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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如何成为中国的软力量？ 

(2006-11-27 10:28:38)

作者：韩方明    转载于：《南方周末》  

  

 

  老友月前辞任了新加坡国大的终身教职，举家迁往英国，为的是出任当地一所大学的孔子学院院长。虽然依依不

舍，但那边厢重金礼聘，又许以高位，于是乎还是让他下了决心离开。我真的为新加坡这个他生活执教十多年的地方

没有留住他而感到婉惜。据中国汉办的消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孔子学院已落户38国，达80所，同时还有38国近

百家机构正在申请。其发展之快、受青睐之深，超过了德国歌德学院、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等国际语言文化传播机

构，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然而，在孔子学院风靡全球的大气候下，笔者发现，东南亚却出现了一种“冷热”背离的现象。“热”的是“汉

语热”，近年来汉语在当地越来越受欢迎，陆续进入各国的国民教育体系，当地汉语教师缺口随之猛增，如印尼、马

来西亚均缺口数万人，同时中国派往当地的汉语教师志愿者也大幅增加。这边厢，“冷”的是“孔子学院冷”，一些

国家对孔子学院落户当地还心存疑虑，目前该地区仅有3国设立了孔子学院，与其他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现象似乎给人传出这样的信息：孔子学院有别于汉语文化交流，在一些国家并不像后者那样受欢迎。事实上，

孔子学院只是一个“以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中国语言文化推广机构”，主要开展多媒体汉语教学、中文教

师培训和汉语水平考试等8项活动。可以说，它比法语联盟、德国歌德学院等其他国际语言文化传播机构更富有弹

性、更独特。最明显的是，在形式上，不是以直接投资、特许经营，而是以合作为主；在层次上，不是政府间合作，

而是民间合作。 

  对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笔者推测，可能有三种情况。第一，担心“孔子学院”变“孔教学院”，推动宗教传

播。虽然仅一字之差，却有难言之隐。孔子学院的“孔子”，对中国而言，只是国际汉语文化传播中代表中国文化的

一个符号，它既有中国文化的历史沉淀，也包涵了当代鲜活的中国文化；对东南亚各国来说，特别是印尼，它就超越

了文化符号，而成为了一种宗教。这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后者中的“孔教”，原是20世纪初一种以孔子学说为核心

的中国社会思潮，后传到海外，被华侨华人发展演变成一种反抗当地政府推行歧视华侨华人政策、谋求生存的民间宗

教，现已成为印尼第六大宗教，对当地华侨华人的生活、信念等有重要的影响。 

  第二，担心孔子学院沿袭过去的华文教育，弱化所在国国家认同。不可否认，自独立以来，认同问题，特别是华

人的认同问题，一直困扰着东南亚多数国家。这也有深刻的历史背景。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在当地推行“分而治

之”的统治，使华侨华人被长期排挤在当地社会之外。数百年来，当地华侨华人不得不依靠自身力量发展本族群的教

育，到20世纪初才逐步形成自成体系的华文教育。可喜的是，孔子学院的推广已借鉴了历史的教训，“承诺不参与任

何与所在国政治、宗教、种族有关的活动”。 

  第三，担心影响与台湾地区已有的文化交流。根据《海外孔子学院设置指南》的规定，中国国家汉办要求海外孔

子学院须信守“一个中国”政策。而事实上，多年来台湾与东南亚许多国家一直开展着长期的、灵活多样的文化交

流。 

  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后面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也就是中国文化“太软”。换句话讲，是中国文化缺乏足够的吸



引力、感召力，文化资源不能很好地转化为软力量。影响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三： 

  其一，“软”在认知模糊上，对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缺乏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在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文化

大革命”的冲击后，中国自身对传统儒家文化认识尚且模糊，又缺乏对传统儒家文化与时代发展相结合的认知。这给

对外汉语文化传播造成极大困境，极大制约了中国文化资源向“软力量”转化。 

  其二，“软”在现代文化上，似有中国文化即传统文化之嫌。可以说，当前，中国文化更多是停留在古代，真正

为人熟知的现代文化并不多，在文化的层面，中国目前仍处于守势。许多现代社会理念例如市场经济、民主、法制，

中国还在向外求索，因此还谈不上建立软实力。 

  其三，“软”在转化环节上，自身资源无法有效转化为软实力，更谈不上将别国文化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软实力。

人所共知，《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名著被国外抢先转化为风靡一时的现代动画。以笔者的观察，孔子学院的发展就

存在这样的问题。孔子学院的发展，号称“三天一所”。如此神速，能否加快中国文化软力量的转化，还有待观察。

但是，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厦门等东西南北各地十几所大学在某一小国一轰而上，不到两年，各占山头，设下

10所孔子学院，给人留下内部争夺国际汉语培训市场之嫌和毫无科学发展的印象。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依然是中国软实力的“软肋”，还需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结合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创造、

总结和提炼。 

  两年来，孔子学院在发展的目标、方式、速度等方面的表现，已经暴露了其管理上的种种弊端，引起了外界对它

有非“国家行为”或“战略行为”乃“部门行为”的质疑。目前最重要的是，国家应加强国际汉语文化传播的战略管

理，少搞形式，多做实事。(作者系旅居香港的投资银行家、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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