 戶 超
1600萬人，覆
蓋190多個國家
和地區。

•中文學習聯盟
雲服務平台提
供3萬門在線課
程 ， 與 中 外
1600多家機構
合作。

•中華思想文化
術語數據庫，
面向國際傳播
1200多條中華
思 想 文 化 術
語，並與40多
個國家和地區
開展多語種數
字版權合作。

• 「 智 慧 學 中
文」 線上課程
已覆蓋22個阿
拉伯國家，線
上平台學習人
次超過100萬。

•在線語言學習
平 台 Duolingo
數據顯示，自
去年12月1日至
今年1月13日期
間，平台的美
國中文學習者
數量同比增長
了216%，達到
1130 萬 ； 自
2020年起，中
文躋身全球十
大熱門學習語
言，2023年已
有超過1290萬
用戶在該平台
上學習中文。

數讀全球
學習中文情況

逾2億人學漢語 「中文熱」席捲全球

教育專家：港青可助中文國際傳播

迪拜親王誦《三字經》普京外孫女普通話流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