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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世界聚焦下的中国如何展现真实的自

我？近年来，孔子学院风声水起，不仅蜚声海外，而且引起国人广泛

关注。近日，国家汉办在海口举办汉语国际推广基地工作会议，中新

社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参事、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

女士。她用一个“难”字表达自己 6 年来创办孔子学院的心路历程，称

未来将步入更为艰难的“深水区”。 

  零距离看中国 

  “孔子学院让外国人零距离看中国”。去年，国家汉办对国外十所

合作办学的知名大学校长做调查，征询孔子学院办学模式及未来走向

等意见。没想到校长们一致称，孔子学院办得非常好，要一直走下去。

“谁也离不开谁了！”许琳笑言。 

  她说，中国经济实力日渐增强，去年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外

国人对中国如何用三十年时间走完西方三百年发展路程颇为费解，对

中国发展方向疑惑，“中华文化给了他们探析中国的新视角。” 



  “孔子学院是一张搬到国外的中国圆桌，可让各方发表不同意

见。”她坦言，一些国家的学者官员当面质疑她向海外介绍中华文化

的时代性、适用性、目的性。 

  “我们从只谈语言、文化的办学理念出发，调动中外大学的积极

性。”她幽默道：孔子学院让中外文化“对冲”“摩擦起电”，结果让习

惯直线思维的外国人对螺旋式思维的中国人多了一份理解，越研究越

感觉中国“挺文化、挺哲学”！ 

  “孔子学院”面对三大挑战 

  目前，国家汉办在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开设孔子学院和孔子学

堂。 

  “搭台不易唱戏更难！”许琳直言，孔子学院的未来发展面临三大

挑战。首先是国人自觉向海外推广中华文化的大环境尚未形成。这与

德国和西班牙全社会力推哥德学院和塞万提斯学院形成鲜明对照；其

次，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公共外交基础薄弱。中华文化以一定规模和力

度走出去的历史较短，思想上准备不足，队伍没有形成，尚没有一套

成熟完善、可复制的模式，孔子学院尚在探索阶段；再者，办学能力

建设跟不上需求。目前由中国高校培养、培训派驻教师，编写教材，

都是边干边学。 

  国家汉办在全国高校设立了 19 个汉语国际推广基地，分别承担

不同职能。教材是关键。国家汉办一直致力教材本土化的开发。但由



于中外文化差异、东西方语言体系不同，跨文化交流中，汉语推广面

临如何更贴近外国人思维习惯的诸多新课题。 

  许琳透露，汉办正在做孔子学院未来 5 年的发展规划，同时重点

做好教师队伍建设和教材编撰，“都是向„深水区‟探索！” 

  中华文化应自省自新 

  许琳是孔子学院的领军人。学化学、经济出身，做过十多个不同

岗位的工作，她称所有的学识、经验都能用在孔子学院，又都不够用，

“终于理解了做文化的难处！” 

  她对中华文化如何与世界文化交融怀有心结。和近百个国家和地

区的人们打交道，许琳深感中华文化有自省自新的必要性，新世纪需

要新面貌和新发展，中华文化吸取世界多元文化才能获得光大。 

  她用“如履薄冰、步履艰难”来形容未来孔子学院要走的路。“一

段时期内孔子学院海外遇到的阻力可能增大，国内也有一些不同意

见”，她自比是“内外都有夹层的„三明治‟”。 

  虽然孔子学院的工作很累很苦，但她自认赶上好时代，能在这个

平台上发挥才能和智慧。 

  她相信，中华文化走出去越困难就越有发展空间。她说：“中华

文化走出去是一项长期工作，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完成的，愿为这项

伟大事业奉献自己有限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