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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中文教学历史中，法国一直走在最前沿，其中
文教学历史接近210年。如今，中文在法国教育体系中
的普及程度之高，也令欧洲其他国家望尘莫及，这与当代
法国中文教育泰斗、汉学家白乐桑的努力密不可分。他
将自己40多年的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中文教学。如今
已逾70岁高龄的白乐桑不仅是法国“中文热”的见证者、
推动者，更是中文教育发展的掌舵人。

今年距离白乐桑赴华进修中文已有50年，距离他出任
法国教育部首任汉语总督学已有25年。日前，记者走进这
位法国汉学家的世界，探寻他与中国文化的不解情缘。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你新近访问中国，这也是新冠疫情后首次赴华

与中国同行交流中文教学，有何心得感受？
白乐桑：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去过中国有数百

次之多，每一次都能让我领略到中华文化之丰富、之非凡
且又是那样的与众不同。此次中国之旅，我到了福建，与
一些教育专家交流法国中文教育，感受到他们专业性之
外的热情与激情，他们带有方言特色的幽默更让我印象
深刻。我还有机会参观了李贽、林则徐、严复以及林语堂
的故居，我个人对故居非常感兴趣。这些都让我再一次
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记者：今年对你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有何缘由？
白乐桑：50年前的1973年5月15日，我在学校听

说中国恢复了与法国的文化交流。听闻此言，我兴奋不
已，这意味着法中两国可以启动互派留学生。一方面，当
时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高，自己深知即使学了中文也很
难有机会去中国，甚至觉得这辈子或许永远都不会有机
会；另一方面，我当时也面临学业结束后的就业问题，在
那个年代的法国，学中文的学生就业机会几近为零，家人
对此也有些担忧。

然而，有幸成为首批法国赴华公派留学生中的一员，
让我得以继续我的“中文之路”。我与同学从巴黎奥利机
场启程，经意大利、埃及、巴基斯坦、缅甸辗转抵达北京。
最初是在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今为北京语言大学）进修
中文；第二年转入北京大学学习哲学。其间，我还有幸参
加了开门办学活动，有机会走出校园进一步了解普通中
国人的生活。1978年，我获得法国巴黎七大汉学博士学

位，开启长达40多年的法国中文教学生涯。经常会有人
说我已“汉化”，事实上，不仅如此，中文已是我的一部分。

记者：什么原因促使你选择中文，而不是其他语言？
是注定，抑或是偶然？

白乐桑：从我与中文结缘至今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已
经有不下上万人次问我这个问题，几乎平均每周都会有
三到四次。这么多年来，我也一直在回顾与反思自己当
时选择学习中文的动机。

想当年，学习中文的人很少，自己很想去挑战、去探
索、去研究遥远国度的语言、文字及其神秘的文化。然
而，日语与印度语也具有类似“远距”特质。难道选修中
文只是一个偶然？我是学哲学的，深知纯粹的偶然性是
不存在的。因此，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学习动机很
值得探讨。

经过多年对法国人学习中文动机的研究，我现在可
以试着从外部因素和内在因素两个方面来进行阐释。

首先是外部因素，众所周知，人的思想意识都潜移默
化地受出生长大的文化背景所影响。法国人很久以来一
直对中国的语言、文化、文学、文明乃至哲学都抱有浓厚
的兴趣。中法两国民众在生活、习俗以及文化领域也有
诸多共性。有这样一种说法，法国人是欧洲的中国人，也
许是“镜子效应”吧。早年中国学者林语堂和辜鸿铭也有
类似观点。林语堂在《中国的悠闲理论》和《一个准科学
公式》两篇散文中，提到“中国人与法国人的气质是极其
相近的”，他指出，“这从法国人著书和饮食的方式可以清
楚地看出来”。而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也直
言，相比美国人、英国人以及德国人，“法国人最能读懂中
国人、最能欣赏中华文明”。

事实上，欧洲汉学发轫于意大利和西班牙，但成型于
法国。尤其是法国最早开设系统性的官方中文教育课
程。法国于1814年12月创立了欧洲首个中文教席，由
雷慕莎出任教授。随后，法国东方语言学院于1843年
设立了欧洲第一个中文系，有史料记载，该学院早在
1840年就已经开始教授中文。进入20世纪，法国也是
率先于1958年在中学开设中文课程，并且在10年后的
1968年，法国高考纳入中文考试……

至于内在因素，记得在我开始学习中文之前的17岁

那年，就已经接触了有关中国方方面面的一些信息。我
曾经读过一本法国传教士的书信札记，当时，也不知道为
何会买这本书，只是把他们作为旅行家、行者，能带我去
发现神秘的远方。20岁时，在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上，也
接触到一些有关中国的书籍，有一次买了一本林语堂的
书，让我感受到这一遥远国度的异国情调。这些很有可
能是我当年放弃学习西班牙语后选择学习中文的最初诱
因吧。

总体看来，在那个年代促使我选择学习中文尤其还
坚持一路走来的主要原因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挑战和
远距。一方面，对于我来说，学习大家不想学的中文，是
一个挑战，可以挑战自我；另一方面，在我骨子里具有那
种向往“远距”文化的特质，尤其是凝聚中国文化精髓的
汉字，其独特魅力自始至终吸引着我去探索、去学习、去
挑战。没有汉字，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记者：与你那个年代相比，如今，法国学生学习中文
的动机又有何不同？

白乐桑：根据我最近10年来针对法国人汉语学习动
机的研究可以注意到，在我们那个年代，通常是内部动机
所占比重较大。自(20世纪)70年代末，在内部动机的
基础上，外在因素大大增加，比如中法互派留学生等。相
比之下，如今则是外部因素所占比重更大些。对于学生
来讲，除了自身好奇心，他们更渴望有机会去中国交流学
习甚至工作，这有很大吸引力。尤其是掌握中文有助于
未来就业，也能让其父母满意。

在我任职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期间，接触的中文
学习者来源广泛，不仅有幼儿园的幼儿、大中小学生，还
有各阶层的社会人士。每一次在与学生和家长座谈中，
我都会告诉他们，无论你学习哪一门学科、做哪一项工
作，未来肯定都会接触到中国，这是最大的变化，中国一
定会出现在你们未来的路上。
受访者简介：

白乐桑，法国知名汉学家、汉语教育专家，曾出版《法
国汉语教育研究》《跨文化汉语教育学》《滚雪球学汉语》
和《中国语言文字启蒙》等40多部著作及教材，发表学术
文章100余篇。

（孙建庚 来源：中新社）

法国汉学家白乐桑：中文已是我的一部分

8月3日，2023年欧洲“中
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福建省晋
江营开营仪式在泉州举行，9个
国 家 的 66 名 海 外 青 少 年 参
加。夏令营期间，营员们体验
刻纸、花灯、沙画、书法、掐丝珐
琅等中华传统文化课程，参观
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泉州非
物质文化遗产馆、安踏集团等，
感受泉州海丝风情和日新月异
的发展变化。（晋同心 文/图）

缤纷夏令营

由省金门同胞联谊会、金门县政府、台湾金门同乡会总
会主办的第十四届海峡两岸金门马祖青少年国学夏令营近
日在漳州市诏安县举办，两岸126名师生参加活动。

在国学课堂、历史文化街区探秘活动中，营员们详细了
解诏安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及对台交流历史沿革。在拔河
射箭趣味传统运动赛上，营员们领略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乐
趣。营员还探访司下村新农村建设及旅台金门乡亲在诏安
创办的企业，了解美丽乡村建设成果和台企在诏安创业就业
情况。 （金浯洲 文/图）

8月 2日上午，由厦门市同
安区海外联谊会、同安区归国华
侨联谊会、香港同安·翔安联谊
会共同举办的2023年香港青少
年“银同寻根之旅”夏令营在厦
门市同安区朱子书院开营，24名
同安籍香港青少年参加夏令营。

活动期间，营员们参观同安
区莲花书院、朱子书院、同安孔
庙、苏颂纪念馆、同安影视城、同
安新城、鼓浪屿、集美嘉庚纪念
馆等地，观看南音、二十四节令
鼓、传统武术等表演，参与制作
同安传统美食。（厦同心 文/图）

59名美国青少年相约福建
近日，“2023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福建·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营”在福

州外语外贸学院开营。59名来自美国的青少年游览福州、泉州和武夷山等地，体
验陶艺、刺绣、武术和茶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对话传统文化、感受福建之美。

据主办方透露，此次为营员们特别安排了“福州鼓岭研学”环节，希望营员们
能实地体验跨越山海的民间友好，传承鼓岭故事和鼓岭情缘，助力中美人民友谊
之树茁壮成长、生生不息。 （榕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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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名同安籍香港青少年回乡寻根

9国66名海外青少年探访泉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