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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在 南 非


许长 安

提 要 本 文介 绍 了 作 者 对 南 非 的

中
文教学 和中 文应 用 情

况所作 的
一

些 考 察 , 并


对 我 国 的 对外 汉语教学 提出 几点 看 法, 供对 外 汉语教
学 界

同 仁参 考 。


1 9 9 9 年 我 利 用 到 南 非 的 机会 , 对南 非 的 中 文
教

学
和

应
用 情 况

作 了

一些
考 察 ,

现
将 考


察 的 情 况介绍

一下。


南 非 的 大 学 , 至今 没有 中 文 系 或 中 文 专 业
, 目 前 只 有

两
所 大学

开 设中 文课程, 这就 是

南 非 大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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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非 大 学 位 于首
都

比
勒 陀

利 亚
, 它 的 前

身
是 创 办

于 1 8 7 3
年 的 好 望角 大 学 , 1

9 1 6
年 改


名 为 南 非 大 学 。 1 9 4 6 年 , 南 非 大 学开 始 采 用遥 距教 学 方 式 , 也就 是 函 授方 式 进 行 教 学 , 是

世 界 上第

一

个 以 函 授 方式 授课 的 大 学 , 也 是目 前 世界上规 模 最 大的

一所函 授
大 学, 南

非
华


侨 把 它 称为

“

空 中 大 学

”

。 南 非 大 学 现有 学生 1 2 万, 占 全 南 非 大 学 生 总数 总数 的 1 / 3
。 目


前 , 教 学 方式 除 了 传 统
的

邮 寄 讲 义
和

书 信 辅
导

以 及
短 期 的 面

授 和讨论外 ,
还

采 用 录 音 、 录


像 、 传 真 、 电 话、 电 子邮 件 等 方 式 。 南 非 大 学共 有 6 个 学 院 , 它 们 是: 文 学院 、 经济 与 管 理科


学 学 院 、 教 育 学院 、 法 学 院 、 科 学 学 院 和 神 学院 ,
可 以

授
予

学
士、 硕士、 博士学 位, 有 严 格 的


教 学 和考
试

制 度 。 南 非 大 学 的 中 文 课 程 在 东 方 语言 文 学 系 , 学 生对 象 是没有 学 过 中 文 的


初 学 者 , 现有 学 生 1 0 0 多 人 。 教 学 内 容 包 括 基础 汉语和 中 华 文 化, 自 编 教 材 ;
教 学

计
划 为


两
学 年 , 每 学 年

3 6
周 , 每 周

6
课 时 。 第

一学年 学 习 1 4 0 0 个 常 用 词 语 和4 8 0 个常 用 汉字 ,


使 学
生 学会

一些简 单 会 话和 阅 读

一

些 简 单
句

子 ;
第 二

学 年 学 习
1 2 0 0

个 常 用词 语和
5 5 0 个


常 用 汉宇 以 及2 0 0 个成语和
谚语 , 使 学 生 学会

生 活 实
用 的

会
话和

阅 读
短

篇 故 事 。


斯 特 伦 博 什 大 学 是 1 9 9 9 年 3 月 才 开始 开 设 中 文 课 程 的 , 设 在 现 代 外 国 语系 , 是一

个


初 级
汉 语

课 , 属 全 校 选 修 课 。 教 材 以 北大 的 《情 景 汉语会 话》 为 基 础 , 结 合 当
地

的 实 际 进行


教 学 , 教 学重 点 是汉 语 口 语。 教 学计 划 是
一

学 年 , 每 周 4 课 时 。 目 前 学 生2 0 多 人, 主 要是

南

非 本 国 的 学 生 。


除 了 以 上 两所 大 学 的 中 文课 程外 , 南 非 的 华 侨 华 人 学 校 都 开 设中 文 课程 。 约 堡( 约 翰

内 斯 堡 简 称 〉 国 定 学 校 是 南 非 最 早成 立 的

一所华 侨 华 人 学 校 , 创 办
于

1 9 2
3

年 , 到 现在 已 有


7 8 年的 历 史 了 。 该 学 校 包 括 中 学 和 小 学 , 现有 学 生 5 0 0 多 人, 其 中 华 侨 学 生 2 0 0 多 人 。


黑 人 、 白 人和 杂 色 人3
0

0
多 人。 中 文 是 该 校 的 必修 课 , 每 周 3 个 课 时 。 教 材 采 用 台 湾 提 供


的 从 小学 到 高 中 的 整 套 课 本 , 使 用 的 是 繁 体 字 和 注 音 字 母。 斐 京 ( 南 非 首 都
比 勒 陀 利 亚简


称 ) 华 侨 公 学 创 立于 1 9 3 4 年 , 包 括 从 学 前 班 到 高 中 部 , 目 前 全 校 学 生 有
1 8 0

多 人, 其 中 除


华
人 子

女
外

, 还
有 黑

人和
白 人 。 该 校 的 教 育 方 针 是

“

提 倡
华

文 教
育

, 推 广 中 华 文 化

”

, 致 力


?

 4 5  

?




,
将 中 文 列 为 必

修 科
目 , 并 不定 期 举 办

各
种 中 华

文
化

活
动 。 1 9 9 8 年 6 月 ,


该校 还成立中 文 班 , 专 门 教 学 中 文 。 除 了 以 上两所华 侨 华 人学 校 外 , 其 他 凡是 华 人 比 较 集


中 的 省 市 都 设 有 华 侨 华 人 学 校 , 教 学 中 文
, 例 如

东 伦
敦 华 侨 学

校 、 自 由 省 中 华 学 校 等 。 约
堡凯 森科 学艺 术 学 校 是 新 近 创 办 的
一

所 华 侨 学 校 ,于1 9 9 8 年 初 建 成 , 现 有 学 生 1 4
0

多 人。
该校 的 《招 生 简 章 》 说 :

“

凯 森
以

宏 扬 中 华 文 化 和
科

学
为

宗 旨 ,
以

满 足 社 会 的 需 求 为 目 标 ,
开


设多 方面 的
课

程 ,
将

系
统 地、 全 面 地 介 绍 华 人 实 用 、 急 用 的 文 化 科 学 知 识。 每 2 4 学 时 为

一


学期 , 每 门 课 持 续
一个学 期 。

”

课
程 包

括
电 脑

、 英 语 、 中 文 、 艺 术 和 其 他学 科 。

“

中 文 主 要 针


对 初 学 者 ,
通

过 1  

一

2 学
期

的 学 习
后

, 能
达

到 以 下 水 平 : (1 ) 能 用 中 文 ( 普 通话 )互致 问 候、 感

谢 , 介绍 人 与 物 ,

谈
论天

气
、 时 间 , 购 物 、 指 路 、 问 路 ,表达喜 恶 , 表达意 愿

,
表

示 赞
同 与

反 对


等 。 (2 ) 对有 中 文 会 话基 础 , 但 不能 读 写 者 , 每 学 期 将 会读 写 2 0 0 字 。 4 学 期 将 具备 读 报

能 力 。 教 材

采 用 北 京 语 言 文 化 大 学 专 为 海 外 华 侨 编 写 的 教 材 。 该 教 材 的 特 点 是采 用汉 语

拼 音 、 简 体 字 和 繁 体 字 三种 形 式 , 汉 语拼 音 形式 对只 想 学 中 文

口 语 者 特别 实 用 。

”

1 9 9 9
年

2


月
2 0

日 , 该 校 举 行
庆

祝
成

立一
周 年 活

动
,

中
国

大 使
馆 和 驻 约 堡 总 领

事
馆

官
员 出

席 。 庆 祝
会上,该校同 南 非 D ame lin  C o l l e
g

e 和 上海 宇 振 国 际 文化 进 修 学 院 签 订 三方 文 化 教 育 交 流


合 作 协议, 还 与 上 海 宇 振 学 院 举 行 姐妹 学 校 锦 旗 交 换仪 式。 随 着 学 校 的 发 展 , 5 月 1 6 日
,


凯 森 学校 又 向
前

迈 进

一

大 步 , 由

一

所
普

通 学 校 晋 升 为

一
所

综 合
性 学 院 , 校 名 也 改 为

“

凯 森


科 学 文 化 艺 术 学 院

”

。 该院 院 长 刘 红在 谈 到 学 院 更 名 的 原 因 时 说 :

“

适 应 社 会  求 , 进一

步


提 高 凯 森 学 院 的 实 力
和

教 育
素

质 , 是学 院 更 名 的 原因
和 推动 力

量 。

”

在 谈 到
教

学
情 况 时 , 她


说
:

“

汉 语 教 学
不

但 为 华 人 子 女 提
供

学 习 中 国 语 文 的 机 会 ,
也

同 时 为

一些南
非

外
交 官

和
与


中 国 有
经

贸 往 来 的 南 非 公 司
经理

教 授汉 语。

”

对 于
学 院 未 来 的 发 展 , 她 说 , 今 年 (

1 9 9 9
) 的

目


标
是

启 动
第

二 所 位 于 斐 京
的

分
院

,
明 年 则 要 建 设 凯 森 学 院 总 院

, 以
后

还
将 把 分 院 扩

展
到 德


班 、 开普 敦 等 地。 教 学 方 面是以

“

先
立

足 南 非 , 再 扩 展 海 外

”

为 中 心 , 首 先 要通过南 非 教育


部 门 的 各 项 评 审 , 发放
南

非 政 府 认可
的 毕 业证

书 ;
其

次要 与
南

非 各 大学 开 展联合 教 学, 进


一

步 提高
学

院
档

次 。 她 的 愿 望是

“

让 中
国 文

化
在 南 非

土 地 上
世 代 相

传

”

。


除 了 以 上正规 大 、 中 、 小 学 的 中 文 教 学 外 , 南 非 华
侨

华 人 社 会还办 了 许 多 中 文 班 。 因


为 南 非 教 育 部 门 规 定 中 学 生 必须 修 读 两 种 语言
,

方 可 晋 升 大 学 , 而
南

非 的
华

人 学 生

一

般
只


懂
中 文或 英文 , 但 教 育 部 门

又
没 有 提供

普 通中 文 教 学 , 所
以

华 人 学 生
只

好 报 考 英 国 伦 敦 大


学
G C E

( 普
通

教 育 文 凭 ) 考 试的 中 文 科 , 方 可达到 教 育
界

的
要

求 。 伦 敦 大 学 G C E 考 试的


中 文 科 考 试 内 容
一

般 包 括 中 英 文 翻 译 、 文 言 文 翻 译 、 中 国 历 史 、 作 文 等 。 为 了 适 应 拟 晋 升


大 学的 华 人学 生 参 加 中 文 会考 以 及一般人 学 习 中 文 的 要 求 , 南 非 各 华 侨 华 人团 体 普 遍开


办 中 文班 , 例 如 中 华 文 化 中 心中 文 班 、 华 心文 教 基 金 中 文 班 、 国 际佛 光会 斐 京 协会 普 贤 分


会 中 文 班 等 。


以 上 介 绍 了 南 非 的 中 文 教 学情 况 , 下 面 介 绍 南 非 的 中 文 应 用情 况。


南
非

人 口  
4

0 0 0
多 万 , 包括

黑
人、 白 人和 杂 色 人, 杂 色 人 指 印 度 人、 华 人等 。 南 非 的 官


方 语文 有 1 1 种 , 包 括 英 语 、 斐 语 和 黑 人语 言 。 英 语 是全 国 共 同 语 , 斐 语 是 白 人语 言 ( 即 南


非 荷 兰 语 ) , 黑 人语 言 有
9

种 。 南 非 的 华 侨 华 人 大 约 3 万多 人 , 主 要 居住 在 城 市 , 约 堡最

多 。 华 侨 移

民 南 非 始 于 2 0 世 纪 初 , 7 0
年 代 以 前 移 民 南 非 的 被 称 为

“

老 侨
8 0

年
以 后 移 民


南 非 的 被 称 为

“

新 侨

”

, 新 侨 中 包 括 台 湾 移
民 最 多 , 其 次 是 香 港 和 大 陆 。 华 侨 华 人与 南 非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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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侨 华 人 之间 使 用 中 文 。 口 语交 流
一

般 都 会 讲 普 通话 , 方 言 主 要 是 闽
南

话


和广
东 话 。 书 面 语 如 报 纸 是 繁 体 字 和 直 排 , 个

别
横

排 时 从 右 向
左 。 这 种 排 写 方 式 遇 到 阿


拉 伯 数 字 和 拼 音 宇 母时
,

非 常 赋 抢 , 阅
读

非 常 不便 。 这 种 情 况现 在 已 开 始 发 生 变 化 , 例 如


《华 侨 新 闻 报 》 1 9 9 9 年 6 月 已 改 为 横 排 。
为 此 , 我 致 函 该报 社长, 表 示 赞 赏 和祝贺 , 还向 他


们 介 绍 了 祖 国 大 陆 进 行 的 语 言 文 字 规 范 化 、 标 准 化 工作 , 并 寄 去 国 家 语 委 制 定 的 《 关 于 出


版 物 上数 字 用 法 的 规 定 》 和 《标 点 符 号 用 法 》 给 他 们 参 考。 过 后该 报 社 长 给 我 来 电 话 , 表 示


非 常 高 兴 和 感 谢 , 并 说 已 将 两 份

“

规 定

”

复 印 发 给 报 社 全 体 人 员 ,
要

求 他 们 参
照

执
行 。
通过 这 次 考 察 , 我 有

几
点 想 法 :


1
.

南
非 是我 国 对 外 汉语

教
学 领 域一

个
未 开恳 的 处女 地 。 虽 然 南 非 也 有 两 所 大 学 开


设 中 文 课
程

, 但 刚 起 步 , 规 模 很 小 , 而华 人学 校 的 中 文 教 学主 要是
面

向 华 人学 生。 中 南 建


交 后
,

随 着
经

贸 旅 游 的 发
展

, 南 非 人学
习 汉

语 的 需 求
也

已 提上日 程 。 我 在 考 察 中 ,
一些中


文 教 师 都 说南 非 许 多 人都 有 学 习 汉语的 愿望, 他 们 建 议我 国 应当 在 南 非 开展对 外 汉语教


学 工作 。 这 方 面 我 也有

一

点 体 会 : 我 到 南 非 ,

一

下 飞机
, 在 海 关 验证

时 , 黑 人关 员 看 到 我 的


护 照 ,
立

刻 用
汉

语 说

“

你
好

”

; 在 旅 游 点 , 小 贩 们 为 了 招 揽 生
意 , 看到 中 国 人

,
总 是 向 你 翅起


大 拇 指 ( 表 示 欢 迎的 手势 ) ,
口 里“

你 好 , 你
好

” “

谢 谢 , 谢 谢
”

说 个 不 停 。 这 也从

一

个 侧 面 说


明 他 们 有 学 习 汉 语 的 需 要。


2 . 对外 汉语 教 学 师 资 必须 具 备 双语知 识 结 构 。 我 在 考察 中 了 解 到 这 样
一

个 情况, 就


是
目 前 在 南

非 担 任 对 外
汉 语教 学 的 中 国 教 师 都 是 英 语专 业毕

业
的 ,

因
为 南 非 的 教 学语言


是
英 语 ,

只
有 熟

练
掌 握 英

语 才 能 进
行 教

学 ,
而 汉

语
专 业的

老
师 如 果 英 语 不过

关 就无
法

进行


教 学 了 。 但 是英 语专 业的 老 师 没 有 系 统学 过 汉语 专 业
,

专 业知 识有 所 欠 缺 , 教 学 质 量 就 会


受 影 响 。 例 如 这 次 考 察 中 他 们 就 谈 到 在 教 学 汉语拼 音 和 汉字 结 构 时 有 些疑 难 问 题就 无法


解 答 。 所以 对 外 汉语 教 学 的 师 资 既 要 有 汉 语 专 业知 识, 又
要

有 用 外 语 进行 教 学 的 能 力 。


3 . 我 国 可否 争 取南 非 的 中 文文 凭考试资 格 ? 上面介 绍 过 , 南 非 有一个 中 文 会考制


度 , 即 参 加 伦 敦 大 学 的 中 文 科 普
通

教 育 文 凭 考 试
(

G C E
广 . 这是

历
史 形 成 的 , 情 有

可 原。 现


在 中 南 已 经建 交 ,
中

国 是
否 可 以 通

过 外 交 途径 ,
争

取
南

非
的 中 文 普 通

教
育

文
赁

考
试资

格
?


如 是 , 这 既 有 利 于 南 非 的 中 文 教 学 , 也 有 利 于 扩 大 我 国 对外 汉语 教 学 的 影 响 。


4
.

在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和 对 外 文 化 交 流 中 应 当 充 分 发 挥 语 言 文 字 规 范

的
作

用 。 南 非的


中 文 教 学 和 应 用 历 来 采 用 的 是 台 湾 模 式 , 教 学 上用 的 是繁 体 字 和 注 音 字 母, 排 写 方 式是直


排 左 行 ( 横 排 也是从 右 向 左) 。 注 音 字 母在 对 外 汉 语教 学 上很不 方便 , 简 直 用 不 上; 书 报 直


排 左 行 以 及数 字 、 标 点 用 法 混 乱 ,也给 读 者 带 来 不 便 。 现 在 , 斯 特 伦 博 什 大 学 和 凯 森 学院


采 用 汉 语 拼 音 和 简 化 字 , 很受 欢 迎 ; 《 华 侨 新 闻 报 》 改 为 横 排 以 后 ,
面 目

一

新 , 对于 我 提供 的


数 字 和 标 点 用 法 规 范 很 感 兴 趣 。 这 说 明 ,语文 文 宇 的 规 范 符 合 学 习 和 使 用 中 文 的 人 的 要


求 , 是 很 受 欢 迎的 。 我 们 在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和 对 外 文 化 交 流 中 应 当 充 分 发 挥 语 言 文 字 规 范


的 作 用 , 让 外
国 朋 友 和 海 外 华 侨 同 我 们

一

起 共 享 我
国

语 言 文 字 规 范 、 标 准 化 的 成 果 。


( 许长 安厦 门 大 学 中 文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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