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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从几国孔子学院马不停蹄地出差回来，国务院参事、国家汉

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女士的神情中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疲

惫。     

采访当日，她陪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加拿大议

长，议长对中国的孔子学院非常关注，并指出，在加拿大，汉语已经

成为继英语、法语之后的第三大语言。谈到这儿，许琳显得非常兴奋。

七年来，经过她和她的中外同仁们不懈的拓荒、耕耘，孔子学院已经

在世界五大洲的 105 个国家和地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可是，国内对于孔子学院的争议依然存在。有人质疑孔子学院与

外方合作办学是丧失“教育主权”；有人评价孔子学院主要以汉语教学

为方向，定位比较狭窄；有人对孔子学院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存在怀疑。

围绕孔子学院建设过程中经历的许许多多的往事，记者感受到了这位

孔子学院“女掌门人”所担当的沉甸甸的责任与信念。     

“汉语的机会来了” 

在孔子学院之前，法国的法语联盟（成立于 1883 年）、英国文

化协会（成立于 1934 年）、德国的歌德学院（成立于 1951 年）、西

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成立于 1991 年）成为在全世界推广他们本国

语言、文化的标志性品牌。而到上世纪末，中国在这一领域还没有一

个真正叫得响的国家品牌。     



20 世纪 90 年代，许琳担任中国驻加拿大温哥华总领馆教育参赞。

初到温哥华，她翻遍当地几家报纸，很难找到与中国有关的新闻，偶

尔在最不起眼的小角落里会有“made in china”的字样。后来，她浏览

的报纸里，几乎每个月都刊登来自中国的消息。到任期结束，她发现

中国新闻已经成了当地媒体重要卖点。做了多年教育官员的许琳感觉

到“汉语的机会来了”。     

2002 年，在国家汉办筹备创办孔子学院的过程中，有关领导多

次访问位于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根据 2011-2012 泰

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名列世界第 22，加拿大第

二），国家汉办组织的汉语教学教材编写组也进行了实地考察。但是，

孔子学院的项目却迟迟不见进展。     

当地朋友的一席话令许琳记忆犹新：“想在温哥华办一所独立的

孔子学院，是绝对不可能的。歌德学院在这里坚持了 20 年，最后还

是关门了。塞万提斯学院没有了，法语联盟也快办不下去了。原因很

简单，就是水土不服。人们有时间宁可到海边去晒太阳，干嘛非要再

学一门语言？而且汉语和我们的语言体系差距那么大，在我们眼里，

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一门语言，一个汉字就像一幅画一样。所以，

你们想独立办学是不可能的。”     

许琳采纳了加拿大人的建议，主持国家汉办工作之后，她毅然采

取了中外合作建设孔子学院的新思路和新模式。这不仅是教育国际化

理念的创新，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创举。     

“风物长宜放眼量”     



孔子学院办学最大的特点，是由中国大学和外国大学合作（孔子

课堂是中小学合办）。由外方先提出申请，中外双方在充分协商的基

础上签署合作协议。孔子学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理事

会由中外双方代表参加。中外双方共同筹措办学经费。每所孔子学院

配备中外方院长各一名。     

在孔子学院的国外合作者中，不乏像美国斯坦福大学、英国伦敦

经济政治学院、意大利罗马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

与他们进行合作本是件“双赢”的好事，但国内某些大学校长起初颇有

“意见”，主要原因是，孔子学院的牌子只写外方名字不写中方名字（如

“斯坦福大学孔子学院”），这让他们觉得很不公平。     

许琳坚信“让外国人学了你的文化，写了你的文字，这就是最大

的主权”。“把牌子给外国高校，以外方为主，中方为辅，他才会当成

他自己的事情，才会真正爱护，才会全力以赴把孔子学院办好。”     

通过合作建设孔子学院，中外双方的学术交流日益深入，师生互

访不断密切，孔子学院成为促进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

与纽带。事实证明，这是一条最成功的路。     

如今，全球已经有 350 多所孔子学院和 500 个孔子课堂，分布在

世界 105 个国家和地区。2010 年，孔子学院（课堂）共开设各种层

次的汉语课程 18000 多班次，注册学员达到 36 万人，举办各种文化

交流活动 10000 多场次，参加者 500 多万人。     

截至目前，在美国有 76 所孔子学院，是世界上孔子学院数量最

多的国家。但是，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经济的持续衰退，也给当地孔子

学院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美国有 70%的孩子学西班牙语，20%学法语，6%的学德语，3%

学拉丁语，只有极少数人学汉语。美国人希望孔子课堂能够坚持下去。

如果我们现在不“垫”他们一下，支持他们渡过难关，以后学汉语的孩

子的比例上不来，”许琳说，“假如一个学校有 1000 个学生，我们每

年选出 1%的人给他们奖学金，让他们来中国参加暑期活动，这个学

校就沸腾了。美国人认为这是件了不起的事。”     

“我们拿国家的钱办教育，每花一分钱都相当谨慎。在孔子学院

这件事上，中国人应该„风物长宜放眼量‟。”许琳的话意味深长  

“这是教育理念的革命”     

经过近七年的发展，孔子学院在全球已成为响亮的“中国品牌”。

美、英、法、澳等国的主流媒体，均认为孔子学院促进了世界各国对

中国的了解，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好最妙的一个出口产品”，是中国实

施和平外交战略，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措施。     

而当国外对孔子学院（课堂）叫好声越来越多的时候，国内对孔

子学院的质疑仍不绝于耳。     

这种质疑，首先源于 30 年来中国人对“效率”的执著追求。经济

上的投入可以立竿见影，但教育和文化的投入则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

和潜移默化的过程才能见效。有人揶揄孔子学院是去外国“练摊

儿”。     

许琳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英国一所著名大学筹办孔子学院，孔

子学院总部派去一位国内知名语言学教授担任中方院长。该大学也非

常重视，全球招聘了一位出身汉学世家的德国教授担任外方院长。但



是，中外双方院长的合作并不愉快。中方院长向许琳“投诉”说，外方

院长每天组织中国电影影评会或者研讨会，基本不教汉语。     

许琳向外方院长了解情况。外方院长坦诚地说：“校长把我招聘

来，是因为学校里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他看重的是我的家世背景和营

销能力。如果我每天都像做广告一样说„大家都来学汉语吧‟，是不会

有人来的。但是如果放电影的话，大家都愿意来看。而且，我会邀请

本地议长、政府官员等有影响力的主流人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这样，

大家对中国电影有了兴趣，也就愿意来孔子学院学习汉语了。”     

“办孔子学院到底对中国有什么好处？”许琳说，“我认为，它是

我们的教育、教师克服文化差异，转换话语体系的过程，也是一个教

育理念革命的过程。”     

“中国文化传播的童子军”     

2004 年至今，孔子学院始终坚持“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

宗旨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定位，因地制宜地开办了各具特色的孔

子学院，如中医孔子学院、旅游孔子学院等，还开辟了以中国研究为

重点的研究型孔子学院等。     

许琳把这些孔子学院比作类似“7-11”（日本连锁便利商店）的文

化超市，外国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来这里学习汉语及中医、书法、

功夫、刺绣等中国文化课程。     

如今，孔子学院正面临着新起点，这引发了人们更广泛更深入的

思考——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学院怎样

更好地展示和传递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     



“中国的文化是什么，精髓在哪里？其实很多人说不清楚。著名

语言学家许嘉璐先生有一句名言，„文化是最底层的，是生活中人人

都要用的东西‟。可是，我们现在的衣食住行有多少是从老祖宗那里

来的？又有谁能把从古至今的中国文化梳理得清清楚楚？”许琳特别

赞赏一个观点——“中国文化只有在和世界文化交流、交锋、交融过

程中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提倡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战略远见，但

现阶段中国和世界的对话还停留在文化交流层面，离交锋和交融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泰戈尔的《飞鸟集》里有一句诗：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

歌。孔子学院就像是一支中国文化传播的童子军。希望再过 10 年，

孔子学院能够成长为仪表堂堂的„棒小伙儿‟。尽管,前进的道路上充满

荆棘。”许琳深情地说。（记者/刘梦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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