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学院：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范例 

——访国务院参事、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 

  

本刊记者 刘汉俊 翁淮南 

  当今世界，恐怕没有哪一所学校享受过如此高规格的礼遇：截至

今年 10 月底，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上百次地出席孔子学院活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 9 位常委都到过孔子学院指导工作。胡锦涛主席 16

次到孔子学院考察工作和看望学习中国文化的外国学生。外国 100 多

位政要，如俄罗斯总理普京、英国王储查尔斯、比利时首相范龙佩、

巴西总统罗塞夫、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等，多次出席孔子学院活动。 

  作为开展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的全球品牌，“孔子学院”一词

写进了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成为近日海内外媒体关注的一个热

点。孔子学院在国外的发展战略，被不少专家认为是中国文化“走出

去”的成功范例和有效模式。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孔子学院成为精英

们议论的话题，也成为受普通民众青睐的跨国教育机构和学习中国文

化的窗口。通过孔子学院这个平台，中国文化在国际教育文化交流中

发挥着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展现熠熠光辉，

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不可或缺的贡献。 

  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我们专程来到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



德胜门外大街的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就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如何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相关问题，采访了国务院参事、国家

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 

“孔子”走出去：中国文化当自觉 

  采访全球孔子学院的“掌门人”真不容易。许琳是个空中飞人，每

年 365 天，很多时间都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她说自己恨不得变成一

个高超的蜘蛛人，在全球把孔子学院织成密密的传播中国文化的大

网。许琳从 2004 年底从教育部岗位到任国家汉办，便全身心投入了

这项激情燃烧的事业：“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送孔子„走出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是我

们的使命。” 

  忙碌成为她的工作常态。国家汉办对外需要服务和管理全球所有

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联络我驻外各使领馆；对内要协调 10 多个部

委、各省教育厅（委）及各院校。每年选派管理上万名教师和志愿者，

接待 2 万多名外国来宾，承担着繁重的人文外交和外宣任务。她曾经

在不到 30 个小时内，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走了个来回。仅仅 7 年，这

一“激情燃烧的事业”让她早生华发，疲惫并亢奋着。 

  但“激情燃烧的事业”始终给许琳以激情。在她和她的团队的推动

下，自 2004 年 11 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以来，中国已在占

世界人口 86%的 105个国家建立了 350多所孔子学院和 500个中小学

孔子课堂， 35 个国家和地区已将汉语教学纳入本国国民教育体系。

在美国，2010 年公立学校开设汉语课的大中小学超过 5000 所，学汉



语人数达到 20 万，相当于 5 年前的 3 倍。英国 5200 多所中小学开设

汉语课；法国中小学学汉语人数连年增长 40%；德国学汉语人数在 5

年内增长了 10 倍。 

  不仅如此，还有美洲、非洲、欧洲等地区的 76 个国家 400 多个

机构强烈要求申办孔子学院。因为“你要证明你们大学国际化，就应

有孔子学院，这是个面子。” 

  面前的许琳，激情似火，坚毅刚强。敏锐的思维、清晰的思路、

前瞻型的眼光，干练麻利的作风，唯美求精的意识，被她肩负的使命

感、责任感燃烧得噼啪作响。每次在外国演讲，她都会用独特方式讲

述中国故事。她每年应邀在美国汉语大会发表演讲，有一次，25 分

钟的演讲，全场掌声竟响起 27 次。外国人都说，从她身上看到了中

国文化的形象。 

  许琳也因此在中外文化交流舞台赢得了声望，不少国际组织与机

构的精英人士把结识这位孔子学院“掌门人”视为荣幸。英国著名的四

十八家集团俱乐部头面人物纷纷和许琳交朋友。如今，在这个俱乐部

高层人员聚会中，大家很习惯会说几句汉语“您好”“您吃了吗”“晚安”。

能说几句汉语，成为他们的文化时尚，也成为这些精英们身份的象征。 

  “在世界舞台上传播，是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更是我们

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许琳如是说。 

“孔子”穿洋装：中国文化当自信 

  “探索创新中国文化„走出去‟模式，带领团队跳出传统对外汉语教

学的圈子，大胆走中外合作办学之路，把孔子学院办到了外国大学里，



一头„扎进主流‟，这是一种文化自信。”许琳说，这种创新，首先来自

理念上的全球化和国际化。 

  产品的畅销，来自品名的创立和品牌的推广战略。许琳说，“最

初在构建汉办发展战略时，明确提出首先要有一个具有中国风格，并

能为世界接受的好名字。” 

  孔子是中华文化老祖宗。孔子的学说传到西方，是从 400 多年前

意大利传教士把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一书译成拉丁文带到欧洲开

始的。长期以来，东方文化都是尘封在西方记忆中的异国情调。这种

情调里，强调“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包含着普世价值，“孔子”

符号鲜明，有联想空间。就这样，上至中央领导，下至专家学者，经

一年多反复推敲，“孔子学院”应运而生。 

  正如德国歌德学院、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的国际知名度、美誉度

得益于歌德、塞万提斯这些闻名世界的文化符号，“孔子学院”这个名

字在国际文化交流交融中绽放出的中国文化的光辉，迅速吸引了世界

的目光。不论朝野，不论文化背景如何，人们都对中国文化的核心元

素投以应有的注目礼，这是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礼遇。 

  “孔子学院的发展速度也许比不上雨后春笋，但也可以赶得上雨

后蘑菇”，许琳说。孔子学院冲破一些不合时宜、不合国际惯例的传

统理念，采取由我方主导、民间运作、中外合作、互利互赢的方式，

把影响力从教育机构有效地推向外国主流社会和民间。在各国的孔子

学院，按照“五统一”，即统一名称、统一铭牌、统一章程、统一管理、

统一考试的方式动作，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创造了中外教育文化交



流内生式发展的新模式。 

  敢于把权力交给外国人，让外国人对孔子学院负起责任，这使外

方一开始就能和我方走到一起。如，协议先让外方起草，然后双方共

同协商议定。一些孔子学院院长是外方人员，而副院长是中方人员，

孔子学院理事会由中外双方共同组成，借用欧盟轮值主席的模式轮流

主持工作，实行双理事长制，中方和外方理事轮流做负责人，所有事

项由理事会共同研究决定，只要对推动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传播有

利，什么事都可以因国制宜、因校制宜，大胆去做。这样外国高校把

孔子学院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办，重视程度和积极性出乎预料，现在名

列世界前 200 名的 70 多所外国高校办起了孔子学院。 

  创新无处不在，在教材与文化读本的编写与开发方面，孔子学院

总部出版了与 45 种语言对照的核心教材，向 136 个国家配送和销售

教材图书 1200 多万册，支持驻各国的孔子学院编写本土化教材，并

将 50种教材动漫化。《孔子学院》8个语种的中外文对照双月刊自 2009

年发行以来，已进入 102 个国家的高校图书馆。孔子学院总部还组织

驻各国孔子学院在当地中小学举办教材巡展 500 多场，目前国外共有

4 万多所大中小学 500 多万人使用汉办统编教材，倾听中国故事。 

  穿上洋装的“孔子”，既说中文，又说外文，但流淌着中华文化的

血液。海外华侨华人把孔子学院看作自己的精神家园，并把它当做子

孙后代学习祖国语言文化的重要场所。《中国书画家》、同仁堂、茅台

集团、中国银行、CCTV 英西法语频道、《人民画报》等中国文化产

品通过孔子学院这个平台，开始进入各国主流社会。 



  孔子学院模式引起世界政要的认可。英国文化委员会首席执行官

马丁、歌德学院主席雷曼等说，“孔子学院模式”仅用短短几年时间，

走完了英法德西等国语言推广机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路，和中国经

济发展一样，堪称世界奇迹。美国布鲁斯金学会主席约翰•桑顿说，

孔子学院这样坚持办 30 年，世界将会大变样。 

  美国《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日报》、CNN、BBC 等媒体多次

评论称，孔子学院在推进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方面很成功，是迄今

为止中国出口的一个最好最妙的产品。中国前外交部长李肇星说，孔

子学院为未来开展公共外交，奠定了良好民意基础。 

发挥人才优势：中国文化当自新 

  文化需要创新。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充分发挥国内国外众多

热爱“孔子”的人才优势。 

  孔子学院致力整合三个方面的人才资源：国际智力资源、国内教

师资源和志愿者队伍资源。 

  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孔子学院吸引、汇聚了各国教育、文化界的

精英人才。管理与教学团队由中外双方共同组成，外方院长与教师队

伍中，有对中国有感情、愿为中国服务的优秀华人，他们占孔子学院

院长的几乎一半；有对中国感兴趣，知华、亲华的外国人；还有对中

国感兴趣，很想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其中不乏曾经驻中国的外交官员、

著名汉学家等。孔子学院总部专门设立了奖学金，通过走出去、请进

来等多种方式，共为 80 多个国家培训教师 10 万人次。这些经过中国

文化培训的外国“孔子”，热心中国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工作，牵线搭桥，



开拓市场，是孔子学院创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外国“孔子”们本身

有精彩故事，也善于讲中国故事，助推了“汉语热”的持续升温发展，

让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多了一份了解和理解。德国哥廷根大学汉学家施

耐德通过德国广播电台批驳“中国增加军费必然发动战争”的谬论。美

国一所孔子学院一位外国老师讲长征时，通过播放中国电视剧《长征》

和《延安颂》，使外国学生增加了对中国革命的兴趣和理解。孔子学

院也激活了不少外国汉学家潜能。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施舟人等汉学家

正在将《五经》翻译成 9 个语种；美国华盛顿大学康大维教授正在主

持翻译《中华文明史》。 

  有效整合国内教师资源。在教育部、外交部和财政部等部门支持

下，目前，全国 20 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60 多所大学和 500

多所中小学积极参与孔子学院（课堂）建设。孔子学院整合国际国内

资源发挥人才聚集效应，组织文艺巡演、名家巡讲和教材巡展“三巡”

活动，先后邀请许嘉璐、袁行霈、杜维明、施舟人、马西尼、张信刚、

吴建民、舒乙、于丹等 200 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到各国孔子学院开展

文化巡讲，传播中国故事，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2009 年至今，组

织国内 60 多所高校 90 多个师生团队，赴 68 个国家 300 多所孔子学

院开展文艺巡演 1000 多场，吸引 80 余万人观看。今年孔子学院总部

开始启动“国际青年声乐家汉语歌唱计划”，让外国歌唱家学唱中国歌

剧。 

  激发志愿者的活力与潜能。孔子学院建设与汉语国际推广事业为

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拥有国际视野、世界胸怀与爱国主义情怀的新型人



才。7 年来，一批批有志于中国文化“走出去”事业的汉语教师与志愿

者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生力军。总部在招聘时要求，志愿者必须具有

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方面专业背景。通过集中强化培训，能讲

先秦诸子学说、汉唐气象、宋明风韵，还能开办中医、武术、旅游、

商务等特色课程，每个人还至少有一门以上包括书法、剪纸、戏剧等

方面的绝活。孔子学院总部要求，每一个员工都是“孔子”，每一个“孔

子”都是传播中国文化的名片。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身居海外更觉祖

国亲。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教师几乎放弃了节假日休息，每年超过法定

工作时间一倍以上。泰国曼松德皇家师范大学孔子学院原中方院长、

天津师大梁德仲教授，身患绝症仍忘我工作，卸任回国一月即不幸辞

世。他的泰国学生黄佩端说，他不但给我知识，而且给了我关爱，我

觉得他好像是我的爸爸。亚非拉国家的上百所孔子学院，在搞好孔子

教学的同时，还积极开展职业培训，为我中资企业在当地招聘雇员创

造条件。 

  走出国门的“孔子”们，拓展了国际视野和世界胸怀，克服了文化

差异，学会了贴近外国人思维、习惯和生活的交流方式，增强了爱国

主义激情。他们赢得了当地民众的认可和赞扬，被誉为“美丽的中国

名片”，“真实的中国读本”和“可爱的民间大使”，有的还获得驻在国

总统颁发的勋章。 

 “孔子”不但要走出去 

还要舞翩跹：中国文化当自强 



  2011 年 10 月 1 日，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幅户外显示屏上，水

墨动画形象的中国先哲孔子，与熙来攘往的人群融为一体，构成了中

国在新世纪的文化图景。 

  谈起这一细节，许琳说，外国人对中国如何用 30 年时间走完西

方几百年发展路程颇为不解，而中华文化着实给了他们探析中国的新

视角。英国有关方面曾在 2006 年开展的一项调查中得出结论，10 年

后，今天在校读书的学生，没有任何人可以避免和中国打交道。“这

就是孔子学院走出去并展示中华文化魅力的最好理由!” 

  “孔子”不但要走出去，还要舞翩跹。目前，孔子学院成为公认的

中国文化走出去最成功的对外传播模式。不少专家认为，孔子学院的

经验值得复制和推广。 

  面对各国持续升温的孔子热，国家汉办应抢抓机遇，乘势而上。

广阔的前景、广阔的舞台，呼唤战略的筹划和战术的推进。对此，许

琳有很多新期待：当前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和中华文化传播的合格人才

匮乏，能否设立国际汉语教育专门学科，推进跨文化交际理论建设？

避免中方教师走马灯式流动，能否像歌德学院那样设立专职教学人

员？能否在保持核心内容的前提下，开发适应各国文化背景和不同人

群、不同层次需要的个性化教材？汉语推广工作需要全社会支持，怎

样调动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捐资助学的积极性？传播内容上，能否大

胆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需

要探索的勇气。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提高影响力？许琳和她的“孔子”们在



思考着、探索着。 

采访结束时，我们遇到正在华参加 10 月底举办的第四届“汉语桥”

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的保加利亚选手严琳，她熟练地说着汉语：“我

可不是来„打酱油‟的哦，请你为我加油吧”。严琳说类似她这样的选手

共有 144 名，他们来自全球 43 个国家的 48 支代表队，能秀成语、背

古诗、即兴演讲，他们都是孔子学院的外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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