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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盃足球賽每天特別深度觀察報導
歡迎 上網

美國大學理事會宣佈，從今年秋季
起為全美高中提供設立「AP 漢語課

程」，各校自行籌備師資。第一次AP 漢
語考試在明年5 月進行，考過的學生可以
把學分帶入大學。

其實，這個宣佈不是偶然的舉動，
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大學
先修課程（Advanced Placement，簡
稱AP）外語項目主任麥茨（Thomas
Matts）表示：「在2004 年底，該理
事會就中文、日語、義大利語和俄語
開課問題向全美1 萬4000 所高中發
出意向問卷。 結果，第一願望選AP
漢語課的學校高達2400 個，其他僅
有240 個學校第一願望是開 AP 義大利語
課，175個選日語，50 個選俄語。這一結
果震驚大學理事會，立即開始籌備AP 漢
語課程。」，把中文熱潮在美國推到前所
未有的高度。麥茨更進一步表示：「中文
熱不是未來的事情，而是已經發生，這是
一個很強大的趨勢。」

美國對外國語言學習，曾有幾次起
起伏伏的熱潮；記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

因著日本經濟崛起，全美掀起日語的學習
熱潮。當年筆者的經濟學教授也不例外，
每日專心的自修日語，好像日文能迅速帶
來大量的希望與經濟效益；但是，當日本
經濟停滯後，一窩蜂的日文學習熱潮就煙
消雲散。

在美、俄冷戰時期，很多的美國人

加入俄語的學習行列，蘇聯解體後學俄語
的熱潮就消退了！ 911 事件發生後，美國
人才發現對阿拉伯世界是那麼的陌生，馬
上就掀起短暫的阿拉伯語的學習熱潮。德
語、法語、義大利語的學習也都曾有過阿
拉伯語旋風式的熱潮。

美國個人學習外語的心態，也有阿
拉伯語旋風式熱潮的情形；以小犬為例，
他就讀於柏克萊大學時，當東北亞局勢緊

張，需要大量韓語人才，就隨著這股風潮
到南韓遊學；當中文熱來時，他又到該校
東亞系選修中文；畢業後他又背著書包進
中國北京大學研讀一年中文。各位看官！
別以為小犬好學不倦；當他從幼稚園開始
至高中畢業，敝人每日課後接送，花了幾
萬大元，才懂得幾百個中國單字，真可謂

是「一字千金」；還不如他進大學後，自
覺中文有市場的需要，自動自發的隨著潮
流學習，現可閱讀「國際日報」。一葉知
秋，美國學生對外國語言學習的熱忱與趨
勢是以經濟效益和實用為主，其學習的出
發點可說是急功好利且目光短淺的。

從日語熱到日語冷，我們會感受到
中文熱所存在著一些隱憂；其一，中國改
革開放 20多年，讓中國經濟迅速成長，

因著國際貿易需要雙語人才，而促成了中
文學習的動因；也正因為如此，中文熱將
如日語熱被定格在「經濟硬需要」上，那
一些沒有與中國有貿易關係的人們，就不
會再繼續學習中文，久而久之，中文熱就
會如同日語一樣的冷卻下來。其二，目前
全美已經有一千多所中文學校提出申請，

在其中有多少人是為了傳播中國文化
的熱情、抑是為了分食中文熱這塊大
餅。

如是只靠著老祖宗留給我們的文
化資產尋求商機，而無文化使命感。
那只是一門生意，一種商業的炒作，
一切以利潤為考量的基礎，最終還是

與日文熱是同一命運。
當然，中文熱與日文熱不能相提併

論、同日而語；畢竟，中國人口眾多、地
大物博、文化悠久；因此，除了在中文熱
中尋覓商機外，更要它令那些學習者，對
擁有五千多年的歷史文明產生興趣，從深
層次和持恆之心去學習深邃的中國文化。

如能作到，相信中文會像英語一樣
成為重要的國際語言，將是指日可待的。

別讓中文熱淪為商業炒作
曾慶華

美國色彩  中國風

抽思心情

    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 中國的影響力己在國際間擴
大, 例如本周最熱門的話題, 伊朗核危機和北朝鮮導彈
危機, 中國都扮演了角色. 因此, 西方媒體中的中國,
就不僅僅再是十幾年前的 “妖魔化”形象, 也不是早
幾年時的 “威脅”形象, 但仍然有濃烈的 “美國方
式”的色彩, 由於 “中國”天天都會出現在主流媒體,
故可形容為 , “美國色彩中國風”.

例如在年初，美國公共媒體在公共電臺推出了為期
兩周的特別節目。由主持人李凱發自上海和重慶兩地的
現場報導，向美國人描述了中國各階層人士的生活狀
況，他們的收入，工作，生活和盼望，這套特別節目的
主旨就是想探索，“中國到底往何處去，它對美國人有
意味著什麼？”這一個主題。

不過當節目結束時，主持人說，他們還是不知道中
國將往何處去。當然他們並不是因為神秘和不瞭解而不
知答案，而是他們瞭解到真實的中國後，知道即便是中
國人，也不知道中國的下一步會變成什麼樣，更何況他
們這些連中國話也說不好的老外呢？但他們製作的現場

報導，卻引起了聽眾的極大興趣，以至幾個星期之後，
還有不少聽眾寫信給製作者。

這些報導以報導實際的中國為主旨，通過上海一個
中產階級家庭和走訪重慶的實地考察，儘量拉近美國聽
眾和中國的距離，讓聽眾去判斷當今困擾著美國政治和
經濟界人士的大問題：中國會往何處去？

可以說節目主持人和記者並沒有戴上有色眼鏡，在
節目當中穿插的中國民間音樂，和主持人不時賣弄一兩
句剛學來的中文，因此，這個以中國為專題的節目，非
但沒有其他有關中國的報導帶有威脅的味道。甚至還有
幾分對中國的親近感。比如節目剛開始，主持人用中文
宣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我是李凱先生”，就十分特
別。

過去幾年，美國媒體對中國的報導，發生了很大變
化。先是從報導政治議題，漸漸轉到軍事，再來是經濟
議題。如今他們更多關注中國社會的變化。比如今年初
的洛杉磯時報，就一連好幾天，在頭版的第一欄位置報
導中國。內容甚至是有關北京的父母們如何為自己的子
女找物件的各種故事。

媒體的這種變化，與政治圈有關中國的各種議題
中，明顯的對中國的消極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而這些
消極想法也在媒體中佔有極大的比重，以至出現了一種

極為有趣，也極為奇怪的現象，在同一個媒體，經常會
向人們傳遞不同形象的中國，但那些來自中國的實地採
訪報導，往往不如本土的政治新聞有力，因此，美國讀
者，聽眾的思維仍停留在早幾年的階段。

例如一位元剛從中國歸來的駐華記者上廣播節目接
受採訪，聽眾熱烈打電話回應，但大部分人問的問題，
都圍繞政治和宗教方面的，但記者的回答卻是這些聽眾
從未聽過的。
    比如當問到中國的宗教自由時，記者回答，其實在
中國一些地方，政府官員還鼓勵人信基督教，因為基督
徒總是按時繳稅。
    這個回答，顯然與從華府傳來的聲音完全不同。大
部分美國民眾並為到過中國，因此他們更認同同樣未到
過中國的政治人物的觀點，即中國是個威脅。

對中國，如果身臨其境，則觀點會完全不同，即使
是保守人士亦如此。早幾年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美國
最為保守的基督徒領袖派.羅伯遜在上 CNN 接受採訪時
表示，他理解中國的某些政策。在保守人士看來，這是
不可思議，因此他受到了猛烈抨擊。而這一切的背後
是，他剛訪問過中國，並在一間教會裏講道。他的認知
更接近中國的現實，雖然與他的理想仍有距離。

凡觀察美國社會對中國看法的人都同意，美國人對
中國認知正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是朝良性的方向，但引導
這種變化的不是學者，不是美國的中國通，不是中國的宣
傳，甚至也不是廣大的華僑的努刀，而是由於越來越多的
美國人去過中國，他們為美國帶回來一個全新的中國，一
個與過去他們所瞭解的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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