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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國際交往
的日益廣泛，世界各國對漢語學習
的需求激增。漢語釋放出前所未有
的魅力，「漢語熱」熱遍全球。從
2004年開始，中國在借鑒英、法、
德、西等國推廣本民族語言經驗的
基礎上，探索在海外設立以教授漢
語和傳播中國文化為宗旨的非營利
性公益機構，取名為「孔子學
院」，廣受當地人歡迎。
2004年第一所海外孔子學院在韓

國首爾成立，截至去年，世界各國
已建立353所孔子學院和473個孔子
課堂，共計826所，分佈在104個國
家(地區)。
各地孔子學院充分利用自身優

勢，開展豐富多彩的教學和文化活
動，成為各國學習漢語言文化、了

解當代中國的重要場所。
孔子學院總部設在國家漢辦(國家

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孔
子學院開辦，並非如外界想像是中
方單獨操辦，而是以「外方申請、
漢辦審核、中方院校合辦」的三步
驟來辦學，並在不觸犯法律的基礎
上充分尊重學校自主辦學權。孔子
學院的基本模式是在各個外國大學
掛牌子，由中外大學合作辦學，如
瑞士孔子學院即由中國人民大學和
瑞士日內瓦大學合作創辦。而孔子
學堂則是面向中小學。正如國家漢
辦主任許琳所說，「短短數年間，
全世界都知道孔子學院，即使沒有
孔子學院的國家，從總統、政要到
一般的老百姓，也都知道了孔子學
院。」

全球104國 已設826所

J-1簽證乃非移民簽證

資
料
來
源
：
綜
合
內
地
媒
體

亞洲亞洲
30國(30國(地區地區) ) 
82所82所

亞洲
30國(地區) 
82所

非洲非洲
19國19國 24所 24所

大洋洲大洋洲
3國3國 16所 16所

美洲美洲
13國13國 111所 111所

歐洲歐洲
34國34國 120所 120所

非洲
19國 24所

大洋洲
3國 16所

美洲
13國 111所

歐洲
34國 120所

截至2011年8月
底，各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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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473個孔子
課堂，合共826
所，分佈在近百
個國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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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發難欲逐中國教師 中方促釐清簽證爭議

孔院遭「圍剿」

「躺 都能中槍」，是不少網民對美國驅逐孔子學
院事件的評價。本月17日，美國國務院文教局

簽署公告，針對孔子學院的教師、志願者以及辦學資
質。

美方態度逆轉 稱簽證可解決
依照公告，孔子學院持有J-1簽證的人員不能在公私

立小學、中學教學，並僅可留在美國本學年結
束，這意味 有51名中國教師必須在6月30日
前離開美國。另外，美方並要求孔子學院

必須申請認證，才可在其所在的大學
開展教學。事件在中美兩國引發
密切關注，中國外交部隨後介
入，稱希望能夠妥善解決此事，
不影響有關項目正常開展。

經過逾一周時間，美國務
院的態度出現逆轉。
發言人紐蘭在
當地時間
24日表
示，美

國非常重視美中兩國人與人的交流，這項公告不針對孔子
學院本身，而僅僅針對這些案例中簽證的狀態是否正常。
美方將盡量解決這個問題，盡量不要讓任何人被迫離開。

曾遭多國刁難 擴張迅速惹疑
孔子學院總部有關負責人向本報表示，目前事情已圓滿

解決，美方態度逆轉是因為中方佔理。中方是應美國學校
邀請開設孔子學院，教師們持有美國審批通過的J-1簽證，
這一類型的簽證已使用了10年。同時，孔子學院所在的美
國高校，都具有辦學資質，「美國甚至說不清該向誰申請
認證，他們提出的要求均站不住腳」。
孔子學院此番在美國「中槍」，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孔子學

院乃至中國文化機構在海外遭遇的困境乃至責難。孔子學
院總部總幹事許琳透露，從2010
年開始，美方就通過各種
渠道調查孔子學院，

調查內容

包括有沒有價值觀輸入。
這種刁難並非僅發生在美國。許琳表示，去年下半年，

孔子學院在德國就遭遇過激烈的「圍剿」，就在今年5月的
英國經濟政治學院，孔子學院也曾被發難，最後都是因為
當地合作辦學的大學堅定支持孔子學院而堅持下來。
2010年，時任日本大阪產業大學事務局長的重里俊行曾

直呼孔子學院是中國的「文化間諜機關」。而多家海外重量
級媒體都曾刊登報道，質疑孔子學院的資金來源和擴張速
度。
對於「間諜論」和「陰謀論」，孔子學院已多次澄清。副

總幹事趙國成明確表示，孔子學院所有在海外設立的學院
都由國外主動申請，而總部的理事會也不是中國的獨家機
構，而是有 多名外籍人士參與的國際化機構。
對於此番美國高調發難之後，孔子學院將如何應對，許

琳坦言「要迎難而上」，未來將堅持中外合作辦學模式，
「因為中國目前還沒有獨立(在境
外)辦學的實力。」

談及孔子學院在美國事件，曾在英國格
羅斯特學院擔任漢語教師的劉怡有切身感
受，她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美國此舉
是在給中國政府「找茬」，並非針對教師，
作為漢語教師，在國外會遇到很多困難和
問題，如歧視和不公平的待遇，應官民並
舉，支持民間組織和機構更好地普及和傳
播中國文化。

了解漢文化 方認知中國
「在國外教授漢語的老師一定要有優秀

的中國文化底蘊，才能吸引外國學生的興
趣。除了教授漢語，還要將中國的文化傳
遞給他們，外國的學生們喜歡有趣的課
程。」劉怡的學生大部分是已經工作的人
群，同時也有一些中學生，「我認為外國
學生還是很好教的，我的學生很多都是成
年人，他們的工作也並不需要會說普通

話，只是因為他們對中國的文化有濃厚的
興趣才來學習的。」
她表示，除了在倫敦有孔子學院外，英

國的很多學院和大學都有開設漢語課程，
同時也有很多私人教學中心，尤其是在倫
敦、伯明翰等大城市更是遍佈這樣的教學
中心，人數一般比較少，甚至有時會單對
單教學。　
劉怡表示，「在國外只有中國大使館，

但推出的相關活動比較少，宣傳也不多。
我當年在香港讀書的學校每年在英國都有校
友會，在歐洲也有分會，他們都會舉辦一些漢
語教育活動，但缺乏資金是最大的難題。」目
前，劉怡也在香港創辦了漢語教育中心，她
認為，中國政府應給予資金支持，讓民間
組織和機構能更好地普及、傳播中國文
化，讓外國人多了解中國文化，「只有了
解中國，才會真正的尊重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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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臨挑
美國驅逐孔子學院中國

教師事件，昨日出現大逆

轉：美方改稱驅逐是針對

簽證問題而非孔子學院，

並將「盡量不讓任何人被

迫離開」。這一引發軒然大

波的事件，雖已得到初步

解決，但仍難改中國文化

「走出去」面臨的困境，以

及不容忽視的中國文化交

流逆差。孔子學院總部總

幹事許琳直言，美方向孔

子學院發難絕非偶然事

件，也不是一個孤立事

件，孔子學院在歐美等地

曾多次被「圍剿」。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王曉雪

北京報道

文化走出去

美國向孔子學院發難事件，引

發社會以及學界的關注。多位專

家指責美方此舉是雙重標準，應

是由美國反華勢力推動進行的。

但同時，學界也出現反思聲音，

認為孔子學院的發展戰略應進行

調整，清除意識形態化，淡化官

方色彩，加大商業機構的參與力

度。

美國問題專家、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副所長郭憲剛表示，這次事件是某些人

把經濟交流政治化，除孔子學院教師簽

證問題之外，美國還對「學術資質」提

出要求，但德國的歌德學院、法國的法

語聯盟等在美文化交流機構卻不存在類

似問題。美國的雙重標準是對華不太友

好的部分人推動作出的決定，將中美之

間的文化交流政治化。

美持雙重標準 將文化政治化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察哈爾

學會主席韓方明表示，此次孔子學院在

美的遭遇既損害了一向自詡開放、包容

的美國國家形象，也因美方的決定傷害

了中國的感情，中國應當對美方的行為

予以反對，尤其是反對美方將孔子學院

意識形態化。中國將極為樂見未來雙方

能夠坦誠以待，提升公共外交能力，推

動中美文化教育交往回到正常的軌道

上。

韓方明指出，中國應反思為何如此眾

多的孔子學院中方教師「違背」了美國

簽證法律。但在反思之外，更應當看到

司法背後還另有原因。這一原因如不出

意外，即是美國把孔子學院當成了中國

傳播政治價值的符號，從而將孔子學院

的存在由以文化交往為主體的公共外交

層面，上升到了由官方行為主導的政治

層面，即把它意識形態化了。

韓方明認為，要化解此類困境，讓世

界了解到中國的善意，需提升公共外交

理念，讓孔子學院「接地氣」，適應當

地的文化、法律。應進一步完善海外孔

子學院的管理體系，科學評估發展環

境，採取有效的合作模式，選擇適當的

合作重點，發動不同類型的商業機構、

學術機構、民間社團等更多地參與到中

外文化教育交流中。「中國也應加大商

業機構前台參與的力度，借鑒法語聯

盟、歌德學院這兩大機構的經驗，即以

商業方式運作，政府在背後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王曉雪

需「棄官從商」適應當地現實

新聞通識

J-1簽證是一種非移民簽證，簽發
給前往美國參加美國國務院批准的
「交流訪問者計劃」的各類外籍人
士。目前美國簽發的J-1簽證有兩種

類別，一種是頒發給在美國中小學
從事教學工作的外國教師，另一種
頒發給到美國大學進行交流訪問項
目的外國教授、學者或大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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