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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国际推广、国际传播和国际教育
———言语行为主体的修辞策略谈

秦惠兰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中国 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摘　要：当“汉语国际推广”遭遇“汉语全球扩张”的惊呼与抵制时，“汉语国际传播”适时地扭
转了这种局面。其实，“汉语国际推广”产生的机制与“汉语全球扩张”意识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

于言语行为主体修辞策略的缺失。而“汉语国际教育”的推出，则可看成是言语行为主体修辞策略

的积极作为，将使汉语在国际社会受到更普遍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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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当中国的 “孔子学院”在海外迅速地建立并招致西方世界的一片惊呼之时，中国的“汉语国际

推广”也演变成了一些西方眼里的“汉语全球扩张”。当“汉语国际推广”置换成“汉语国际传播”

并继续将“孔子学院”“播种”出去之后，则迎来了在世界上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４００多所孔
子学院和７００多个中小学孔子课堂的不菲成绩。①这其中，言语行为主体修辞策略的修正与调整功
不可没。而“汉语国际教育”的推出，则强调汉语作为一种语言的国际教育，意在将其纳入学科视

野，适度减少国际社会的误解，反映了言语行为主体修辞策略的积极作为。

二、从“汉语国际推广”到“汉语全球扩张”

———言语行为主体修辞策略的得失

　　“汉语国际推广”的提出，是在２００５年７月北京举行以“世界多元文化架构下的汉语发展”为
主题的首届世界汉语大会上，当时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了该次会议。这是我国“对外汉语

教学”走向“汉语国际推广”的一个转折点。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为此专门做了批示，自此，“汉语

国际推广”走上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由于“对外汉语教学”已经转变成了“汉语国际推广”，且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因此，

国际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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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汉语向海外推广的“实体”———孔子学院，从一出世便深深打上了“国家”的胎记，国家领导讲

话、国家财政拨款、国家制定规划、国家汉办领导、国家汉办选拔、国家领导视察，等等，一切都是高

调的国家行为。于是，“国家”成为了“汉语国际推广”的超级言语行为主体。

与此同时，国内学界与民间的言论，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学者们纷纷指出，“汉语国际推广”是中国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是争取国际话语权的主动出击，

是中国和平崛起外交策略的重要一环，是提升国家形象的国家行为；汉语国际推广不是纯教育，更

是一个文化产品，汉语国际推广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做好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就

是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总体对外战略。应该说，从战略的角度看，学者们的观点都是非常正确的，但

从策略的角度来看，我们对汉语国际推广之重要性的大力宣传和张扬，恰恰给了专事研究中国问

题的西方世界以警惕。

而某些歌词也是唱得国人情绪沸扬，例如：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

孔夫子的话

越来越国际化

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

我们说的话

让世界都认真听话———（歧义）

又如：

我愿守土复开疆

堂堂中国要让四方

来贺———（来朝）

“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明摆着是一个歧义句，“我们说的话”是指二语学习语境下

中国教师说的“汉语”得让世界各地的学习者认真听呢，还是指国际大舞台上中国已经掌握了“话

语权”以至于世界各国都不得不认真倾听呢？“我愿守土复开疆”，“守土”是保家卫国，“开疆”就

有问题了，到哪里“开疆？”开谁的“疆土？”而“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贺”，“来贺”就是“来朝”，这是

中国历史上惯有“天朝”情结，可当今世界主张的是“民主、协商、平等、对话”，“天朝思维”与国际

上的政治外交准则是多么地格格不入。如此声势浩大的“汉语国际推广”，如此强烈的“天朝大国”

心态，要不引起西方主流世界的惊呼与哗然也难。因为“中国威胁论”、“大国崛起论”早已经在全

球搅得沸沸扬扬，此时中国再强势推出“汉语国际推广” “ 此 全 主开 语”际界复 强此 到 略 于 战 ”强此 如 是点 “常家国际推广不是已点 汉语歧义 言语 海。于世，此说的呼，“ 国 不天确” 搅”家行体们对 的 际。 天 与对 的 “天朝 已 者疆 搅 的么文化规史，纷 着天当 真 国化 纷当 指世今规推 当 要 搅 起汉 起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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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不断地看到和听到，孔子学院遭到一些西方国家的种种非议。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花

费巨额资金在全球快速推进孔子学院？中国推广汉语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恐惧、逆反和抵触

心理时常可见。而一些西方主流媒体以固有的思维模式看待孔子学院的言论，更是起到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

三、从“汉语国际推广”到“汉语国际传播”

———言语行为主体修辞策略的修正

　　其实早在几年前就有学者提出，“汉语国际推广”不宜大张旗鼓地进行，推广汉语作为一种国
家行为，应保持低调进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在努力扩张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和语言，

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在文化和语言宣传方面的资金投入远远超过中国。但是这些国家在宣传上

都出奇一致地保持低调，从没有公开张扬推广日语、推广德语、推广法语、推广西班牙语。大部分

的工作都是通过高校和民间渠道进行的，政府只在背后起支撑作用。道理很简单，过分的地域文

化宣传和某一语言的推广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接受国有意无意的抵制，更不用说我国在意识形

态领域与很多国家尚有差异的影响。如果过分地张扬推广汉语，效果极可能相反，会对我们的工

作产生意想不到的障碍。

更有学者明确指出，汉语国际推广这一术语曾一度被官方广泛使用，它能充分反映有关机关

要把汉语推向世界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美好愿望，但会带来“文化侵略”之嫌的负面效应。

随着孔子学院在海外某些国家或地区遭受冷遇的消息不断地反馈，我们的决策层也终于意识

到了“汉语国际推广”之国家行为带来的种种问题，意识到“汉语国际推广”之“推广”一词所带来

的可能具有的负面作用。事实上，“推广汉语，推广文化”之说确实有悖２１世纪“文明，和谐，共赢”
的时代特点。

于是，“汉语国际推广”从“推广”走向了“汉语国际传播”之“传播”。一词之改，改掉了“推广”

的“扩张气”，换来了“传播”的“平和气”。我们认为，这是作为“国家”的言语行为主体面对国际形

势作出的一次修辞策略之修正，结果是有利于孔子学院在全球的推进。有海外学者指出，顾名思

义，“推广”即推而广之，“汉语国际推广”就是要在世界上扩大汉语的使用范围；“传播”即传扬播

撒，“汉语国际传播”就是将汉语散布至世界各地。相比之下，“推广”具有更多的积极主动和刻意

人为的含义。而“传播”虽也有人为的因素，但更主要是由客观趋势使然，因此拥有更多人随天意、

顺其自然的内涵。

孔子学院作为“汉语国际传播”最显著、最成功的成果，是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在世界各地所

取得的成就。据官方数字统计，截至２０１２年，我国已在１１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４００所孔子学
院和５３５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其中孔子学院亚洲８７所、非洲３１所、欧洲１３４所、美洲１３１所、大洋
洲１７所，注册学员达６５．５万人。中外教师２万人，举办各类文化活动１．６万多场，参加人数逾千万
人。期间，汉办共选派２万多名教师及志愿者。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方式，共为８０多个
国家培训汉语教师ｌ０万人次。设立“孔子学院奖学金”，招收 １４０多个国家 １．６万人来华攻读学
位，培养本土师资。出齐４５个语种对照的核心教材，向１３６个国家配送和销售教材图书１２００多万
册。组织“汉语桥”大中学生中文比赛、文艺巡演、教材巡展、名家巡讲等活动１万多场次，受众５００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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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人；邀请主管汉语教学的３万多名各国教育官员及大中小学师生访华。②

然而，就在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前后，我们却又一次听到了一些国家或地区对孔子学院的非

议，甚至是对孔子学院续签的拒绝。北美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曼尼托巴大学、美国的芝加哥大

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法国的里昂第二第三大学、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等，都传出了对孔子

学院说“不”的声音。虽然这只是极少部分现象，究其原因也固然错综复杂，但是，质疑孔子学院是

中国向外传播意识形态的国家宣传机器，质疑孔子学院妨碍了学校的学术自由等仍是其中的两大

原因，仍得到所在国落地学校较多人的认同，理由便是孔子学院是由中国政府财政拨款资助的，官

方色彩浓厚。在西方，“宣传”一词带有贬义，民众普遍对带有宣传色彩的官方机构反感，例如中国

政府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投资 ６００亿巨额人民币用于央视、新华社等“外宣工作”，结果却并不理
想———很多美国人看到它们便会想到这是“宣传来源”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是资讯来源。孔子学院

被质疑为中国的国家宣传机器，那么“汉语国际传播”还能以孔子学院的形式继续高调地坚持下去

吗？

四、从“汉语国际传播”到“汉语国际教育”

———言语行为主体修辞策略的再调整

　　据国内媒体中报道，在孔子学院的带动和影响下，全球学习汉语的人数快速攀升。美国开设
汉语课的公立大中小学超过５０００所．学汉语学生数达到２０多万，相当于５年前的３倍；英国５２００
多所中小学开设汉语课，学习汉语人数超过 １０万；法国中小学学汉语人数最近几年连年增长
４０％；德国学汉语人数在５年内增长了１０倍；泰国中小学学汉语学生超过１００万人。已有４０多个
国家和地区颁布政令，将汉语教学纳入本国国民教育体系。据说目前还有８０多个国家４２０多个机
构正在积极要求开办孔子学院（课堂）。③

然而，我们国内媒体报道的海外汉语热，中国文化热，与海外现实其实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

例如建在一些国家的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开设的汉语课，大多只是教授一些最为简单的生活用

句，以三五个、七八个学生编成的小班，教学随意，没有学分，不被纳入当地学校教育体系，学生多

抱着实用主义或 “吃免费午餐”的心态来学习；在海外的文化活动项目，主要也还是以教授太极

拳、书法、剪纸、中国结、包饺子等，或展示一些少数民族服饰，教唱一些中国歌。这种花钱赚吆喝

的买卖，表面上繁荣了孔子学院，却也将孔子学院逼进了何去何从的窘境。且不说每年为维持孔

子学院的运作而花费的上亿美金，就是一个孔子学院的网站运营费用也要高达３５２０万。有学者不
无担心地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根据汉语教学的客观条件，把握语言传播的客观规律，顺应自

然来办事，就有落得“广种薄收”的结果，甚至导致“有意栽花花不发”的结局。即便遍地栽花，也难

有满山遍野花团锦簇的春天。

我们认为，要从根本上提高汉语在国际上的地位，提高孔子学院在所在国的名誉、声望，除了

在汉语国际传播方面要多做研究外，还必须在汉语国际教育方面多下功夫，努力将汉语教学纳入

所在国的国民教育体系。因此，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而提出的“汉语国际传播”，势必应该调整为一

项具有学科视野的“汉语国际教育”，以学习掌握一门语言来吸引更多的人主动学习和接受“汉

语”。有人认为，今天的中国不应该只是输出“汉语”，更应该输出的是“中华文化”。殊不知“汉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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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与“文化“的关系是一个“显性”与“隐性”的关系，在“文化入侵”、“文化渗透”不绝于耳的当

下，将“学汉语”来“孔院”作为一种修辞策略来广而告之，突出孔子学院在语言教学方面的强大优

势和吸引力，就有可能智慧地避开争执，使孔子学院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重要场所，从而使它的运

作也逐渐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有投入、有产出，受欢迎、受尊重 。

值得高兴的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已经于几年前正式设置。“汉语国际教育”的硕士招生也

从中国学生招到了外国学生，培养的方案则从中国的“本土”走向了国外的“本土”。我们认为，这

是决策层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社会、面对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又一次积极修辞行为。

将汉语纳入“国际教育”的视野与范畴，也终于使得“对外汉语教学”从国门内的“对外”课堂

走向了国门外的“国际”讲台，从单纯的语言“教学”走向了语言与文化并肩共进的“教育”。这里，

言语行为主体修辞策略的再调整再修正，还将几十年来争论不休、名不正言不顺的“对外汉语”及

“对外汉语教学”小心翼翼却又巧妙地规避了，汉语在全球布局的合理性却又无限地放大了。我们

有理由相信，“汉语国际教育”的推出，可有效减少“汉语”在全球的“推广”、“扩张”之争，甚至还可

避开遭人疑虑的“传播”之嫌。孔子学院总部高级顾问，前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阿克曼就认为，

教语言也是文化交流，而任何文化交流的目标都有两个，一个是提高软实力，一个是增进理解，孔

子学院官网写着“传播中国文化与和谐”，好像中国的对外文化政策更偏重提高软实力，在歌德学

院官网写着“推动国际文化合作”，歌德学院的对外文化政策更偏重增进理解。由此可见，现在我

们强调“汉语国际教育”，可以适度减少国际社会的误解。

五、结　语

中国国家的发展愿景是：到２０１５年，全球孔子学院达到５００所，中小学孔子课堂达到１０００个，
学员达到１５０万人，其中孔子学院（课堂）面授学员１００万人，网络孔子学院注册学员５０万人。专
兼职合格教师达到５万人，其中，中方派出２万人，各国本土聘用３万人。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完成孔
子学院全球布局，做到统一质量标准、统一考试认证、统一选派和培训教师。基本实现我国出版汉

语教材多语种、广覆盖。基本建成功能较全、覆盖广泛的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 。

成 基 国 覆 们 、 覆 训 强 万 重 逐 、 逐 进 逐

至政行认 、 覆 覆 养 覆“ ：语”单纯 略 纯 题 子 子重 休。两 我 ， 的 的 、教出学单之合：景我谐土可为可文为
孔覆布教孔语养和教，，是堂官，孔据逐“语一”推。、透覆覆纯。纳休虑 ， 力” ， ”课 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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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据人民网－人民日报２０１４－０９－２４报道，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之际，全球１２３个国家和地区已在大学建立了４６５
所孔子学院和７１３个孔子课堂。

②数据来源参见许琳：《充分发挥孔子学院综合文化交流平台作用》，《华文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③数据来源同②。
④数据来源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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