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的很多年輕人都很友好，他們不拘
謹，相反，他們很開放。」阿巴斯住在大學
城，附近有許多中國學生，在他眼裏與中國年
輕人的互動總是很有趣。「有一次，我和朋友
在外面看到一個不錯的背景，於是決定在那裏
拍張照片。這時有一個人經過，他想等我們拍
完照再走，當他看到手機上的照片時，就很大
方地讚嘆『帥！』這種互動非常神奇。」在阿
巴斯看來，中國年輕人都很有活力，他們的互
動性很強，這讓他感到很友好，「我喜歡這樣
的互動，我喜歡和他們一起玩。」
與中國年輕人的交流也曾讓初到中國面臨語
言不通情況的阿巴斯感到放鬆。「在學校裏，
很多學生都會說英語。」隨着與他們的交流越
來越多，阿巴斯有了一些中國朋友，也更加了
解中國的語言邏輯和熱門話題。同時，他發現

大多數的中國年輕人很會發掘日常中的
「美」：「幾個漢字進行不同的排列組合就擁
有完全不同的意思。」「同樣一個地方，總是
有人能夠發現更美的拍攝角度。」

阿巴斯眼中的中國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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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最神奇的中文詞彙是什麼？

阿巴斯：我認為是「謝謝」，這是
我在現實和網絡上用得最多的詞
彙，這兩個字讓大家都感到愉悅。

◆你回國的時候會帶哪些中國特產？

阿巴斯：我會帶京劇玩偶和熊貓玩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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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農學帶我來到了中國。」來自巴基斯坦的

青年阿巴斯一直有一個來華求學夢。2019年，

想深入研究農學的阿巴斯在巴基斯坦完成了本科

和碩士學業後，來到了河南農業大學攻讀農業工程博士學位。中國豐富的資源和良好的

教育體系讓阿巴斯收穫了許多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如今，他已經發表

了多篇學術論文，達到了畢業的標準。「順利的話，今年12月我就要博

士畢業了。」出生於1994年的阿巴斯對未來滿懷期待，他希望畢業後能

找到一個好工作，如果條件允許，他也想走遍中國的每一座城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實習記者 鄭瀟雨、楊玉涵 河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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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是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國家，國內有
六成的人都從事農業生產，這讓阿巴斯對

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他所在的大學，農學
並不作為主修科目，而是作為副修科目來學習。
對自己的學科和研究方向有着明確要求的阿巴斯
將目標瞄準到了中國。「中國和巴基斯坦是好朋
友，我對中國的印象一直很好。」最初，阿巴斯
想聽從導師的建議，「我的導師是在中國獲得的
博士學位，他一直對我說，你應該在中國攻讀碩
士學位。」但因為年齡太小，阿巴斯的家人並不
同意他在這一時期出國留學。於是，在巴基斯坦
攻讀了農學碩士後，阿巴斯就在導師的推薦下來
到了中國讀博。

設備先進 實驗室一待八小時
阿巴斯對中國一直懷有好感。「沒來中國之前
對中國的印象是好的，來之後的印象也是好的，
只是之前是在網絡上或者導師口中了解，現在則
是親身經歷。」中國豐富的資源、實踐知識儲備
和先進的設備總讓阿巴斯感慨不已。阿巴斯的研
究方向是能夠調節植物生長和發育的植物激素，
通過觀察植物激素變化可以合理施肥和灌溉，但
這項研究需要使用不同的激光技術對植物激素進

行檢測。「在巴基斯坦，我雖然學到了理論知
識，但在實際操作時總會遇到資金、設備等方面
的困難。」而在中國，阿巴斯所在的研究小組有
專門的激光實驗室，他經常在裏面一待就是八個
小時。「有時候都晚上十點多了，還能在實驗室
看到他。」與阿巴斯同一研究組的碩士研究生趙
競凱說。

多學多用 網友「幫忙」學中文
阿巴斯像許多初次來華的外國友人一樣面臨着

語言不通的問題，多學、多觀察、多交流，是阿
巴斯學習中文的「秘籍」。阿巴斯每周上兩次中
文課，學過的生字都會在筆記本上反覆寫上近百
遍。在阿巴斯看來，想要中文學得好，還要經常
外出走一走。與不同的人交流，總能讓阿巴斯學
到許多日常用語。
從初到中國的「聽不懂」「看不懂」到現在脫

口而出的地道河南話「中」，阿巴斯中文突飛猛
進的背後還有不少中國熱心網友們的「幫忙」。
去年3月，他開通了抖音賬號，最初只是發發遊
客照，但被網友們發現他雖然中文不地道，但回
覆總是很積極後，紛紛在評論區玩起了文字遊
戲，讓「笑死在阿巴斯的評論區」一度登上熱搜

話題榜。「阿巴斯，在中國一五一十是對的，二
五一十也是對的。」「阿巴斯你記住，一山不容
二虎，二山得六。」「阿巴斯，四個字是三個
字。」……「中國的朋友很熱情，也很風趣。」
提起這些評論阿巴斯總是開心大笑，與「調皮」
的中國網友互動已經成為了阿巴斯的日常。「我
身邊的朋友有時候會幫助我翻譯這些評論的實際
含義，所以現在我能看懂很多了。」在阿巴斯看
來，中國網友很有趣也很聰明，他從他們說過的
話中觀察和記住了很多新奇的句子，這對他來說
「是一種新的體驗」。

美景美食 冀更多同胞能共賞
「我去過洛陽、許昌、登封，但基本上都在河

南。」因為時間、資金等條件有限，阿巴斯並未

出過河南省，提起未來的旅遊計劃，他說：「我
想參觀中國的每個城市。」在阿巴斯看來，中國
的每個城市都有不同的文化、建築和美景。「比
如在重慶，你的右邊是1樓，但左邊卻是22樓，
地鐵可以從大樓裏穿過。這太神奇了！」中國這
片廣闊的土地上有太多讓阿巴斯想要去看、去了
解的事。「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美，比如北京有
故宮，西安有兵馬俑，所以我想要去每一個地
方。」
在中國，總有很多讓阿巴斯感到新奇的事物。
比如讓他印象深刻的榴槤，這個渾身是刺的「大
水果」在巴基斯坦並不常見，但中國超市的貨架
上總有它的位置。比如飄忽不定的辣度，「有些
中國人對我說，這道菜很辣，但我嘗了一下，並
不辣。但有時，他們說不辣，我一嘗，還是辣
的。」他很喜歡喝大家說「很辣」的胡辣湯，
但從不敢去嘗試大家說「不辣」的火鍋。中國
還有很多奶茶店，他周圍的巴基斯坦舍友就很
喜歡喝中國的奶茶，「宿舍裏99%的巴基斯坦
人都很喜歡喝奶茶，睡前喝、睡醒喝，做實驗
前也要喝。」
近年來，在「一帶一路」的倡議下，「中巴

經濟走廊」愈加穩固，中國和巴基斯坦在農業
領域的合作持續深化，讓越來越多像阿巴斯一
樣的巴基斯坦人來到中國學習先進的農業技
術，感受中國的獨特文化、飲食，欣賞中國的
城市與自然景觀。阿巴斯表示：「無論將來我
能留在中國工作還是回到巴基斯坦，都希望通
過自己的努力推動兩國在農業、文化等多個領
域的交流與合作，把友誼傳遞下去。」

巴鐵青年情傾中國
阿巴斯：「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美，所以我想去每一個地方」

主人公小名片
名字：Zaigham Abbas

中文名：阿巴斯
這是阿巴斯的原名，他覺得
這個名字很簡單也很好發
音，他的朋友和實驗室的同
學也都認為這個名字更好。

年齡：30歲

職業：在讀博士生

來華時間：3年
◆中國這片廣闊的土地上有很多讓阿巴斯想要去看、去了解的
事。圖為阿巴斯在河南許昌曹魏古城。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中國豐富的資源和先進的設備讓阿巴斯感慨不已，有時，他在實驗室裏一待就是八個小時。圖為阿
巴斯將樣品放在儀器中準備做實驗。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鄭瀟雨攝

◆阿巴斯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 攝

「他們有時候比中國人還像中國人，交談時會為

你端上茶，就像在中國一樣。」視頻通話的那頭，

內羅畢大學校長、內羅畢大學孔子學院肯方院長齊

睿成（Stephen Kiama Gitahi）正笑着模仿他引以為

傲的畢業生——從內大走出的一批本土中文教師。

「這由近20年前播下的種子培育而來。」齊睿

成回憶道。

「火種」探索教學本土化發展
2005年，由天津師範大學和內羅畢大學共同創

辦的內羅畢大學孔子學院正式揭牌運營，成為非

洲第一所孔子學院。其後，內大孔院開設中文本

科專業，並與天津師範大學聯合培養中文國際教

育碩士，迄今共吸引註冊學員逾2萬人，文化活動

惠及受眾逾14萬人次。

近年來，肯尼亞政府將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

系。作為肯尼亞總統教育改革工作組成員，齊睿

成坦言，由於師資和教材短缺，這一政策的落地

實施遇到過瓶頸。

因應缺口和需求，內羅畢大學與內大孔院攜手

探索中文教學本土化發展：設立中文師範專業本

科課程，學生畢業後可成為註冊認證的中文教

師；從非洲本地生活取材，推出肯尼亞首套結合

東非中文教學特點編纂的教材《東非實用中文課

本》；多措並舉培育本土中文教師，「中文+」職

業教育培訓等項目應運而生……

齊睿成表示，在中國合作夥伴的支持和幫助下，

當地順利推行教材編纂、課程設計、聯合培養等項

目，以滿足日益增長的中文學習和教學需求。

「火苗」提供就業助走向世界
經過多年耕耘，內羅畢大學現已有畢業生留校任

教中文，也向肯尼亞斯特拉斯莫爾大學、肯雅塔大

學等多所院校輸送優秀畢業生擔任中文教師。

播撒的火種，正燃起「星星之火」。齊睿成相

信，這些火苗擁有「可以燎原」的力量。

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中非合作論壇等框

架下，中非合作持續深化，越來越多中國企業走

進非洲投資興業，創造了大批就業崗位，對掌握

中文的技能人才需求尤其旺盛。

「對於非洲來說，中文教育的重要性在於，為

年輕人提供了新的就業機會。」齊睿成說。

2017年，由中國企業承建的蒙巴薩至內羅畢標

軌鐵路（蒙內鐵路）正式通車，內大孔院的多位

畢業生在其中擔任客務經理和列車司機等職務。

這是非洲孔子學院建設成果的例證。多年來，孔

子學院成為非洲民眾了解中國的一扇重要窗口。截

至2023年底，非洲共開設有67所孔子學院、46個

孔子課堂，越來越多非洲民眾加入中文學習的行

列，一批又一批畢業生奔赴工作崗位，在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發揮着重要作用。

「火焰」照亮更多學中文的人
如今，「中文熱」正在非洲大地持續升溫。

「孔子學院為中非民眾增進了解搭建了一座非

常重要的橋樑，他們在此交流交往、結交友誼，

建立並鞏固可持續的夥伴關係。」齊睿成說。

齊睿成進一步表示，參與建設孔子學院的過程

讓他受益匪淺。「我能更多了解正在中國發生的

事情，進一步認識肯尼亞和中國、非洲和中國的

關係，學習中國的成功經驗。」

「就像中國的一句老話：千里之行，始於足

下。」齊睿成對中文教育有着更大的期許，「確

保這束火焰繼續燃燒，並照亮更多學習中文的

人」。 ◆中新社

◆肯尼亞內羅畢大學孔子學院的學生正在上中文
課。 網上圖片

來豫學農「 ！」很很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