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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沙僧担子里挑的是什么

来自布隆迪的丹尼特别喜欢他的
中文名字，更喜欢这样介绍自己：“我是
来自非洲布隆迪的丹尼。丹是‘一片丹
心照汗青’的丹，尼是‘仲尼’的尼。”因
为他认为，汉语之美，美在诗词。

丹尼读了一些中文书，他最喜欢的
书就是《西游记》，而且，他还有自己的
思考。“《西游记》里的人物和故事都很
有意思。”丹尼对唐僧师徒四人的认识，
也与众不同。

丹尼有一个问题：“沙僧挑的担子
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呢？”他分析，担子
里装的应该不是衣服，因为师徒四人
从来没换过衣服；应该也不是食物，因
为师徒四人每次都是摘野果、喝露水、
找人家化缘。“我想应该是麻将，师徒
四人刚好凑一桌麻将。”说完，他自己
先乐起来了。

在外国学生眼里，中国的汉字博大
精深。丹尼在孔子学院曾经写过一个
字，是西安美食中的一个字，俗称“bi-
angbiang面”的“biang”字。

在采访结束时，记者感叹，丹尼就
是一位“中国通”啊。

喜欢中国历史，熟背《朝代歌》

“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夏商
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
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沿。
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
后，皇朝至此完。”

张口就来的《朝代歌》，让美国女孩
玫瑰浑身散发着自信的光芒。她让每
个人都感受到了她对中国历史和文化
的热爱。她希望通过参加“汉语桥”的
活动，认识更多热爱汉语、了解中国文
化的国际朋友。

玫瑰从 3岁开始学习汉语，6岁的
时候，她随家人来到中国旅行。“我在北
京的大地上写下过自己的中文名。”玫
瑰很自豪地说。今年她 16岁，通过“汉
语桥”活动再次来到中国，还第一次来
到中原大地的河南，非常兴奋。“我很高
兴，这次可以亲身体验古老的黄河文
化，去了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玫瑰喜欢汉语，她在美国上得是
国际学校，经常有中国的交换生在学
校担任汉语老师。因为喜欢汉语，玫
瑰家里也经常成为中国交换生的接待
家庭。“她们就像我的姐姐一样，经常
和我用汉语对话，我的汉语就是这样
好起来的。”

“我最喜欢《三国演义》这部名著，
最敬佩诸葛亮。他很有趣，会很多计
谋，特别聪明。”玫瑰说。已经上高二的
玫瑰想来中国上大学，更近距离地了解
中国，学习中国文化和历史。

希望有机会尝遍中国美食

16 岁的白丽来自美国，她的中文
名是妈妈起的。因为她的名字是 Lee，

而白色是纯真的颜色，所以，“白丽”这

个名字就成了她用了多年的中文名。

白丽家有 8个女孩，妈妈曾经在上

世纪 80 年代到中国进行工作交流考

察，从此对中国念念不忘，也把自己对

中国的喜爱传递给了孩子们。“我在纽

约曼哈顿出生、长大。有统计显示，在

那里，每天有近 800种不同的语言被使

用和交流。”白丽用中文很熟练地说，正

是由于这种多元化的社会环境，让她和

7个姐妹有机会从4岁就开始学习汉语

和中国文化。

白丽说她并不是家里说中文最好

的人，她的大姐在上海读大学，中文更

好。因为妈妈是医生，白丽将来也想当

一名医生，学成之后，要到中国来，参与

到中国贫困地区的医疗援助。

“我随着爸爸妈妈来中国旅行 3

次，参加这次‘汉语桥’活动，是我第四

次到中国。不过，是第一次来河南、来

郑州。”白丽说，“中国的美食品种丰富，

我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尝遍中国美食，

尤其这次来到河南、来到郑州，我一定
要尝尝河南著名的美食胡辣汤。”

爱唱中国歌曲的大男孩

《大中国》《中国话》《月亮代表我的

心》，这些耳熟能详的中国歌曲，来自澳

大利亚的博艺林也喜欢唱。虽然学中

文只有两年时间，但是博艺林非常喜欢

中国歌，经常自弹自唱为朋友们展示。

对博艺林来说，音乐无国界，他喜
欢中国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意蕴深

长。中国歌曲也成了他学习中文的一
个很好的练习口语的方式。

博艺林有一个大家庭，家里有10口
人，在他们兄弟姐妹8人中，博艺林是家
里最大的孩子。自从开始学汉语，学会
一些字词，就在家里说一说，时间一长，
家里人也受到了他的影响。

“现在，我妈妈能用汉语从 1数到
10。”博艺林很自豪，爸爸妈妈喜欢看中
国电视节目《非诚勿扰》，还喜欢看中国
电影。

不仅如此，博艺林每次看到最小的
妹妹，看到妹妹圆圆的脸庞，红红的脸
蛋，总是会给她唱《小苹果》：“你是我的
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听得多了，妹妹也特别喜欢“小苹果”这
个名字，知道了汉语。

在这个大家庭里，汉语正不断散发
着她的魅力，影响着这个大家庭的成员
去了解汉语、了解中国。

一封写给“汉语”的信

漂亮女孩贾晓珊来自美丽的非洲
明珠乌干达，她用一首小诗来表达自己
对汉语的喜爱，对中国的向往。

“汉语，你好。我们相识在春风十
里的三月。在那草长莺飞的日子里，我
决定尝试开始跟你相处。

汉语，你好。我们相知在木槿花开
的六月。随着岁月的逐渐深入，我开始
体会都越来越多的汉语，你那独特的魅
力和背后蕴藏着的神秘而古老的中国
文化。

汉语，你好。我们相爱在天国之
渡的九月。不得不说，那是我们最难
熬的一段岁月。你任性而又负责的汉
字，就像那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
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尽管如
此，我还是决定坚持不懈跟你的‘臭脾
气’斗到底。

汉语，你好。在那风起云涌的日子
里，我们从相识、相知到相爱。衣带渐
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汉语啊，你若晨光，破我拂晓。”

每天至少一小时学习汉语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
风’，感谢汉语让我了解那条穿越千年、
绵延万里的古老丝路，感谢‘汉语桥’让
我看到了文化的多元与世界的广阔。”
匈牙利的马宏博用一口流利的汉语讲
述了自己与中国诗词的不解之缘。

17 岁的马宏博学习汉语已经 10
年，来过中国 8 次，可以说是一个名
副其实的“中国通”，而这次参加“汉
语桥”更是让他“欲穷千里目，更上一
层楼”。

马宏博是他所在学校首届“中国大
使奖学金”的获得者，参加过学校多次
高规格的接待活动。2018 年他参与
《爸爸去哪儿》匈牙利的节目录制，并在
节目中朗诵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

“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非常感兴
趣，小时候看过中国的电视剧《包青
天》，觉得非常好，我就下定决心要学好
汉语来到中国，感受中国人的生活。”说
起为什么要学习汉语，马宏博这样告诉
记者。

“我天马行空，愿为大家效犬马之
劳。”马宏博用自己名字中的马，来说明
自己开朗乐观的性格，用两个成语表达
了自己愿意用更多的热情为匈中友谊
做出更多的贡献。

名字和中国诗词都有关系

来自葡萄牙的女孩温秋月和多数
选手一样，都有着“到中国看看”的梦
想，梦想实现之后她又开始了对神秘东
方新的探索和追求，“乘坐高铁，用微信
和支付宝来逛街消费”。

“中国有个词人温庭筠，我喜欢他
的词，这个姓就和他的一样。”温秋月活
泼开朗，介绍自己的名字时提到了中国

“花间词派”的鼻祖温庭筠，“秋月”两字
也立刻有了中国诗词花间月下的典雅
意味。

最喜欢郎平和“女排精神”

17 岁的郑彦柯来自马可·波罗的
故乡意大利，学习汉语 4年的他对中国
文化一往情深，现在还把清华大学当作
了自己的留学目标。

一部《马可·波罗游记》曾唤起无数
人对中国的向往。“几百年后的今天，当
代中国的无限活力又吸引了当代年轻

人的目光。”郑彦柯说，学汉语让他找到
了自己的梦想，那就是去探索世界的丰
富与多样。

郑彦柯喜欢运动，最喜欢的项目是
排球，最喜欢的中国名人则是中国女排
总教练郎平，意大利有很多人知道“铁

榔头”这个称号。

“郎平和意大利也有着不解之缘。

她曾经来到我们意大利工作，带领

Modena 队获得意大利冠军和欧洲冠

军，她对我们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体育

本身。”郑彦柯介绍，自己最佩服郎平和

女排队员的“女排精神”，“那就是团结，

拼搏，坚韧”。

这是郑彦柯第四次来到中国，却

是他第一次来到郑州，中原人民的热

情好客让他对中国文化有了新的感

受，而中国悠久的历史也让他和家人

大开眼界。

“我的名字里有‘郑’，我和郑州有

缘，我很喜欢这座城市。”郑彦柯说，受

中国文化以及自己喜欢中国文化的影

响，父母和姐姐都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

另一个家，现在一家人和中国发生着不
同的故事。

2018年，60岁的妈妈跟随郑彦柯
到上海留学，从拼音 bpmf一点点地学
起，感受着汉字和意大利文的不同，还
练起了太极拳，而饱受病痛折磨的姐姐
也将治疗转到了中国，现在有充分的信
心战胜病魔。

汉语这座桥圆了她的中国梦

“最初爱上汉语，是因为汉字，它
们字体多样、美得像画，横竖铿锵、撇

捺柔美、点折中庸，它们是汉字也是文

化，从认识汉字到中国，只是一座桥的

距离。”

莉莉来自俄罗斯城市圣彼得堡，学

习汉语 4年的她沉浸在对中国文化的

喜爱之中难以自拔，持之以恒的努力和

兴趣，也让她的中文书写和语言交流变

得越发流畅。

这个俄罗斯女孩曾经的梦想是到

中国来，现在“汉语桥”让她实现了这个

梦想，神秘的东方文明古国对她来说不

再是图片和视频，洁净美丽的郑东新区

让她喜欢上了郑州这座城市，也让她感

受到了更多的快乐。

“现在我真正地走近了它，感受它

的文化和民俗，了解它的过去和现

在。”莉莉希望品尝更多的河南美食，

去到更多历史悠久的地方，去看去听

不同的中国故事，让自己的中国之行

更加丰富多彩。

“老师说‘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

人不识君’，我想做到的是‘努力学习中

国话，天下人人都识君’。”她希望以后

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到中国，在今后的学
习和工作之中，携手汉语圆最初之梦，
携手汉语圆未来之梦。

勇敢追寻自己的“中国梦”

“既来之，则安之”，19岁的荷兰选
手陆尤金在演讲中熟练地引用《论语》
中的话，没有人会想到他学汉语仅仅三
年，这是他第二次来中国，第一次来到
郑州。

“我真的非常热爱中国，不仅是因
为我学了汉语，因为我在荷兰的时候，
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
机，刷刷微博。”陆尤金说。“我学会的
第一首中文歌是林俊杰的《那些你很
冒险的梦》，我觉得歌词写得非常好，
我很喜欢。”

最想读的大学是清华大学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选手刘陈凰有
一个梦想：希望可以来中国读清华大

学。她学习汉语已经 10年了，和中国

有着不解的情缘。

“我爷爷的妈妈是福建人，爷爷

从小就希望我可以来中国留学，并且

经常给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所以我

对中国和汉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刘陈凰对记者讲述她如何喜欢上学

习汉语的。

“我的名字也是爷爷起的，因为我

的妈妈姓陈，所以爷爷就给我起了这个

名字。”刘陈凰说。

“我们的学校里有很多从中国来的

老师，我非常喜欢与他们交流。”今年

16岁的刘陈凰正在读高三，明年就要

考大学。“我的梦想是来中国读清华大
学。”

汉语搭“桥”共逐梦想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勤 王红 汪永森 翟宝宽 文 马健 周甬 图

知道《西游记》里的沙僧挑的担子里装的是什么吗？参加第十二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
赛的选手有自己的思考。

在昨日进行的“过桥赛”演讲环节，来自五大洲的外国中学生选手妙语连珠，引来阵阵掌声。他
们，有的活泼，有的幽默，有的喜欢中国历史，有的喜欢中国文化，有的喜欢中国的科技发展，不尽相
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热爱汉语，心中有一个最美的“汉语梦”。

美国选手玫瑰美国选手玫瑰

匈牙利选手马宏博匈牙利选手马宏博

保加利亚选手贝甜保加利亚选手贝甜

朝鲜选手李裕真朝鲜选手李裕真

（上接一版）诙谐的语言让人忍俊不禁；有的选手则娓娓道
来，生动细腻。

“你最喜欢那一道中国菜？”“你印象最深的中国名人是
谁？为什么？”面对评委提问，选手们沉着冷静，即便遇到

“难题”，也能随机应变，充分展示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
解，优秀的应变能力和知识储备赢得接连不断的掌声。

赛场内，大家是对手；赛场外，我们是朋友。在这里，能
和不同国家的同龄人分享学习汉语的经验，感受文化交流
的快乐，让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少年们喜悦而感慨。

选手们表示，“汉语桥”是一座文化之桥、友谊之桥，他
们在这座“桥”上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留下了难忘且珍贵的
回忆。希望未来能用汉语架起与世界的友谊之桥。

“过桥赛”主题演讲比赛展开角逐

五大洲选手“汉语桥”上
讲述汉语之美分享学习经验

乌干达选手贾晓珊乌干达选手贾晓珊

美国选手白丽美国选手白丽

科摩罗选手拉一莎科摩罗选手拉一莎

选手风采

选手风采

印度尼西亚选手刘陈凰印度尼西亚选手刘陈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