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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历史基础也有现实需求
埃及“中文热”正在持续升温

美国媒体近期披露，美国总统拜

登早在 月就批准一份涉及美国机密

核战略的《核武器使用指导》修订文

件，预计会在离任前向国会发送关于

修订该战略的详细通知。该战略再度

炒作所谓“中国核威胁”，其实是美国

政府在转移矛盾，为扩军备战作准备。

欲为核扩军松绑
美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核武

器国家，由于冷战后长期的互不信任

和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如今双边军控

条约体系几乎崩溃。为应对《新削减

战略武器条约》    年到期后大概率

出现的核竞赛局面，美国正积极考虑

在政治和舆论层面为核扩军松绑。

对于其他所谓“地区核扩散风

险”，美国也难辞其咎。在中东地区，

美国一味袒护以色列导致中东无核区

迟迟难以建立，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

协议使得伊核问题久拖不决。在东北

亚地区，美国和朝鲜之间的敌对关系

更是导致朝核问题持续升级。

夸大“中国核威胁”
美国夸大所谓“中国核威胁”，同

样是颠倒黑白。

中国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

则，将核武器数量维持在最低限度。

但美国长期怀疑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核

武器政策，并在  世纪  年代重新将

中国列为核打击目标。

进入  世纪，美国先是退出《反

导条约》，全面推进导弹防御系统建

设，严重破坏全球战略稳定。小布什

政府提出新“三位一体”核力量建设，

研发新型战术核武器，美国战略学术

界拒绝承认中美间存在战略稳定关

系。随后，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

衡战略，将军事战略部署的矛头指向

中国。美国战略学术界则以美国战略

武器系统老化而竞争对手都在更新换

代为由，要求政府积极推进所谓核武

器现代化建设，奥巴马在离任前批准

了约    亿美元的核武器库升级方

案。特朗普上台后又顺水推舟提出

“核重建”计划，并要求大幅提升核武

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拜登政

府与特朗普政府在核力量建设上并没

有巨大分歧，也基本延续了“让核武器

更好地服务于大国竞争”的消极政策。

除了核领域外，近年来美国持续

在其他关键新兴技术领域对中国开展

战略遏制，打组合拳。

在导弹防御方面，美国以朝核问

题为由，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对中国的核反击能力带来负面影响。

随着《中导条约》失效，美国又依托盟

友在中国周边前沿部署中程导弹，进

一步削弱战略稳定。美国还与地区盟

友在南海开展战略反潜，并通过奥库

斯联盟向盟友分享攻击型核潜艇，对

中国战略核潜艇构成威胁。

在太空方面，美国通过“星链”等

革命性技术大幅提升了太空系统韧

性，并明确“星链”可转化为承担军事

任务的“星盾”，不再区分军用和民用

属性。目前“星链”已两度“异常接近”

中国空间站，未来“星链”计划发射4万

枚，单凭数量就足以威胁中国的关键

太空资产，并影响地球上的军事作战。

在网络方面，美国奉行“持续交

手”和“前沿狩猎”的作战方针，要求把

网络防御推进到对手的阵地，模糊网

络攻击和防御的界限。美军还坚持所

谓“主动抑制发射”策略，通过网络攻

击和导弹拦截等方式压制对手导弹发

射。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下，攻击

目标更容易被识别和捕获，防御系统

也更容易被渗透和突破，留给决策者

的时间压力更为紧迫。

上述战略新兴领域风险交织且充

满不确定性，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战

略稳定，中国完全有理由保留足够的

战略威慑力。

荒唐计划应停止
在接下来的战略博弈中，有两个

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美国下一任政府在核战略和

中美战略稳定问题上持何种态度。目

前来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已

经多次提到所谓“中国核威胁”，民主

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虽然尚未直接就

这一问题表态，但她明确坚持民主党

的传统外交路线，强化全球同盟伙伴

关系，大概率会继续依托盟友开展延

伸威慑和对华战略遏制。

二是美国行政部门、军队和国家

实验室能在多大程度上执行大规模核

竞赛计划。从经济上说，核竞赛的结

果无疑是劳民伤财；从技术上说，美国

的核武器生产线在冷战后多数关停或

搬迁，要想恢复会面临极大挑战。

希望美国有识之士站出来，及早

停止将人类推向核战争的荒唐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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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是最早开设中文教育的阿拉伯国家

和非洲国家，自1958年就开始培养中文人才，

经过多年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既有历史基

础，也有现实需求，埃及“中文热”持续升温。

埃及青年青睐中文
上大学中文专业、夺得“汉语桥”世界大

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冠军、去中国攻读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硕士、从事中文教育工作……

埃及女孩帕桑特 ·哈利勒（中文名诗雨）一步

一个脚印，将成为中文教师的梦想变为现实。

“选择学习中文是缘分。”诗雨说，“2016

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

问，当时爸爸对我说，中国最近几十年发展得

很好，我们要向中国学习。那时我就下决心

要学好中文。”

大三时，诗雨获得了前往山东大学留学

的机会。“我体验了中国高铁、共享单车、移动

支付等，中国的发展水平震撼了我！”留学期

间她还跟随支教队伍到江西支教，这段经历

让她萌生了当老师的想法。如今，她一边从

事中文教育工作，一边继续在开罗大学中文

系攻读博士，“我会继续努力，早日成为一名

‘中国通’”。

近年来，像诗雨一样热爱中文的埃及青

年越来越多。第23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

文比赛埃及大区决赛5月在埃及首都开罗举

办，活动吸引超过400人参加。

开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大四学生亚丝

明 ·哈米德（中文名茉莉）赢得大区赛特等奖，

她在才艺展示环节表演了中国戏曲黄梅戏，

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她说：“未来我想当

一名中文教师，教埃及学生学习中文，努力成

为埃中友谊的使者。”

获得本次大区赛一等奖的哈桑 ·优素福

（中文名韩帅）同样来自开罗大学文学院中文

系，他在比赛中分享了自己的中文逐梦之旅

故事。“学习中文对我来说是个巨大挑战，但

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平时除了参加

中国诗歌朗诵比赛，担任主持人，他还热衷于

参加各类人文交流活动，“我不仅能学到语言

知识，还能结识中国朋友，收获真诚的友谊”。

诗雨、茉莉和韩帅只是埃及众多中文学

习者的代表。近年来，埃及中文教育取得了

长足发展，“中文热”持续升温，学习中文的人

数与日俱增。

埃及开罗大学中文系主任、孔子学院埃

方院长雷哈卜 ·马哈茂德（中文名李哈布）告

诉新华社记者，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注册学生

从一开始每年不足30人到如今近4000人，

“实现了显著的增长”。

成果丰硕特点显著
埃及中文教学成果丰硕，呈现六大特点：

一是学生学习积极性高。目前埃及每年

学习中文课程的学生达数千人，在埃及经济

形势低迷的情况下，许多学生愿意自费学习

中文。“埃及整体的中文学习氛围让我十分感

动，一些学生每次上课单程通勤要两三小时，

两小时的课程后他们就要踏上回程的车，就

这样一直坚持。”曾担任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

学院中文志愿者老师的路淼说。

二是教学质量突出。自开设中文教育以

来，埃及涌现出一批杰出汉学家和中文系学

科带头人，如曾获得习近平主席颁发“中阿友

好杰出贡献奖”的穆赫辛 ·法尔贾尼教授。近

年来埃及也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青年人才，

在历届“汉语桥”大、中学生比赛中多次摘得

全球前三的佳绩。

三是教育机构分布覆盖广泛。目前埃及

有28所高校开设中文专业或中文课程，遍布

各主要城市，建设4所孔子学院、2所孔子课

堂，20余所中学开设中文选修课。中文全面

进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实现了从中小学到

博士贯通的人才培养体系。

四是专业选择多样。埃及部分高校中文

系的专业设置有了新变化，除传统公费本科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外，开罗大学、艾因沙姆斯

大学、苏伊士运河大学还设置了自费本科中

文翻译专业。开罗大学还与上海交通大学合

作开办双学位自费商务汉语专业，为埃及高

校中文系办学多元化开创了新方向。

五是中小学教育试点顺利。2020年中国

和埃及签署《关于将汉语纳入埃及中小学作

为选修第二外语的谅解备忘录》，2022年首批

12所公立中学中文教育试点启动，2023年第

二批10所公立中学中文教育试点启动。项目

负责人李哈布表示，试点工作推进非常顺利，

选择中文作为第二外语的学生数量多、热情

高，新学年还将新增多所试点中学。

六是实用特色突出。中国和埃及合作建

立的埃中应用技术学院隶属于埃及苏伊士运

河大学，下设电子信息工程技术、通信技术、

机电一体化三个专业。学院院长塔梅尔 ·纳

比勒说，学院每年限招150名，已有两届毕业

生，不少人被当地知名企业聘用，薪水可观。

历史现实共促热潮
分析人士指出，埃及加强中文教学和中

文人才培养，既有历史基础，也有现实需求。

“埃及是最早开设中文教育的阿拉伯和

非洲国家。早在1958年，艾因沙姆斯大学就

成班制培养中文人才，可以说是埃及中文教

育的摇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公参卢春生介

绍，埃及中文教育实现快速发展，取得丰硕成

果，关键得益于中埃关系的不断巩固和升温。

进入新时代，在中埃元首引领下，两国坚

定朝着新时代构建中埃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

进，为埃及青年学习中文创造了积极环境。

自2013年起，中国连续多年稳居埃及第

一大贸易伙伴国，加之中国企业在埃及投资

和建设规模不断增长，学习中文使埃及青年

拥有更好的就业前景和发展空间。

埃及是历史上连接东西方贸易和文化的

枢纽，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

绵延千年、贯通古今的丝路精神，引领中埃贸

易在新时代更加蓬勃发展，越来越多中资企

业投身埃及市场。加强埃及中文人才的培养

有助于为企业提供优质本土专业人才，降低

沟通和交易成本，服务企业“走出去”和“一带

一路”建设。

随着中国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

埃及青年愿意学习中文，进而更深入了解丰

富多彩、立体全面的中国。 姚兵 董修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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