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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学生，通过此次中国之行，
比赛的带队老师对中国、中国文化也有
着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期待。“中国的历
史博大精深，文化源远流长。”27岁的领
队教师安尼卫来自津巴布韦，曾在河北
大学学过3年中文。他说，此次郑州之
行更激发了他对中原文化、中国文化的
浓厚兴趣，他也正在筹备来郑州大学读
博士，这样他将有更多机会了解中原、
了解中国。

纪录片《姓氏中国》导演张清在“中
原第一课”上为选手们带来了一堂姓氏
文化课。在张清看来，“汉语桥”架起了
外国选手和中国的桥梁，也是世界了解
中国的窗口。通过对几千年历史文脉
的梳理，给世界各国的青年才俊提供
一个了解中国历史的机会。“活动的
意义不仅在于当下，更在于未来。青
年一代来到河南来到郑州，他们了解
的不仅是郑州、河南，更是中国。”

孔子学院是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
重要平台，截至2019年9月30日，全球
已有157个国家（地区）设立了534所孔
子学院和1134个孔子课堂，开展了丰
富多样的汉语教学和文化活动，在促进
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汉语桥”赛事也成为中外语言文化
交流的特色品牌，被誉为汉语“奥林匹
克”，是一座“文化之桥、友谊之桥、心灵
之桥”。

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赵国成说，
“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设立的
初衷，是希望为世界各国青少年搭建一
座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的跨文化交流平
台。他对每一位参赛选手都了如指掌，
“通过孔子学院这扇窗，他们学习了中
文，了解中国文化，走进‘汉语桥’”。

汉语是一座桥梁，通过这座桥
梁，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爱上中国文
化，也自觉地成为中国文化的践行
者、传播者。我们相信，正如第十二
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的
主题——“携手汉语，筑梦未来”所
言，经历五大古都文明熏陶的选手
们，必将成为一颗颗热爱汉语、热爱
中华文化的“蒲公英”种子，无论是
在“汉语桥”的舞台上，还是在今后
的人生舞台上，他们将乘着文化之
风，悠悠飘洒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他们也将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友好
使者，用自己的青春和梦想，奏响文
化交流和传播的美好乐章！

在安阳参观中国文字博物馆

在郑州西亚斯学院中国园，选手们展示自己的拓印作品

文化之旅 品读中国

从北京长城到郑州少林寺，从洛阳龙门到安阳
殷墟、开封清明上河园……“汉语桥”选手在中国的
足迹遍布五大古都，各地充满文化底蕴的传统文化，
犹如一个个饱含中华文化基因的密码，为各国选手
打开了一把把了解中国的“文化之锁”。

如果说中华文化浩如烟海、灿若星辰，那么“中
国古都”就是文化长河中最绚丽的风景，从中国古都
里了解中国，无疑是一条“捷径”。一部河南史、半部
中国史——游学河南四处古都，更是汲取精华中的
精华。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文 周甬 廖谦 丁友明/图

“因为一种语言
爱上一个国家
真的是很美妙的缘分”

“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告诉
我，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古老
而又神秘的国家——中国，那里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令人着迷的
文化艺术。我对中国十分向
往，但是要想了解这个国家，
首先要做的就是学习中文。”
来自阿根廷的罗艾丽在孔子
学院学习中文已经 5 年，渐入
佳境找到了乐趣，16岁的她已
经 确 立 了 自 己的人生梦想
——成为一名翻译，让更多的
阿根廷人能够了解中国的文
化、中国的智慧。

汉字神奇无比，每一个字的
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汉字一脉
相承，浓缩着中华民族灿烂的
文化和辉煌的文明。

公元 1899年，己亥年，河南
安阳小屯村殷墟发现商代占卜
用的甲骨刻辞，举世震惊的甲
骨文就此面世。2019年，又是
一个己亥年，第十二届“汉语
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的选
手们站在位于古都安阳的中国
文字博物馆内，惊叹汉字的“前
世今生”，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

汉字，这个起始于殷商时期
在中原形成的甲骨文的文字体
系，至今仍是中国传承文化的
载体和工具，但同为著名古文
字的埃及圣书字、两河流域的
楔形文字，却早已消失在历史
的尘埃之中。

从象形文字、甲骨文、金文、
籀文、小篆，至隶书、草书、楷书、
行书，一路演变而来的汉字，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字的发展
经历了表形——表意——表音
的过程，中华文化的兼收并蓄
让汉字得以适应这个规律并不
断发展。也许正是因为这样，
汉字成为人类文明里唯一传承
超过五千年的文字，唯一的非
拼音文字，唯一的还可以在现
代科技的电脑中方便使用的古
文字。

“因为一种语言，爱上一个
国家，真的是很美妙的缘分。”
来自美丽的“石榴岛”的选手施
娜，有着外交官的梦想，“格林
纳达离中国很远，隔着万水千
山，两国的联系还不够多。学
习中文点亮了我的未来之路：
我要努力学好中文，使自己成
为两国沟通的桥梁，用自己的
知识和能力让更多的格林纳达
人了解既古老又现代，充满着
诗情画意的中国。”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
城。”十三朝古都沉淀下的千年文明深深
吸引着“汉语桥”选手。

从刀耕火种的石制工具，到青铜器
的辉煌，再到院落、作坊，灶、井，百花
灯、百戏俑等陶器生动形象地再现汉人
的生活；从比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
早 1200年的大运河，到历经千年依然
光泽不减的唐三彩，洛阳博物馆内丰富
的馆藏文物让选手们大开眼界的同时，
也对河洛文明发展演变的时代脉络有
了全面系统的了解。

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裴李岗
文化时期、仰韶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

期…… 虽然大多数选手对这些名词并
不熟悉，但象牙、恐龙蛋、水龟、树木的
化石，深深吸引着他们的目光。

“我知道阴阳，对这个学说很感兴
趣。”选手韦丽娅停留在河图洛书电子
屏前投入地阅读起来，“太神奇了，我想
学好汉语了解它们。”

五千年文明史中，“你方唱罢我登
场”。洛阳作为隋唐时代的国际大都
会，在中西物质方面的互通，以及中西
间文化的交流方面都起到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到了北宋,人口逾百万的开
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一路芬芳到汴梁”，选手们伴随着

菊花的清香穿越到“八荒争辏、万国咸
通”的北宋，在清明上河园中，一睹京都
繁荣景象和市井文化、民俗风情。战
马、扬沙、炮战、飞箭……全景式的古代
战场表演引得“汉语桥”选手们拍掌叫
好。

汉字演变只是一个缩影，王朝更替
的背后，文化中国巍然耸立。自古至
今，正是不同文明的交流、沟通、融合、
互鉴，为中华文化注入着源源不断的动
力。千百年来，中国文化不因历史尘封
而失色，不因时代变迁而黯淡，始终在
创新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不断焕发
出新的生机和力量。

郑州作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地
位不能不说相当“特殊”：长期处于华
夏文明交流十字要冲，是中国“早期文
明带”和“运河文化带”的交汇点。作
为华夏历史文明起源、发展的核心地
区，郑州是“华夏文明之源、黄河文化
之魂”的重要聚集地，在中国经济、文
化发展中具有中心地位。

作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建设中的国家中心城
市、全国六个大遗址片区之一，郑州
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文物分布密集
型城市、文物资源大市，是华夏五千
年文明连绵不断最全面、最连贯、最
典型的代表。

在郑州，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们
更是身临其境地切实感受到中国文化
的博大精深：10月 25日，全球五大洲
105个国家的百余名“汉语桥”参赛选
手来到嵩山少林寺，现场感受“中国功
夫”的别样魅力；10月 26日上午，“汉
语桥”参赛选手来到郑州黄河风景名
胜区，拜谒炎黄二帝塑像，参观黄河地
质博物馆及黄河碑林，眺望壮美黄河，

感受河南厚重的黄河、黄土、黄淮平
原文化；10月 26日下午，选手们来
到上街区三度湖山户外营地，大家
换上汉服，和当地的几十名学生一
起玩投壶游戏、敲中国大鼓，自己动
手做木版年画，体验古法造纸、石磨
豆腐，晚上又一起包饺子，吃饺子，打
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饺子宴；10月 28
日，第十二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
文比赛选手在郑州游学之旅中，就先
后抵达中铁装备和郑州西亚斯学院，
感受大国崛起的中国制造，零距离接
触茶艺、书法、舞龙舞狮、腰鼓等中国
传统文化……应接不暇的中国文化
盛宴，让选手们激动不已。

来自德国的马丽雅第一次来到
中原，她的感受或许正代表着其他
来自 105 个国家的青少年的心声：
在郑州，我们开始了解郑州、了解河
南、了解中国的文化之旅，这是一个
神奇的过程，一个古老而现代的中
国画卷在我们眼前展开，更激发我
们学习汉语、了解中国、传播中国文
化的信念和决心！

文化之桥、友谊之桥、心灵之桥
“汉语桥”奏响文化传播乐章

文明演进：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

在“天地之中”读懂中国：
让郑州的“国际朋友圈”越来越大

在洛阳参观龙门石窟 在开封参观清明上河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