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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学们一同来到罗马尼亚
已有一周光景，在罗的生活也算
步入正轨，几次出游活动也让我
对首都布加勒斯特有了初体验。
秋天的罗马尼亚有着她独特的美
丽，不难理解为何故人称之为“小
巴黎”。似乎是我贪恋这与北京完
全不同的美景，所以每天上学时
都会刻意避开公交地铁而独辟蹊
径。先沿着蜿蜒的登博维察河岸
漫步，这条河流就如同她的名字
一样动人，她静静流去穿过整个
布城，清晨的阳光就像在河面上
撒下一把碎金子。再转入一条林
荫小道，踩着金黄的落叶不时发
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走着走着，不禁让我回想起
这半年的忙碌，今日总算尘埃落
定，各种公证手续都满可以抛在
脑后。回想起从首都机场的起飞
之夜，即将和同学们奔向一个曾
经近乎陌生的国度度过一年时
光，那份激动依然存于心中。在未
来的一年中，能够遇到更有趣的
人或事，能够结交罗国的朋友，又
怎能抑制住这份激动呢？

布加勒斯特有着欧洲式的现
代，同样也有着社会变革后残存
的落魄。但布加勒斯特大学似乎
更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看着从这
里走出一批又一批的学生，静观
他们对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的改
变。在布加勒斯特大学，有着这样
一批人，他们似乎和我们一样，却
又完全相反。他们来自布大中文

系，我想，与他们的结识或许是我
们在罗马尼亚最美妙的事吧。我
们相互结成“语伴”，每日课后一
起学习聊天，或许这样的学习方
式再好不过了。

到罗马尼亚已经过了两天，
我却依然没有真正用罗语和罗人
交流过。或许是没有找到机会，但
更多的是不敢张口。虽然在国内
学了整整一年的罗语，但忽然间
来到这里，看不懂与听不懂依然
使我非常苦恼。在第三天的清晨，
我在宿舍门口的信息板上看到了
一个中文的便条，着实令我激动
了一下。上面用并不十分漂亮的
汉字写着“我是中文系二年级的
学生，如果你想学习罗语，可以找
我。”，我没有过多犹豫，直接发去
短信问对方是否愿意一起学习，
当时只是觉得这是个认识当地人
的好机会，再言能够找到中文系
的学生想必更是难得。

她的中文名字加兰，是一个
浑身散发着学术的气息的姑娘，
似乎还有那么些许儒家文化熏陶
的影子。因为喜欢中国文化，所
以选择了中文专业。当晚与她的
会面给了我一个重新审视自我的

机会，因为，她的中文实在太好
了。同样是学了一年对方国家的
语言，我们几乎完全可以用中文
交流，而我的罗语却总是磕磕绊
绊，总是不能很好的表达出我想
说的意思，况且中文又是这么的
难。的确令我有些羞于说自己已
经学了一年罗语，甚至不好意思
说自己是罗语专业的。同时我又
十分庆幸能遇到如此优秀的学
生，也许她的优秀会给我更多的
激励。

兰教起罗语来真的很像一位
老师，我们一起去了布大法学院
的教室，她帮我改正了这天听写
的错误，有根据新学的单词教给
我几条非常地道的短语，然后又
一遍又一遍地纠正我的语音。同
样我也很努力地将同样的中文知
识返还给她，在接受与给予的同
时，我渐渐感受到语言的转换是
如此的迷人。有时候两国的谚语
是那样的相似，有时候却词同意
不同。正是这样的方式，让我唤
起了对陈旧知识的记忆，罗语也
越说越好。法学院那森严庄重的
氛围与那古老的历史气息令人静
心求学，让我十分想研究好这门

学问，这门语言。在回宿舍路上，
一边中文，一边罗语，就这样我们
聊了很久。布城秋风萧瑟的夜晚
依然飘零着落叶，月光洒在登博
维察河面也显得波光粼粼。

通过兰，我又认识了安娜与
米哈伊。安娜是是她中文系的同
班同学，而米哈伊则来自历史系
的小伙子，由于酷爱中国文化，大
学期间历史与中文双修，中文说
得也相当不错。同样我也叫来了
罗语班的同学们，大家随意聊着
天，从天南侃到地北。我们还拿出

以前写过的罗语作文让他们重新
批改，虽然很多地方并没有语法
错误，但是这样写或那样写也许
更为地道。小小的宿舍，俨然正召
开着一场中罗青年交流的茶话
会，大家其乐融融。兰还给我们带
来了“礼物”，是她写好的罗语字
帖。她的小老师气质马上又体现
出来了，就像给小学生留作业一
般，严格要求我们的罗语书法写
出罗国特色。

周末的晚上，我们几个人做
了一次小小的城市夜游。一同逛
了从前只在课本上看到的大学中
心图书馆，国家剧院什么的。我们
还去了布大不同的学院，米哈伊
还不时介绍着经验，告诉我们可
以去蹭蹭哪些有意思的课程。我
们大家约好礼拜日一起去东正教
堂做礼拜，约好每周一起出来学
习聊天，还约好一起做顿中罗混
合大餐。

走在市中心，看到现代的洲
际酒店与古老的大学隔街相望，
历史的建筑与闪烁着霓虹灯并
存，而这一切让我感觉不再陌生，
似乎有了更多的亲切感。老人们
在广场上跳着传统民族舞蹈，更
让我嗅到了这城市上空一股浓浓
的人情味。

通过“语伴”朋友，让我们能
很快的融入这座城市，这个国家
的文化中去。或许与他们的相识，
正是我们在罗国留学最美的际
遇。

来罗已有两年半，时光飞快，我并没
有觉得离开中国已经这么久了，即便到
了现在，每一天，我都还能从在罗马尼亚
的生活中获得有趣的发现，并习惯着不
时与中国的现象做着对比，这样来感受
异域文化的气息和魅力。

明显区别于亚洲文化，特别是中国文
化的罗马尼亚文化，属于典型的东欧文化，
主信仰宗教是东正教，民众脾性多温和有
礼，乐善好施，生活态度质朴，又因是古罗
马帝国后裔与本地达契亚人结合衍生出的
后代，人性中又带有罗马人式的热情浪漫，
重视生活享受和精神愉悦，这从当地人那
混合着东方人肤色、发色和西方人体型的
样貌中可窥一二。由古至今，这里就是一个
东西方文化交融碰撞的历炼场，接纳包容
着不同文化，这也是我所在的锡比乌市的
魅力所在，能在2007年与比利时的布鲁塞
尔共同登上“欧洲文化之都”宝座，就是对
锡比乌城市文化魅力最好的诠释和肯定。

我热爱着这座城市，也热爱着在锡
比乌孔子学院的工作，更热爱这份志愿
工作给自己带来的莫大快乐和满足。一
开始在接触孔院工作的时候，我总觉得
压力很大，刚毕业后的我尚无工作经验，
而在海外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任务又
是如此重大，怕稍有疏忽或松懈，就会给
大家工作带去很多不便，更重要的是担
心影响到当地人对中国的热爱，不免态
度紧张起来，想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完美，
想怎样才能很好地维持着自己作为一个
文化传播者该有的举止言谈和风度，想
每一场介绍中国文化的活动如何尽善尽
美地完成，以致于自己忽略了与罗马尼
亚人的交际，而所谓的活动效果亦没有
想象中那么令人满意。

幸运的是，我及时发现了自己的偏
见，因为刚开始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
那样的心情和感悟，我们常常促膝长谈，
抒发疑惑，一起商量解决，大家的感情也
就在一日日的工作交流中慢慢累积起
来，变得越来越深厚。我也慢慢意识到，

做好孔院工作的前提，首要在抓住人心。
我们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首先要树
立起中华文化的亲和力与感染力，而志
愿者们的笑脸与真诚就是最好的名片，
从罗马尼亚人感兴趣的中华文化宣传做
起，如果我们志愿者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推
广的文化有意思，那怎么让别人来喜欢
呢？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罗马
尼亚人先从朋友做起，与朋友们互相交流
学习，先从认识了解罗马尼亚文化做起，
寻找两种文化和谐交流的桥梁，然后将文
化差异引发的奇思妙想应用到汉语和文
化教学中，又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汉
语推广事业任重而道远，中华文化的海外
传播需要每一位志愿者的“感情、热情、激
情”与不懈的坚韧努力，就像孔子所讲的
那样“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现在的我们，早已与罗马尼亚好朋
友们打成一片，各类活动期间，忙进忙出
的总有他们的身影，每年的暑假夏令营
活动都是一场浩大的中罗友谊之旅，旅
程中我们一起学唱中国歌，看罗马尼亚
各类文化风景，听他们讲解动人的风俗
历史故事。我们一起住一个房间，互相学
习语言，现在的我们，有了很坚定的汉语

“粉丝团”和一大帮“中国迷”、“太极迷”，
罗语老师还曾经常到我们的宿舍进行

“中罗餐饮文化”交流。
我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快

乐，同样也在工作中体验到了成就和满
足，现在的我感受到的是，罗马尼亚人友
好温和，他们天生热爱文化，所以不必担
心中华文化的推广会有什么大的困难，
亦不会有人刻意刁难我们，反倒是作为
汉语传播者的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轻松
快乐的心态来工作的话，接受文化的人
可能会敏感感受到大家的紧张，受到困
扰，以致会影响活动效果，事实上，中华
文化博大精深，魅力深广，我们应该是非
常自信地去宣传它。一直像这样保持这
颗热爱工作的心，我们的汉语推广事业
一定会越做越好！

隔街,在雅西商业街的一个小百货商店的
门上，突然看见两个“虎”字,我很是惊喜。穿街
进入商店，见到的却是一个罗马尼亚老人。当
我问起“虎”来由时，他告诉我，去年是中国“虎
年”，所以他卖中国的“虎”字，卖得不错，现在
还有一点儿存货，9类（18）元人民币一个。心中
有些失落，原以为在这个商店能看到勤劳的中
国人，但这也让我感受到的祖国在这个遥远的
国度的一个小城的存在。

在雅西我感受到了罗马尼亚人
对日新月异的中国热情，仿佛整个世
界都睁大了新奇眼睛的看着中国。

走在雅西的大街上，时常有人
和我说“你好！”罗马尼亚人对中国
人很友好，尤其是五十岁以上的老
年人。他们见到中国人，眸子里闪烁
着欣喜和亲近。这种友情让你感到
是那么真诚、纯洁，根本不携带一点
点私利，就像是对一个多年不见远
方的朋友。中国和罗马尼亚曾经同
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曾经在国际舞
台上互相帮助。但是老年人对中国
的印象仍然留在过去，一次在菜市
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和我热情
地握手，用手比划着老式的火车。他
们以为中国人然非常贫穷，交通非
常还很原始。

在雅西大学有一个老教师，鬓发
斑白。当他得知我是中国人，他拉着
我的手，说起来没完。70年代，在中国
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过，上班骑自行
车，一次还被汽车碰了。北京给他留
下了美好的记忆。

青年人对中国的认识还是比较客观
的。在公交车上，和库匝大学的一对学生闲
聊起来。我问毕业后工作好找么？他说很难
找，他打算去英国找工作。受金融危机的影
响，罗马尼亚工人的工资去年降低了三分
之一，经济很不景气,年轻人都去国外打工。
谈到中国北京、上海，他说很漂亮，他们从
电视上看到了介绍上海世博会的专题片，
一改过去对中国贫穷落后的印象，他们知
道中国是美国的最大的债权国。我问他最
喜欢哪一个国家，他说“日本”。听后很是失
落。我问喜欢不喜欢美国，他说不喜欢，因
为美国总在发动战争。仔细想一下，罗马尼

亚对日本的喜爱可能出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日本的发达和先进，在罗马尼亚街头跑
着很多日本的汽车,这些汽车很贵,质量很
好。第二、来自神秘陌生，日本属于亚洲黄
色人种，巨大的文化差异让他们对日本有
很大的神秘感。第三、电视宣传，在电视上
经常放映东京的繁荣和发达。在从他们嘴
里说出的是日本，不是中国的时候，心里有

一些酸楚的感觉。如果他们说最喜欢的
是英国、法国，也许不会有这种感觉，而
说出日本却很不是滋味。

罗马尼亚人对中国的态度在改变，
因为中国自身发生了巨变，中国在用自
己的变化影响着世界。在罗马尼亚这个
东欧小国，能处处看到中国的商品。在罗
马尼亚雅西的中心广场边上有一家卖中
国瓷器的商店，里边是很漂亮的艺术陶
瓷，价钱却很便宜。在他的商业街上，到
处充斥着中国的衣服和鞋帽。据说雅西
有九家中国人开的饭馆，五六家中国人
开的小商店。

河南的东方红拖拉机厂在这里设
有经销处，秦阿姨已经在雅西卖了十年
的东方红拖拉机。但是凌工程师谈起自
己的拖拉机却不是很自信，在雅西的拖
拉机展览会上，他不好意思把自己的拖
拉机摆放在日本、德国、美国的拖拉机
边上，因为我们的拖拉机在人家面前好
像是玩具。但是我们的拖拉机还是有竞
争力的，那就是价钱。

罗马尼亚年轻人认识中国的成龙、
李连杰、章子怡。在电影院门口我看到

了一个成龙的海报，是成龙和美国一个童
星合演的一部电影。在雅西最大的商场里
的电影放映厅里，我看到了周杰伦演得一
个最新的电影。我的一个女学生给我看了
她写的一个纸条，我很是惊诧，因为上边是
《诗经》中的一首，我給她一句一句的读完
后，她却用清亮、甜美的声音唱了起来，原
来是章子怡唱的一首电影插曲。

在雅西，祖国很远；但是很近。我时刻
能感受到她的存在，她在经受了百年的战
争后，在以惊人的速度前行！虽然，现在她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她同样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我时刻祝福着祖国，并
努力让她更加强大！

和罗马尼亚同学一起学习
文/王中豪（北外罗语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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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热爱的锡比乌
文/孙百芳 (锡比乌孔子学院汉语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