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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把我在海外这么长
时间工作生活学习的经验，用来
报效祖国。”1990年出生的张珂
通现就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是
一名社会经济史方向博士研究
生。在近13年海外学习工作期
间，他积极参与对外交流，活跃
在国际交流活动舞台上，致力于
对外传播中国声音。

2021 年，第二十六届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张珂通代表
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人类和地
球 的 信 仰 计 划 ”边 会（Side
Event）活动，向世界分享了一
个来自云南傣族生态保护地的
故事——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
人民的“竜山信仰”。在那里，大
片森林被当地民众当作“神林”
来保护，严禁砍伐、采集、狩猎和
开垦等。

“虽然中国以‘无神论’为
主，但也有着少数民族对于大山
的自然崇拜，它能和节能减排相
呼应。在分享过程中，我会传达
我们文化的特色，也会突出宗教
的元素，以外国听众感兴趣的方
式来讲述中国故事。”张珂通说。

在英期间，张珂通积极参加
英国广播公司、《泰晤士报》等海
外媒体的采访邀约。在他看来，

“去了一定比不去好，我希望有
中国留学生的一个声音立在这
里，让海外听众获取更全面的声
音。”

2019 年，英国广播公司电
台对中国的国庆节进行新闻报
道，节目上，张珂通不仅向海外
听众介绍了国庆阅兵仪式，还谈
到了中国人庆祝祖国生日的方
式：“我们有群众庆祝、花车巡
演、出行游玩。有时国庆节与中
秋节重合，亲朋好友会相聚一
堂。我们和每个国家一样，都真
情实感地庆祝自己国家的生
日。”

为加深中英两国的文化交
流，张珂通还在 2019 年创建了
格拉斯哥中国文化周，分享中国
文化。谈起创立中国文化周的
初衷，张珂通不禁联想到自己初
到外国时，想交朋友但又很害羞
的心态，“事实上，不少留学生富
有才艺，会写书法，穿汉服，演奏
一些民族传统乐器。当地人对
我们既熟悉又陌生，总在大街上
相遇，但很少有一个交流的契
机，我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创造出
双向交流的平台。”

谈及未来的规划，张珂通希
望自己能继续为国发光发热。
他在其主编的杂志《英伦学人》
写道，“仰望星空，是先辈们的事
迹闪闪发光；脚踏实地，是我们
在书写新的故事。”

在丹麦哥本哈根，每周三
有一场教堂音乐会。在一位中
国留学生的推动下，《阳关三
叠》《凤求凰》等古曲在这里悠
然奏起。

1998 年出生的杨佳霖现就
读于丹麦皇家音乐学院，是一名
钢琴系的硕士研究生。在丹麦，
他与两位中国同学共同成立了一
个由声乐、中阮、钢琴组成的中国
室内乐三重奏乐队，借助西方的
配器法，改编中国传统曲目。

每首曲子的准备时间约为
一周，其间，他们需要重新调整
分配声部、伴奏和旋律，让中西
乐器的调式相互配合。功夫不
负有心人，三人齐心协力，完成
了一系列古曲的改编，获得同学
和老师们的一致好评。

在丹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

会首届文化艺术节上，杨佳霖分
别邀请了来自匈牙利和美国的
朋友，一起排演《春节序曲》。“这
首曲子对于中国人而言，就像
《Jingle Bells》（铃儿响叮当）对
于西方人的圣诞节一样特殊。”
杨佳霖向外国朋友解释道。排
练到曲子的抒情部分时，外国友
人也不禁动容。“我想起了我的
家人。”说着，匈牙利朋友停下了
手中的单簧管。

自幼，杨佳霖由爷爷奶奶照
顾长大。二老都是教师，其中爷
爷是一名数学教授，闲暇之余，
他经常在家里哼起《在那桃花盛
开的地方》《沂蒙山小调》等歌
曲，这些曲目伴随儿时玩乐，勾
连起杨佳霖的童年记忆。在杨
佳霖心里，还有一首从小学三年
级留到现在的曲目——《黄河协

奏曲》，他希望可以在丹麦首演。
那时，爷爷买来了相关的琴

谱，却不知道当中曲子的编排完
全是专业院校的学生才能胜任
的难度，杨佳霖还记得最初翻阅
完的第一反应，“就像我刚学了
加减乘除，突然看到一道微积分
的题。”现在，他努力练习，希望
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爷爷的心
愿，“我很喜欢这首曲子，它代表
着我们中国人坚强不屈的意志，
我希望能让丹麦人民听听我们
黄河气势磅礴的旋律。”

谈及毕业后的规划，杨佳霖
表示将继续考取音乐博士的学
位，“一方面，我想把所学知识带
回到中国。另一方面，我希望能
够用钢琴这种西洋乐器来表达
我们独特的东方韵律，让外国友
人听到不一样的中国声音。”

在荷兰生活十年，如今 27
岁的刘彬煊正在莱顿大学攻读
国际关系硕士学位。留学荷兰
这些年，他以传扬优秀的中华文
化为己任，以乒乓球运动和篆刻
艺术为媒介，尽心尽力地担当着
一名中外文化交流使者。

刘彬煊五岁开始练习乒乓
球 ，是 个 忠 实 的 乒 乓 球 爱 好
者。留学荷兰期间，他参加了
当地举办的乒乓球比赛活动，
获第一届全荷留学生乒乓球赛
的第三名，还于 2019 年受邀参
加中国驻荷兰大使馆举办的熊
猫杯乒乓球赛和中国-比利时
乒乓球友谊表演赛。

在此过程中，他通过乒乓
球加深了与外国友人间的文化
交流。“西方人都比较慕强，而
中国的乒乓球水平是他们比较

认可的。他们通过认可你的球
技，转而认可你这个人，然后才
更愿意接触中华文化。我想，
这也算是‘乒乓外交’的一种延
续。”刘彬煊笑言。

刘彬煊身边，不少荷兰人
都很热爱乒乓球。“他们可以
做到每天都钻研球技，为了弄
明白一个发球技巧，他们会对
每一场比赛和训练进行录像，
然后对照录像反复地研究。”
刘彬煊以球会友，将赛场上的
对手变为比赛之外的朋友，在
谈天说地中实现文化的交融，

“通过这项运动，我得以向他
们介绍真正的中国，使得中国
的形象在他们脑海中立体成
型。”

乒乓球外，篆刻艺术也是
刘彬煊用以宣传中华文化的特

别形式。“书法篆刻更像是一种
艺术的交流。艺术是没有国界
的，书法的神韵和作品带来的
震撼感，令外国友人们印象深
刻。”虽然他身边对书法篆刻有
研究的人不多，但他仍想凭借
自己的努力，以篆刻推动文化
交流之路。

疫情前，刘彬煊曾作为全荷
学联埃因霍芬分会的一员，在校
园集市中用小篆写福字、刻章，
展示中国的传统文化。“外国友
人会来到我们的摊位前，向我们
询问这些汉字的含义。”在文化
交流的过程中，刘彬煊认为，外
国友人习惯以他们的视角看待
中国。因此，促进文化交流，重
要的是找出两国的共同文化，以
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构筑文
化沟通的桥梁。

“我们想在韩国开设一个平
台，分享中国舞和中华文化。”唐
靖雯是韩国汉阳大学舞蹈学专
业的在读博士。在韩国学习期
间，她接受了韩国舞蹈文化的熏
陶，也从另一个角度加深了对中
国舞蹈的思考与感受。综合考
虑过后，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携手创建了首家在韩中国舞教
学工作室，为华人朋友或外国友
人提供学习中国舞的机会。

“随着这几年网络社交平台
的宣传，中国舞的热度逐渐升
高。在这个工作室创办之前，我
们就有一个在韩中国舞的群聊，
后来有学生看到我们教学总监

在社交平台发布的舞蹈视频，提
出了学习的想法，就这样一步一
步地，几位小伙伴一起建立了中
国舞工作室。”唐靖雯介绍道。

工作室于2021年 10月开始
上课，分别设置有中国舞、古典
民族舞等课程。“在经过学习后，
很多零基础的同学身体协调性、
平衡性都提高了许多。如果不
是受疫情影响，我们还计划走出
教室，去韩国街头进行演出，并
拍摄视频发布到网上。”唐靖雯
如是说。

中国舞离不开中国文化，唐
靖雯在教学中也贯彻了这一理
念。“教学的时候，我们上课一定

会讲的就是动作原理、发力方式、
运动意识等，还有‘以腰为轴，以
胯为本，以脚为根’的概念，这些
都和中华文化息息相关。”她说，
这样的教学除了能起到普及中华
文化的作用，还能给因疫情暂时
无法回国的年轻人传递文化归属
感，“就像在异国他乡也拥有一个
大家庭的感觉。”

现在工作室让学生每学完
一个小舞蹈就进行视频录制，然
后根据个人意愿，可以在社交平
台上进行传播与交流。在未来，
唐靖雯希望能够带着舞蹈走出
教室，弘扬中华文化，吸引更多
的外国友人学习中国舞。

2021 年，在罗马美术学院
学习绘画五年后，1997 年出生
的洪羚乙策划了一场中意青年
艺术双年展，100位来自中国和
意大利的青年艺术家们在“云”
端的同一空间里，以作品触碰心
灵。从绘画到策展，跨界的流动
感不仅呈现在洪羚乙的画作里，
更呈现在她致力于促进中意对
话的步调中。

在这场中意青年艺术双年
展上，洪羚乙借鉴了近两年国内
比较火的3D虚拟展厅形式。艺
术图形、数字艺术与插图、雕塑
与装置……每一个“房间”承载
着一个“小世界”，观众只需点击

“房门”，便能进入到独立的虚拟
空间，进行 360 度全方位“漫
游”。具体作品呈现方面，洪羚
乙也花费了不少小心思：“我们
此次布展特意把中国和意大利
的青年作品混合展示。比起依
国籍划分作品，以创作类别进行
划分能模糊地域界限，展览效果
更好。”

参展的意大利艺术家Mar-
tha Micali形容这次线上展览为

“出乎意料的美好事物”。“希望能
尽快去中国，我正在享受这里的
虚拟之旅。”他在社交媒体上写

道。不少当地观众同样感到耳目
一新，向洪羚乙传达对中国青年
艺术家的喜爱之情，“中国青年艺
术家在绘画技法上非常扎实。作
品在这样的基础上融入个人想
法，视觉效果非常精美。”

从大三开始接触策展工
作 ，如今研二的洪羚乙已经参
与了五六场展览的策划组织及
协助。

2018 年，受到国内共享单
车的启发，洪羚乙以自行车为主
题开办艺术展，诠释自行车蕴涵
的环保理念。同年，洪羚乙还参
与策划一场新年庙会，把新年的
喜庆和中国的文化一起带进了
罗马美术学院。庙会上，意大利
朋友们穿上洪羚乙带来的唐装，
用毛笔写中国字，品尝同学们亲
手下厨的各地小吃，询问生肖甚
至成为中外友人见面时的流行
打招呼方式。

现在，担任意大利中国学生
学者联谊会主席的洪羚乙希望
自己继续深耕艺术展览领域，开
展更多中意青年相互交流的展
览活动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分享
活动，“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和博
洛尼亚市政歌剧院合作的艺术
项目，以中国京剧为主题。”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
能分割……”一阵熟悉的歌声悠
然响起。这里不是中国，而是距
离北京 7500 多公里的埃及开
罗。一群埃及孩子在这里写小
诗、学武术。在这些幼小的心灵
里，中国 56 个民族和 960 万平
方公里的辽阔土地，是每逢周
末，一期一会的朋友之约。这一
切还要从埃及留学生摆克成当
年的一次经历讲起。

2006 年，摆克成来到埃及
学习，在北非的这片土地上，度
过了他的本科、研究生生涯，还
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
天，在中国大使馆的活动现场，
华人华侨留学生的孩子们相
聚。在唱国歌的环节中，孩子们
熟练地唱起了埃及国歌。当被
问中国国歌怎么唱时，小朋友们
却摇摇头。摆克成惊醒：“不管
中国人在外学习得多好，我们的
国家情怀还不够。”

2018年 3月，他和几位中文
老师课后闲聊：“从事教师多年，
反而自家孩子在中文方面的学
习被耽误了。”“要不我们尝试先
搭建一个中文学习班，让我们身
边的小朋友学习中国文化。”已
经担任埃及中国学联主席的摆
克成提议。

消息一出，不少华人华侨家
长们兴冲冲地拉着家里的娃过
来。很快，三十多个不到六岁的

孩子走进了这家“中文课堂学前
班”，摆克成的孩子也在其中。

渐渐地，学联中文课堂的孩
子越来越多。如何真正让每一
位孩子接受到系统的中文教育
成为了摆克成眼前的一大难
题。2018 年 9月，真正的“埃及
学联中文课堂”诞生了。孩子们
平常在各自的学校上课，每到周
五周六（埃及的休息日），“早上
9 点到 11 点，下午 1 点到 3 点，
一节课 45 分钟，一天 4 节课。
整个学期的开学放假和孩子们
的学校同步。”摆克成说，这是为
了让孩子们感受到中文课堂也
是真正的课堂。

刚开始“中文课堂”只有70
多名学生，1个班 15个人，设学
前班和小学一、三、五年级。如
今，“中文课堂”有 110 名学生，
开设年级从学前班覆盖到初
三。课堂教学以国内九年义务
教育教材为主，辅之国学和中华
武术、广播体操等课程，累计为
超过 500 名旅埃侨胞子女提供
中文课程等教学服务。

目前，摆克成已在线上入职
吉林外国语大学，未来会回国担
任一名高校老师。对于“中文课
堂”，他形容这个课堂是“自家孩
子”般的存在：“我把它当作我生
命中最珍贵的一份事业来做，不
管我走到哪，这件事都不能丢下
来。”

年来，中国广
大留学青年身
在海外，心系

祖国，用自己的所学所
长，化身文化交流的使
者，在异域搭建起一道
道中外沟通的桥梁。
在建团百年和“五四”
青年节的特殊时刻，羊
城晚报推出青年节特
别策划·中国青年在世
界，邀请来自7个国家
的中国留学生，谈谈他
们努力推动中外交流
的动人故事。

从零到一
在开罗搭建起首个中文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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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人往的法国闹市，一人
一筝在其中穿梭。走到一处街
头空地，红衣少女架起古筝，接
好音响，施施然坐下，手起，落
弦，悠扬的中国乐曲从指间流
出，回荡在异国他乡。匆匆的行
人在曲声中驻足，围成一圈侧耳
倾听，浪漫的法兰西街头亦因此
拥有了一块中国音乐的天地。

这天地的中心，是一位中国
留学生，她叫彭静旋，4 年前来
到法国留学，现在正在波尔多音
乐学院学习竖琴。

“我在欧洲看过很多街头表
演，但却从未见过中国乐器的演
奏。”谈起在法国街头表演古筝
的初衷，彭静旋淡淡一笑，道出
简单的心思，“好像在国外大家
都不怎么知道古筝，我想用这种
方式给大家介绍中国音乐。”

于是，2018 年夏天，彭静旋
把陪伴自己十几年的古筝从湖
南带到法国。她身着国风服饰，
背起古筝，犹如女侠，又似使者，
怀着一腔孤勇与热爱走上了法
国街头。

“我第一次表演的时候，心
里挺担心的，我不知道外国观众
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反响。”彭
静旋回想起初次在波尔多大剧
院门口广场上的表演时说，那个
下午，她摆好器具，打开古筝，就
有人上前好奇地问这是什么。
开始演奏后，她投入了音乐的世
界。潺潺如流水的乐声在她指
尖拨动间流泻而出……

“因为弹古筝是要低着头

的，余光也没扫到人，我一度在
想难道没有人看我的表演？”一
曲终了，传来掌声阵阵，彭静旋
抬头起身致谢，才发现很多人自
发地围成一圈，为她的表演热烈
鼓掌，并投来赞赏的目光。她的
第一次街头表演，成功了。

从波尔多剧院广场到塞纳
河畔，从巴黎埃菲尔铁塔到罗浮
宫前，彭静旋在法国街头进行了
多场表演。如今的彭静旋已成
了音乐领域的一位“网红”，在抖
音 上 拥 有 九 百 多 万 粉 丝 ，在
Youtube 上的订阅数也超过了
五十万。她在YouTube上发布
的《倩女幽魂》播放量超 400 万
次，有海外网友留言说：“虽然没
有歌词，但能感受到音乐中的悲
伤。”“我仿佛听了一个中国故
事，粉红的花朵从树上飘落，人
们沉浸在爱情里。”人类相通的
情感在音乐中跨越了语言，引起
了广泛的共鸣。

在祖国日渐强盛的当下，彭
静旋表示，作为留学生的她更有
自信，也更有使命感将中华优秀
文化传播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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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一人一筝一曲
在法兰西街头征服听众

从绘画到策展
一位95后艺术家的艺术“漫游”

国粹无双
用乒乓球和篆刻传播中华文化

站在世界舞台
他发出中国之声

带着黄河协奏曲
他在丹麦奏起“中丹好声音”

一舞芳华 国魂生花
在韩国开中国舞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