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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当前，人类社会面临各种威胁，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倡议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

积极响应。汉语国际教育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应该有所作为。这是由汉语国际教育的使

命和性质决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仅为汉语国际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也为汉 语 国 际 教 育

的发展注入了动力，提供了更友好的外部环境。因此，汉语国际教育要在新时代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服务，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智慧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８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内瓦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

级别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向世界阐释了“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意义，并提出了中国的倡议。这一倡议得到了世界各国领袖

的高度评价，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共鸣，因为这个倡议触及了全世界人民共同关心的主题：繁

荣与发展。人类社会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面临着各种威胁：环境污染威胁、战争

威胁、核威胁、疾病威胁、食品安全威胁、贫困威胁、经济危机威胁、非传统领域安全威胁、恐

怖主义威胁、单边主义威胁等等，因此各国人民应该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

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
汉语国际教育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是应该有所作为的。

一　汉语国际教育的使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汉语国际教育这个学科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这样的使命：在全球范围内教授汉语，传
播中国文化，促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习近平主席（２０１７）指出

“冷战结束后，各方最殷切的诉求，就是扩大合作，共同发展”。发展需要合作，合作的前提是

彼此信任，而信任的基础是相互了解，要相互了解则需要有共同的交际工具。语言恰好就是

这样一个交际工具，它是人们彼此之间交流最简便有效的工具。近年来，英语几乎成了全球

通用的语言，但是也并非所有国家都通用英语，联合国的工作语言除了英语之外还有法语、
俄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汉语，而汉语又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世界各国人民希

望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愿望日益强烈，因此汉语国际教育在当前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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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合作、国际交流不能仅仅依赖英语。中国的学生在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其他民族

的学生也在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正是这个背景催生了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的诞生，促进了

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的发展。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正在经历历史性的伟大复兴，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政治联系、经济联系、贸易联系、文化联系正在加强，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

够走近中国，近距离地观察和了解这个东方大国所发生的变化；也有一些人希望走进中国，
与这个古老又年轻的国家及其人民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当然也有一些人对中国的和平崛

起持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中国威胁论一时甚嚣尘上，即使是这些人也迫切地希望了解中

国。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必须懂得这个国家的语言，否则就会雾里看

花。我们看到一些不懂汉语的中国问题“专家”所发表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难免会隔靴搔

痒，偏见多多。在这种国际环境和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当有所作为。
应该说，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兴旺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是分不开的。王祖嫘和吴应

辉（２０１５）所撰写的汉语国际传播发展报告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清醒地看到，“一带一

路”倡议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响应，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障碍，其中语言障碍和

文化障碍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不了解这

种话语体系就会产生偏见和误解，甚至产生敌意。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使命就是要为人们

扫除语言障碍和文化障碍，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合作和交流更顺畅，让偏见和误解越来

越少，让理解和共识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来说，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汉语国际教育。
关于汉语国际教育的使命，并非所有的学者都有共识。胡范铸、陈佳璇、张虹倩（２０１８）

最近撰文，就“何为汉语国际教育？”和“汉语国际教育何为？”两个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引起

学界的争论。此前，胡范铸、陈佳璇（２０１１）曾针对“汉语教育教什么？”的问 题，提 出：“决 定

‘教什么’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为什么教’”，而“我们为什么教汉语”？“首先就是促进世界和

平。语言是沟通的最好的工具，是构筑世界和平的最好的工具，也是构筑多元文化理念的最

好的工具。”说语言是沟通的最好的工具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想说的是，语言固然可以促

进世界和平，但是如果把语言界定为“构筑世界和平的最好的工具”则大可商榷。构筑世界

和平的力量有很多，政治的力量、军事的力量、经济的力量、外交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哲学的

力量、宗教的力量、科学的力量等等，这些都是重要因素，相应地，构筑世界和平也需要各种

工具：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文化的、哲学的、宗教的、科学的等等，语言这个工具只是其中

之一。
汉语国际教育的使命归根结底还是语言教育（赵金铭，２０１３）。语言和文化是一体两面

的，没有谁能够把语言和文化彻底分开，这是由语言的属性决定的：语言是符号体系，而每一

种语言的符号体系都带着文化的烙印，都是这种语言的共同体集体认知的结果，都是文化的

载体，这是语言的“体”。语言也是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我们在使用一种语言思维和交际的

时候不可能不受这种语言影响，这是语言的“用”。不论是语言的体，还是语言的用，都离不

开语言背后的文化。语言中隐含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和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而这种价值

观念往往是习焉不察的（崔希亮，２００５：３３－７９）。所以汉语国际教育不必把“文化传播”特意

突出出来，因为学习一种语言不可能不涉及这种语言所负载的文化内容，这是不言而喻的，
也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基本立论。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把传播推广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当

作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很多国家是只做不说。如果把汉语国际教育与“传播中国文化”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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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起来，很有可能会给汉语国际教育带来不必要的障碍。我们注意到，前不久美国国家安全

委员会对孔子学院进行听证，这证实了我们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语言教育和文化传播是

自然而然的过程，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推广”和“传播”都有点“强加于人”
的意味，弄不好只会南辕北辙。陆俭明（２０１６）曾经指出“必须清醒并明确，我们自身担当的

最主要、最直接的任务是想方设法帮助外国的汉语学习者尽快、尽好地学习、掌握好汉语，特
别是汉语书面语。汉语国际传播或者说汉语国际教育不能偏离这个核心任务，要摆正汉语

教学与文化教育的关系问题。”应该说这个看法是十分清醒和中肯的。我们必须清楚：教育

与宣传是两码事。教育是百年大计，是久久为功的事，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浮躁喧嚣，不能指

望毕其功于一役，更不能见异思迁，随风摇摆，赶时髦，追时尚。教育工作者当有定力，这种

定力来自于文化自信。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对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之所以能够引起世界各国的热烈反响和共鸣，是因为这一理念的提出顺应了世界发

展的大势和潮流，“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世界的大道理”（叶小文，２０１６）。汉语国际教育也应顺

势而为，把“我们要推”变成“他们要学”。因此我们应该研究汉语国际教育的内生动力和外

在吸引力。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动力

任何一个学科或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有内生动力和外在环境，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汉
语国际教育既 是 一 个 学 科，也 是 一 项 事 业，它 的 发 展 也 需 要“天 时、地 利、人 和”。卢 德 平

（２０１６）提到“一种有效的汉语国际传播，需要考虑到传播国和接纳国双方面的条件和因素，
即源自传播国的推力因素和对象国内部生成的拉力因素，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很有

道理的。汉语国际教育的推动力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我们对汉语国际教育的认识、我们

的战略定位、行动策略、学科建设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能力、人才培养规格等等，所以

我们必须冷静地分析汉语国际教育领域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之道。汉语国际教育有

很多路径，各国的国民教育体系和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是重要的路径，孔子学院的内涵建设

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崔希亮，２０１８）。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不断提升，为汉语国际教育

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这是天时；中国是汉语的故乡，汉语言文字学和对外汉语教学有深厚的

学术基础，近十几年我们培养储备了大批的专业人才，截止到２０１５年９月，全国开设汉语国

际教育 本 科 专 业 的 高 等 学 校 有３６３所，在 校 生 人 数６３９３３人。开 设 专 业 硕 士 学 位 的 院 校

１０８所，在校生１０１３３人（施家炜，２０１６）。到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已在全球１４０个国家（地

区）建立了５１２所孔子学院和１０７３个孔子课堂①，这是地利。习近平主席关于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倡议，为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搭建了更大的平

台，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人心，这是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和

事业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
之所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汉语国际教育提供了发展的内生动力，主要基于以

下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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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汉语国际教育要为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语言教育本身可以是纯技术性的，教

什么、如何教、如何学、用什么手段教和学、教与学的哲学背景、理论框架等等，这些都是纯学

术问题，它们也是作为学科的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基础。但是，在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

念指导下，我们还要研究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理念、发展环境，在教什么、如何教、为什么教

的问题上一定要避免泛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我们的具体目标就是把语言教育做好，终极

目标是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有了这个远大目标，任何为一己之私的功利主义想

法都显得渺小了。尽管我们知道汉语国际教育会给我们带来利益，那也是对我们所有付出

的合理回报。

２．汉语国际教育要与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同行。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理念，更

是一种实践。正如习近平主席（２０１７）所指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 动。我 认

为，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其

中的文明交流与汉语国际教育的关系至为密切。近年来正在形成的中外人文交流机制正在

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重要平台，教育部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外人文交流中心。汉语国际教育

也应该成为这个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校友资源、教育交流与合作资源都可以为中外

人文交流提供助力。以书法教育为例，它既是汉语国际教育（汉字的书写）的有机组成部分，
也是文明交流（书法艺术的交流）的有机组成部分。汉字是现存的世界各种文字体系中最为

古老的文字体系，这种古老的文字对很多学习者来说既新鲜有趣又困难重重，而在汉字基础

上形成的书法艺术对很多在字母文字环境中长大的学习者来说则是神秘的、深不可测的。
以前，书法艺术的交流局限于文化和艺术领域，现在孔子学院的学生也在学习书法，可以预

期，会有一些学习者因书法而爱上汉字，因汉字而爱上汉语，因汉语而爱上中国，因中国智慧

而播下“和合”“忠恕”的种子，结出“共赢共享”的果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汉语国际

教育。

３．汉语国际教育要立身中国，放眼世界。习近平主席（２０１３）指出：“要树立世界眼光，
更好地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

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汉语国际教育也要树立世界眼光，审时度势，把我们的主

观努力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客观需求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我们的教材编写、课程设计、师资培

养、教学操作、水平测试、学术研究要有世界眼光，既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看世界，也要站在

世界的立场上看中国，“现在是一个大数据、云计算、网络化、全球化、人类逐步走向太空的信

息时代，我们要用世界的眼光来思考问题。对于汉语国际传播，我们也需要用世界的眼光来

思考。”（陆俭明，２０１６）当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与世界并不是对立的，我们所说的放

眼世界主要是说不能走闭关自守、小国寡民的老路，更不能“不知有汉，遑论魏晋”。我们放

眼世界的前提是立身中国，因为中国是汉语国际教育的大本营。但是我们必须清楚汉语国

际教育不是中国一家的事，北美、欧洲、东亚、东南亚、澳洲、非洲、中东、拉丁美洲都在做这件

事，他们各有各的传统，各有各的特色和优势，我们应该学习借鉴。汉语国际教育是语言教

育的一个分支，其性质属于第二语言教学，因此世界各国第二语言教学的成功经验和研究成

果我们也应该借鉴。

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为汉语国际教育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回顾人类社会几千

年的发展历史，战争与和平是永恒的主题。人类文明经历了多少血雨腥风走到今天，是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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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思考人类共同命运的时候了。历史上的大小战争，两次世界大战造成多少生灵涂炭，我
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满目疮痍。现在世界上局部战争仍没停歇，难民问题已经成了世界难题。
核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悬在我们头顶。在这种形势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恰逢其

时。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合作，需要互动，需要关照所有各方的利益关切。这会给汉语国际

教育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让外界减少猜疑，增加共识。中国在经济上成为世界经济发

展的引擎，中国方案在世界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汉语国

际教育也会乘着这个东风扬帆远航。

三　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策略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汉语国际教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关系如此密切，那么，其发展得是否健康顺利成

为一个重要议题。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项事业要发展得好，除了确定好自己的定位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制定发展策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汉语国际教育如何顺应时

代潮流，因应世界发展趋势，满足社会需要，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汉语国际教育学科是从“对外汉语教学”这个学科发展而来，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对

外”的烙印。“对外汉语教学”是站在国内的立场上、在国内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汉语和中国文

化教育，而汉语国际教育则是把课堂搬到了海外。但是我们不能忘了，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

仍然是一个重要阵地，不能因为强调汉语国际教育就忘了根本，忘了初心。汉语国际教育如

何在既有的学科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汉语国际教育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路径，
汉语国际教育如何与“对外汉语教学”和“海外华文教育”协调发展，这是发展战略问题，应有

顶层设计。

１．关于学科地位问题。目前国务院学位办公布的学科目录②上“汉语国际教育”属于文

学门类里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０５０１）下的二级学科（０５０１０３），与汉语言文学（０５０１０１）、汉
语言（０５０１０２）并列。关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定位问题我们曾有专文讨论（崔希亮，２０１５），
兹不赘述。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学科地位问题。汉语国际教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也是一

个交叉学科，从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应该建立和完善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一个

学科如果没有基本理论来作为支撑是不可能走得很远的。目前，这个学科的基础是建立在

汉语言文学和教育学的基础之上的，学科疆域不是很清晰，缺乏独立的理论体系。与此相应

的应用研究也有很多处女地需要开发耕耘。只有我们把基础打牢了，学科的大厦才能够矗

立起来，学科的地位才能巩固。

２．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关系。汉语国际教育脱胎于对外汉语教学，因此它与对外汉语

教学的关系是无法分开的。有人把对外汉语教学比喻为“请进来”，把汉语国际教育比喻为

“走出去”，其实是不太恰当的。在新时代，我们有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无论是请

进来还是走出去，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做好语言教育，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因此，对外

汉语教学与汉语国际教育应该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开来。在海外办好孔子学院的同时，我
们也应该加大对国内对外汉语教学（也是汉语国际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投入，在学科建

设上给予应有的支持。毕竟，国内的汉语国际教育体系完备，基础扎实，教 学 规 范，成 绩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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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来自教育部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２０１１年）》。



出，影响深远。

３．与“海外华文教育”的关系。华文教育指的是对华侨华裔子女的汉语和中国文化教

育，其发展历史比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教育还要长。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教育甚至已经

形成了独立的教育体系。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海外的华文教育也随着“汉语热”而不断升

温，海外华文教育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从语言教学的角度来看，海外的华文教育大多

属于第二语言教学范畴，与汉语国际教育有很多交叉重合之处。从机构设置来看，国务院侨

办负责指导海外华文教育，国家汉办负责指导汉语国际教育，两家鸡犬之声相闻，井水河水

两不相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过程中，海外华文教育担负着相同的使命。汉语国际

教育与海外华文教育应该协同发展，资源共享。如果能够在顶层设计上进行整合，可以避免

不必要的浪费，减少不该有的矛盾。

四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有现实基础的，这个基础建立在人类共同价 值 观 的 基 础 上。
“人类共同价值是有的，世界上不同国家与民族的人民都想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大家共同

追求的理想”。（张岂之，２０１７）在地球村时代，人类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东方智慧在全球治

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古老的中国智慧在经过现代化的洗礼之后焕发出勃

勃生机。这种洗礼得益于西学东渐。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的过程，我们淘汰了中国文化中的糟粕，而让中国优秀文化发扬光大。人类文明的交流互

鉴对人类社会来说是一个福音。汉语国际教育所进行的语言文化教育和跨文化交流就是我

们贡献中国智慧的一个渠道。
中国智慧是一个系统，一个不同于西方智慧的系统。这个系统发祥于古代，成熟于百家

争鸣时代，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吸收外来文明，一直传续至今。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中国

智慧的核心思想包含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哲学。这种世界观和人生哲学综合了儒释道

法医等各家的精神内核，重视天人和谐，重视人间伦常，提倡和而不同，提倡共赢共享，这与

基督教文化的零和博弈思维是很不一样的。在当今波谲云诡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

智慧可以化干戈为玉帛。这对人类和平来说是一剂良药。
然而，由于中国语言文字的艰深，能够真正读懂中国智慧的外邦人士是很少的。尽管也

有一些学者，如林语堂，极力想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但是收效甚微。近年来我们也做了

不少中国典籍外译的工作，但是由于概念体系的不同，翻译工作举步维艰。我们都知道，通

过翻译来了解异质文化是不得已而为之。要读懂中国智慧最好的办法是学习汉语。要真正

学会一种语言，不仅仅是学会一门交际工具那么简单，创造这种语言和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群

积累了丰富的智慧，这些智慧记录在语言中。汉语国际教育在传授语言的同时也在贡献中

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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