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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本报刊登报道《孔子学院"文化使者"：让世界多一点

相知》，引起了读者对孔子学院的极大关注。为此，本报近日采访了

国务院参事、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请她就孔子

学院的发展建设等相关话题做了进一步介绍-- 

  走进位于北京德胜门西北角的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业务大

楼，那热热闹闹簇拥在一起的各国国旗分外醒目。350 多家孔子学院

和 500个孔子课堂遍布全球 105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全球 86%的人口，

而这距 2004年底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创建不过 7年时间。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孔子学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全球落户生根、

蓬勃发展。对此，孔子学院的“掌门人”——国务院参事、国家汉办主

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觉得多少有点儿“出乎意料”。 

 

  走一条创新的路 

 

  2005 年担任国家汉办主任之前，许琳在中国驻加拿大温哥华总

领馆任教育参赞多年。再往前，许琳作为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外资

贷款办公室主任，她的工作“就是向世界银行贷款，天天跟世界银行

要钱”。当时的中国，一切都在寻求发展，无论对国家还是百姓，资

金都还很紧俏。“那会儿觉得，家家有车、有房，那得是下辈子的事



儿。”但中国很快就取得了耀眼的成绩。2003 年回国探亲时，她惊奇

地发现“许多人都有了车，在饭馆吃饭也成了司空见惯的事”。 

 

  就在国内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国外也开始越来越关注中

国。许琳告诉记者，2000 年她刚到温哥华的时候，翻遍当地几家报

纸，很少有关于中国的新闻，但后来每周能有一两篇，再后来，每天

都有中国的新闻。这些细节告诉她，对中国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学

习汉语的时代即将到来。 

 

  所以，当许琳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着手创办孔子学院时，她心里

其实是有底儿的。凭借多年国外工作经验，她和她的团队开辟了一条

孔子学院发展的创新之路。 

 

  “当时国外有朋友对我说，你们在外国独立办孔子学院，绝对不

可能。因为在温哥华，德国的歌德学院坚持了 20 多年，最后还是关

门了；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法语联盟也举步维艰。在加拿大，每一

家人往上数三代，几乎都是欧洲人。除了血缘因素，无论法语还是德

语、西班牙语，这些语言和英语都是同一语言体系，尽管如此，依然

无法坚持，原因是这些语言还是水土不服。而汉字是象形文字，„一

个字一幅画‟，根本就是两种语言体系。” 

 

  卸任外交官，回国后许琳被调到汉办工作。她决心带领同事们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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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成功的创

举。 

 

  由国内高校和国外高校合作创办孔子学院，首先遇到的就是“牌

子”问题。“很多中国高校要求孔子学院的铭牌上既要写上外国大学的

名称，也要写上中国大学的名称。外国大学表示不同意，我们就做了

让步。这样，他们就认为，真正给了他们。”许琳深有感触地说，“把

牌子给到外国高校手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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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外国人学了你的文化，写了你的文

字，这是最大的主权。” 

 

  真正的中外合作，取得了真正的双赢。正是由于冲破了传统教育

主权的这一藩篱，通过孔子学院搭建的这座桥梁，中外双方学术交流

日益深入了，师生互访也越来越密切了。许琳强调，“尽管牌子给对

方，瓤子里装的却是我们的水。”例如，《孔子学院章程》开宗明义强

调：“各国孔子学院必须遵守两国法律法规，不得与中国有关法律相

抵触。” 

 

  第二个创新，就在于文化推销战略上“敢于推销，舍得推销”。“敢

于推销”就是解放思想。每年，当新的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要赴任时，

许琳都会跟他们谈话，“到非洲、拉美国家，当地人才缺乏，孔子学



院可以中方为主；到欧美，这些国家汉学人才济济，就以外方为主，

中方掌握否决权就好。”“舍得推销”就是要从国家利益出发。孔子学

院制定项目时，不能只考虑中方高校的利益，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但

一旦开始合作，一定要加强管理，根据中外双方签订的协议，严格执

行由双方理事会协商决定项目。 

 

  第三个创新体现在人才培养与教育理念方面。在孔子学院建设、

发展过程中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每一年，孔子学院总部都要外派

大约 7000 人，这其中有中方院长、汉语教师，还有志愿者。在许琳

看来，这些“空降兵”和在外的留学生不同，这些人是真正在外国工作。

一方面派出老师的言行举止就是生动的“中国读本”，另一方面，他们

深入各国主流社会汉语教学一线，单兵作战、摸爬滚打，必须学会话

语转换，克服文化差异。这无形中拓展了各自的国际视野与世界胸怀，

激发了爱国主义情怀。这对高校走向世界，培养未来接班人非常有好

处。 

 

  许琳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孔子学院总部要求每一个外派教师在

完成工作时，须向总部递交一份述职报告，总结自己在外工作的经验

和感受。其中一位赴泰国担任志愿者的女生，从小一直是人见人爱的

好学生，她觉得自己也应该爱泰国的学生。有一天，她看到一个小男

孩与同学打架，觉得按照中国教师的习惯，肯定会严厉批评一番。但

跟她同办公室的一位泰国老师的做法让她感触颇深。只见这位泰国老



师抚摸着男孩子的头，对他说：“你肯定是受了很大的刺激才会这样，

你现在肯定也很后悔。你不用沮丧，该检讨的是我。因为我是你的老

师，而我没有觉察到你的情绪。”然后，这位泰国老师轻轻地将男孩

搂在怀里，朝他的额头上吻了一下。小男孩一下子抱着老师大哭，承

诺今后一定改过。“这个中国女孩儿在她的总结中说，深感这才是爱

的教育。你想，那里 43℃的高温，两个门板拆一个，一搭，就是一

张床，甚至连门都没有。在异国他乡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她竟有如此

深刻的感受，对她未来从事教师工作该是多大的触动！”泰戈尔诗云：

“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志愿者经历锻炼了独立工作的能力、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跨文化的能力，许多志愿者感叹自己是新

时代的“洋插队”。 

 

  孔子学院是支“文化童子军” 

 

  当媒体上关于“占领华尔街”、欧债危机的新闻铺天盖地，许琳办

公桌上来自各国的申办孔子学院的信件却越积越多。美国 60 所研究

型大学，每个月召开一次网络或者电话会议，一上来大家讨论的核心

就是，你们办孔子学院了吗？ 

 

  对“汉语热”的持续升温和孔子学院的炙手可热，许琳认为：一方

面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美国、

欧洲等国家经济阴雨绵绵。全世界在从经济发展角度羡慕中国的同



时，也开始对中国思维、生活方式以及中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他

们在思考：中国文化到底有哪些不同，这些不同的地方为何能起了如

此巨大的作用？“各国申办孔子学院的几乎都是带着这个问题来的。” 

 

  在全球汉语学习热潮的推动下，七年来，孔子学院蓬勃发展，形

势喜人。每当孔子学院总部业务大楼，又多了一面新的外国国旗，许

琳和同事们欣喜之余，更多感到了沉甸甸的责任。作为孔子学院的“掌

门人”，许琳很清楚，孔子学院是一支“文化童子军”，未来还有很多

工作要做，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一位多年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授

曾对许琳说：“国际汉语教学好比沼泽地里跋涉，往后看，留不下脚

印，往前看，迷雾茫茫。”这句话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中华文化“走出去”

之难。 

 

  美国外语教学中，70%是西班牙语，20%是法语，6%是德语，而

汉语只占极少一部分。尤其是次贷危机以来，美国及欧洲经济持续衰

退，给孔子学院的发展提出了挑战。现在很多美国州立大学面临财政

困难，存在裁撤学科的问题，外语教学首当其冲。“美国人对我说，

这时候如果你们一如既往地支持孔子学院及孔子课堂，帮我们渡过难

关，美国汉语教学未来一定会有更大发展。现在，美国一些西班牙语、

法语教师已经开始转向汉语。”许琳告诉记者。 

 

  这些年来，财政部对孔子学院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虽然经



费在逐渐加大，但项目审批是非常小心翼翼的。国家汉办与财政部相

互之间往往会因为一个项目不厌其烦地论证其可行性。国家汉办去财

政部最多的时候一年跑 60 趟，其中就包括为教师和志愿者提高待遇。 

 

  许琳说，教育投入和文化传播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和潜移默化的

过程才能见效。在孔子学院这件事上，我们应该“风物长宜放眼量”。 

 

  “向外走得越远、越广，就越反省自我的文化。”许琳说，这几年

孔子学院发展很快，作为一个文化传播者，在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文

化的同时，自己也在不断地思考和反思自己的文化：中国文化哪些是

精髓？哪些是真正需要传承的？许琳说，她真正希望的是，外国朋友

能够通过孔子学院，学习中国语言，认识中国文化，真正了解中国。

同时，通过孔子学院这一综合文化交流平台，中国文化通过与世界文

化交流、交锋与交融，真正实现自新和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