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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那些草药与中药有点像，他们

也有百草园。”未来，是否会出现

中国与非洲在传统文化等等领域的

互相合作呢？其实，不用等到未来！

2018 年，首个中埃联合考古项目——

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

在孟图神庙遗址启动，这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首次派出考古队到埃及进

行发掘。5 年来，中埃考古领域合作

成就显著，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播

撒友好交往的种子。

孟图神庙区的考古人员海因德

就曾对前往采访的中国记者表示，

和中国考古队的合作使她对中国文

化有了更深入了解，为不同民族、

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文明研究开

辟了新思路，拓展了新视野。来自

中国的考古队员文臻则称，通过与

埃及同行 5 年的合作，两国考古队

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比如埃及队

员胡斯尼，其取了个中文名字叫旭

东，意思是日出东方，代表着希望。

从胡斯尼的想法不难看出，中

国式思维正为非洲朋友所熟知。

“因为邢老师的鼓励，使我最

终来到中国求学。在大连外国语大

学认识了更多像邢老师一样热爱国

际中文教育的老师们。”夏晓浩说，

“这次我的导师陈教授和辅导员刘

老师带我来参加比赛，我和刘老师

都是第一次来上海。我觉得上海与

我的家乡尼日利亚，和我现在求学

所在的城市大连都不同。这里更加

热闹繁华，更像国际大都市。通过

走访中国不同的城市，让我感受到

中国地大物博，各个地方的特色。”

比起过往的岁月，中国人在非

洲的存在感更强，与非洲的社会接

触面更广。而中非友谊的基石却是

不会改变的……

来，在尼日利亚，假如会说中文，收

入就会提升不少。“我早前在阿兰布

拉州的法院里工作。后来发现姐姐、

妹妹学会中文后，收入都比我高很

多。”夏晓浩告诉记者，“于是我也

要学中文。2018 年初，我报名学习

中文。当时是我们尼日利亚本土的老

师教我说中文，是用英语教，提高不

快。有一次，我遇见了邢老师。她告

诉我不少学中文的窍门。她说，学中

文就如同听歌，听多了也就会了。我

根据她的方法，还真找到了学习中文

的技巧。之后提高很快。”

2019 年 3 月，夏晓浩找到了一

家中国企业担任翻译工作。“我的老

板姓武。他对员工真的非常好！”夏

晓浩说，“那时，武老板的矿业公司

刚开业不久，各方面条件还不算太好。

不过已经给我提供住宿。”令夏晓浩

特别感动的是，有一次晚上他没有搭

好蚊帐就不知不觉睡着了。第二天早

上醒来，发现自己床上的蚊帐是搭好

的。同事告诉他，是老板来过，刚巧

看到夏晓浩的床上蚊帐没有搭好，于

是亲自给他搭蚊帐。

中国老板如此有人情味的做法，

令同样离开了家、出门打工的夏晓

浩感动不已。渐渐地，他发现武老

板与他之前遇到过的老板不同，他

很尊重员工的看法。夏晓浩渐渐理

解，尊重员工，也就能更好地发掘

员工的价值。这是一种中国智慧，

追求的是一种双赢。

除了做翻译以外，夏晓浩还给

武老板干另一种活——与尼日利亚

同胞做一些沟通工作。“尼日利亚

风俗，帮忙干事是要收钱的。”夏

晓浩所说“收钱”，在记者理解似

乎与英美国家的小费相当。一些尼

日利亚朋友经常会主动围到中国老

板这来找活干，并申请小费。而武

老板感觉——自己并没有要求他们

干这些活，有些活儿也不是他需要

人来干的。于是请夏晓浩出面向大

家做解释工作。“我发现中国人并

不是这样的。特别是到大连外国语

大学开启学习生活后，我发现在大

连，没人会为了指个路啊什么的而

要求小费。”夏晓浩说，“这就让

我想起来我怀念的邢老师。2018 年

我认识她时，她已经五十多岁了。

听说有个女儿在意大利。邢老师一

个人来到尼日利亚发挥光和热，她

这是为了多赚钱吗？我觉得不是。”

在 11 月 24 日开幕的世界中国

学大会·上海论坛上，埃塞俄比亚

前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透

露，“非洲的中国研究正在发展壮

大，埃塞俄比亚是重要版图之一”。

在德萨莱尼看来，非洲要与中国更

多打交道，要体悟到更多中国思维、

中国智慧，必须加速中国学研究，

并将一些成果推广到民间。

童秋瑜医生告诉记者，中国与

非洲的交流，有许多层次。“我发

现摩洛哥当地也有传统医学，我们

称之为摩医。我在当地医学院参观，
下图：夏晓浩（左）

与刘老师。摄影/姜浩峰

      在德萨

莱尼看来，

非洲要与中

国更多打交

道，要体悟

到更多中国

思维、中国

智慧，必须
加速中国学
研究，并将
一些成果推
广到民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