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汉语之名，会五湖四海之友，感知不一样的中国

——聚焦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跨文化训练营

千呼万唤雪纷飞，杭城终究裹上了银装。大红灯笼、腊八粥、窗花，空气中

弥漫着的年味越来越浓。位于浙大西溪校区主楼四层的鸽子屋咖啡吧，也贴上了

七张毛笔写成的楷体“福”，远看歪歪扭扭倒也不失童趣，惹得来往师生驻足多

看几眼，一问才知原是出自外国留学生之手，更为惊叹。

时间拨回到一周前，来自世界各地的 30 余名中外学生如同家人般欢聚于此，

猜灯谜、领红包、赏小吃，乐享新年派对喜迎 2018。转眼，浙江大学传媒与国

际文化学院跨文化训练营已走至第五年。



4 年，1400 多天，从最初的三五学生扩增到如今涵盖五大洲的百人大群，从

仅面向本学院国际文化系发展到辐射整个杭州高校圈，从单一零散活动拓展到全

开放、立体化、多层次实践体系，鸽子屋见证了这一切。

冬至长夜无尽时，饺子传情更留连

“张老师，今年还会有饺子节吗？”12 月初的一个夜里，张丽萍老师收到

一条留学生发来的微信新消息，正想要回复，对话框突然跳出一连串照片，点开

看全都是往年冬至包饺子活动的合影。未曾想到，学生这般用心地保存着所有影

像，又是如此期待这个节日，在那瞬间张丽萍老师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是有价值

的，数年的坚持更是值得的。

传媒学院的冬至饺子节最早要追溯到 2014 年。那年张丽萍老师见中外学生

临近年末思乡情切，想着饺子刚好是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于是萌生了

策划此活动的念头。

头一年，西溪美食坊汇集了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印尼、美国等各个国家

的 60 多名学生，现场还有杭州电视台杭儿风栏目的工作人员前来拍摄。大家跟

着食堂师傅学中式饺子传统包法的同时，充分发挥各自的想象力，脑洞大开，用

饺子皮包出各色栩栩动人的图案，有带来好运的锦鲤，有娇艳的饺子玫瑰，还有

绽放的太阳花.....



从罗马尼亚来华留学的 17 级美学博士王同学彼时还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硕士，

他至今清晰记得当晚欢闹的情景，自己尝试着包出形似本国地图的饺子可惜失败

了，最终从锅里捞起一片烂糊，逗乐了同桌的所有朋友。

饺子刚出锅，早就拿着碗筷摆好架势的中外学生立马围成圈，挑选出自己包

的作品，大口塞进嘴，一脸满足。有些外国友人连筷子都不太会使，却也阻碍不

了他们对饺子的热爱，白菜肉馅、芹菜肉馅、荠菜肉馅还有专为穆斯林同学准备

的全素馅，全都尝个遍。

“那天参加比赛，我吃了有 100 多只饺子。”王同学笑道，就好像把一生的

饺子全给吃光了。



中外师生一起包饺子、吃饺子、玩游戏，多少让冬至之日有了团圆祥和之意。

自那以后，饺子节成为传统活动一年不落，同样的时间，依旧在美食坊，只是参

加的人越来越多，2016 年就超过百人，坐满整个餐厅。四年来，参与人数已累

计约 350 人。此外，活动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中华文化内涵，主持人会穿插着普及

节气和美食相关背景知识，游戏环节也增添更多民族习俗，譬如特别混入包有花

生和红枣的“幸运饺”，寓意着有幸尝到者新的一年将会美好如意。有人说，文

化传播应是润物细无声的，大抵如此吧。这回采访留学生，几乎每个人一提到饺

子就联想到了活动中听过的传说由来，还能完整流利地复述出来。



年复一年，冬至之日，白昼极短，思念极长。“相隔千里终团圆、共坐檀桌

前。举筷入口皆思念、同衬此时意。莫道离别愁几许、一饺此中揽。来年早归喜

几多、吃饺话团圆。”愿亲手包的饺子，遥寄深深思乡情，留下浓浓中国情。

汉语之声经三载，世界青年话神州

每到周三，22 岁的俄罗斯女孩安娜便会在好友群里问：“一起去西溪鸽子

屋吗？”很快就得到几个积极回应，此时不论她身在哪个校区，都会和朋友一同

前来参加浙大汉语角。这个习惯，安娜从 2016 年春天本科毕业来中国学习汉语

就开始了，近三年来几乎风雨无阻场场都来。

汉语角是跨文化训练营的一项传统活动，旨在帮助参与者提高汉语水平，同

时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并提供一个中外朋友的跨文化交流平台。谈及创立初衷，

张丽萍回想起了来自美国的毕业生乔治，当时他就发现留学生很难打破固有的朋

友圈，中外学生生活场域和节奏都不同，像两个平行圈在浙大共存，彼此保持距

离互不相交。基于此，2015 年 10 月传媒学院精心推出汉语角，并且根据汉语水

平高低设计出两个风格迥异的汉语角。初中级汉语角的话题以衣食住行为主，帮

助外国学生掌握基本词汇、提高生活技能；而高级汉语角则上升为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深入探讨，世界青年围绕同个话题互相探讨，文化碰撞出璀璨的烟

火。主题涉猎非常广，小到手机 APP 大到国家形象，还有人工智能、共享单车等



热点。

两个汉语角，皆由汉语言国际教育本硕学生组织和主持，每期分别由两三名

中外学生合作完成，因全面开放流动性强，人数难以预计，不过每次基本在 20

人左右。

安娜起初是从朋友嘴中得知的汉语角，第一次来就很喜欢现场的氛围，还交

了不少朋友，并由此同传媒学院结下不解之缘。就在半年来华之旅即将结束时，

她下定决心考汉教的研究生，在通过汉语角认识的张丽萍老师和一位中国学姐的

帮助下如愿以偿拿到录取通知书。“刚来中国时我能听得懂但表达不出来，现在

已经没有什么沟通障碍。”安娜觉得参加汉语角尤其是自己主持非常锻炼，壮着

胆用中国话表达，汉语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

除结交好友、学习汉语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打开了认识中国文化的全新世界，

改变诸多存有的误解和偏见。安娜如今和别人聊天，总令人惊叹其对中国的了解

程度之高，好多当地人都不清楚的她也知道，实乃“中国通”，而她坦言其实不

少知识都来自于汉语角。

像安娜这样喜欢汉语角的还有不少，如果你周三晚上恰好在主楼，一定会碰

到好些老外来问“你好！请问鸽子屋在哪儿？”稍细心观察，还能见到一个瘦小

的身影，急匆匆走过，多次上下楼。不用问，那就是张丽萍老师，因为初中级和

高级汉语角在不同教室同时进行，两边她都要顾及。



从第 1期到第 59 期，汉语角已三载，服务对象超两千人次。发展至今，活

动早已不再局限于浙大，而是走出校门向整个杭州圈开放，甚而有时外省的高校

老师也跑来参加。法国人裴鹏俊就是活动的忠实粉丝，学生一届届毕业，他始终

都在；还有专门从下沙赶来的学生，夏天台风常袭也总能见到他们的面孔。周三

相约浙里，已然成为大家的默契。

相约汉教俱乐部，窥道器礼乐之美

昆曲，水袖柔婉、腔调曼妙；茶道，闻香品茗、静悟禅意；书法，行云流水、

翰墨芳华…… 凡此种种，皆为华夏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历经沉淀和打磨而成

的传统艺术。这些，也都是汉教俱乐部所涉及的体验主题，吸引了一大批中外学

生前来感受。



俱乐部的灵感同样来源于学生的切身需求。作为传播中华语言与文化的使者，

汉教人自然要具备一些特色技能，只可惜实践的机会少之又少。每次在专业课上

欣赏传统文化相关主题的纪录片，中外学生都心里直痒痒跃跃欲试却又无处可学。

于是，在张丽萍老师的支持下，由汉教硕士专业同学自行建设的俱乐部在 2017

年 10 月诞生。其实，中国文化体验类讲座在此前每年也有举办。

2017 年 11 月 5 日，中国昆曲艺术专场“落红成霰”再次在西溪进行，由昆

曲艺术团体“工尺记”讲解和出演。这是来自埃及的李静第一次听昆曲，虽然不

太懂唱的内容但觉得韵律非常婉转好听，“我以前一直认为这些穿戏服演的都是

皇帝的娘娘，因为她们化着精致的妆好看到惊艳全场。”直到听完这回主讲人施

剑博士的介绍，李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闹了个笑话。



茶，是又一个令李静感到好奇的新鲜事物，“中国茶叶有好多种类，和其他国家

的都不一样，而且泡茶好复杂。”不过，如今她已能快速报出六大名茶。这还多

亏了由浙江大学茶学系毕业的徐懿博士带来的“健康饮茶与中国茶道”讲座，为

教同学分辨不同茶叶的区别，她以茶喻人生，绿茶好比少年，红茶好比青壮年，

普洱则如老年，各有各的味道。茶如人生，浮浮沉沉，有苦有甘，品茶亦是品人

生。现场特意冲泡六大茶供大家品鉴。



为立体化、全景式地感知中国茶文化，传媒学院突破旧有模式开拓传播渠道，

特将中国茶叶博物馆纳为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多次前往参观展馆并体验采茶、揉

捻工艺，以及学习茶艺礼仪。



此外， 2017 级汉教专硕的伊琦媛身为汉教俱乐部主要负责人，还请到浙大

书画社、汉服社的同学从紫金港校区过来无偿来分享与教学。她记着汉服交流会

现场，泰国、日本、韩国、埃及、印度尼西亚等各个国家的同学都主动穿着民族

服饰而来，一同表演特色舞蹈和歌曲，顿时觉着世界文化荟萃就呈现在眼前，不

免为之震撼。



“这么多活动，幸好有同学帮忙，每次 cue 她们都不会遭到拒绝。” 伊琦

媛特别庆幸自己遇上汉教这样温暖的大家庭，中外同学一起上课、主持活动、参

加生日聚会，才半年已留下许多美好回忆。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

五湖四海的朋友以汉语之名，在浙里相遇相识。

形上谓道兮，形下谓器。

融合道器为一体，搭建多元立体跨文化平台，互学互鉴、求同存异。

树我邦国，天下来同。

在“双一流”建设路上，汉教人坚守传播使命，让世界倾听中国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