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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交流中弘扬地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以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留学生了解吴文化系列活动为例

张　杰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江苏 苏州 215007）

摘要：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文化生命力

的强盛不衰主要得益于大江南北、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中国人

薪火相传，共同将中华文化演绎得丰富多彩。吴文化是中华文明

的重要组成部分，泛指吴地（指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地区）古今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所有成果。吴文化以吴和先吴以及最重要

的吴国文化为基础，是一种有着自己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以太

湖流域为中心，包括苏南、浙北、皖南的广大地区数千年来都被

这种外柔内钢的文化所滋养和浸润。本文所探讨的主要是以苏州

为中心的苏南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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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坐落在风景秀丽

的上方山脚下、石湖之畔——恰是苏南吴文化发源的核心区域。

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充分利用本校已有的特色专业课程如烹饪、

茶艺、书法、插花等，以及对外汉语课程的优势，吸引海外留学生、

在华外籍人士有计划、有组织地来我校进行汉语、传统文化的学

习和了解。同时，学校的中澳合作酒店管理专业项目每年有 50 名

左右外籍学生就读，学校也为他们提供了部分有关中国文化的课

程。

在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酒店管理系的中澳合作项目的 40 余名

外籍留学生当中，通过问卷筛选出了五名同学，当他们在本国的

时候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来到中澳合作项目后，也都选修了本

校的吴文化系列课程。五位留学生的基本信息如下：

五位留学生虽然在中国居住的时间、汉语基础不尽相同，但

他们的共同的是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也有进一步

了解苏州地域文化的意愿。因此，在一个学期的时间维度当中，

我们对这五名同学进行了跟踪随访，记录他们走近苏州地域文

化——吴文化的一系列心路历程。

一、看

古人有云：“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作为苏

州乃至吴文化的第一名片的苏州园林不仅受到国人的青睐，在外

国友人当中也是名声在外的。阿曼塔、马苏德和李淑贤在本国时

就知道苏州园林，而萨拉曾经来过中国多次的家人去过拙政园。

我们课题组发动我校旅游系导游专业的同学，和五位留学生结对

子，组织了“一对一，游园林”的活动。我们利用四个周末，游

览了拙政园、虎丘、留园和狮子林。

通过参观和导游同学的介绍，留学生们对拙政园的错落布

局和移步换景有了初步的了解，对虎丘剑池蕴含的两千五百多

年前的故事充满好奇，对留园廊壁上的书法遗迹印象深刻，对

网师园的精巧布局和夜景流连忘返。不仅如此，在这次游园活

动中五位外国友人还见识到了当地的夜景，可能是因为人在夜

晚的时候激素分泌的会格外多一点，也可能是美好的夜景撩动

了他们的心弦，此时的他们显得格外的活跃，马苏德学过一些

素描绘画技巧，在看到有路人为别人提供素描画像服务的时候

两眼放光，非要借路人的工具给我们画一幅园林夜景下的素描

画，看到他这么兴致勃勃的样子，虽然已经到了该吃晚饭的时间，

但是我们谁也不好意思拒绝他，于是等他给我们画完园林夜景

下的素描画之后才一起尽兴而归，在他们脑海中留下了关于苏

州园林一日游的美好记忆。

二、听

夜游网师园期间，刚好有昆曲表演，正是最经典的《游园惊

梦》那一段。留学生们算是对百戏之祖——昆曲的初体验了。然

而由于演出是在露天的环境下，加之游客较多，很难静静地去体

会昆曲的婉转和细腻。于是，我们带留学生们专程造访了昆曲的

发祥地——坐落于姑苏区平江路上的中国昆曲博物馆。我们参观

了古戏台、内戏厅、昆史厅和作品厅。我们提前预约了专场演出，

所以留学生们得以近距离，安静地聆听这一古老的中国戏曲的活

化石。依然是《游园惊梦》，同学们依然听不懂唱词的意思，我

也来不及一一翻译给他们听，即便来得及翻译也失掉了曲词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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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然而留学生们认真地欣赏着，感受着化作音符的吴文化的流淌。

参观完毕，阿曼塔还特意买了昆曲中青衣的戏装作为纪念，马苏

德则买了两个脸谱。

从这里我们可以充分验证那句话，音乐艺术是无国界的，即

使他们听不懂昆曲唱词是什么意思，但是其中所传达出来的意境

和情感却是共通的，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感受到契合自己心境的感

悟，这也是为何昆曲得以在时隔多年后能重新走进公众视野的原

因之一，它的唱腔和意境实在是太优美了。可能是因为阿曼塔是

一名女性，本身就容易产生情绪上的波动，也不指导她在听《游

园惊梦》这首曲子的时候想到了什么，在演员们表演结束后我发

现她的两颊有泪珠悄然划过，但是她却悄悄的快速轻轻拭去，没

有被其他人看到。我想那一刻她一定是体会到了这首曲子黄柯一

梦的曲境，想到了远在家乡的亲人和恋人，因此才会悄悄留下思

念的泪水。

三、闻 / 尝

民以食为天，外国友人也不例外。萨拉说她选择来中国读书

的动力之一就是中国的美食。在苏州待了大半年，她爱上了苏帮菜。

苏帮菜，也就是苏州的本帮菜，据说起源于公元前 514 年，是中

国八大菜系之一。苏帮菜用料严谨，注重时令，口味偏甜偏清淡。

虽然和喜欢咖喱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以及喜欢辛辣的韩国整

体口味不同，但是五位留学生对苏帮菜都很认可，我们利用周末

去观前的老字号。白杨喜欢清炒河虾仁，李淑贤爱吃响油鳝糊，

萨拉和阿曼塔对苏州的面食感兴趣，而松鼠桂鱼是马苏德的最爱。

我们还组织五位留学生参加了我校烹饪专业曹健老师的苏式面点

公开课。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几位同学对苏帮菜的认识进一步

加深了，并且通过动手实践，得到了宝贵的亲身体验。萨拉亲手

做好并蒸熟了的玫瑰拉糕她舍不得吃，而是把它放在一个精致的

小盒子里，说是等放假带回去给家人看。虽然这一行为让我们忍

俊不禁，但是我们还是纷纷劝萨拉无需如此，只要自己掌握了制

作玫瑰拉糕的技术，之后回到自己的祖国不就随时都可以为家人

们制作精美可口的糕点吗？萨拉听完之后觉得很有道理，但是还

不是特别放心，一直到我们给她详细写了一份玫瑰拉糕如何做的

小手册，并将其翻译成为她本国语言之后她才彻底放心，并将其

小心翼翼地收好，从她此时把一张手写的菜谱视若珍宝的行为来

看，我们能清楚地感受到萨拉对吴饮食文化的热爱和发自内心的

喜欢。

四、触

缂丝是一种以生蚕丝为经线，彩色熟丝为纬线，采用通经回

纬的方法织成的平纹织物，是中国丝织业中最传统的装饰性丝织

品。宋元以来，缂丝一直是皇家御用织物，常用以织造帝后服饰、

御真（御容像）和摹缂名人书画。因织造过程极其细致，摹缂常

胜于原作，而存世精品又极为稀少珍贵，故有“一寸缂丝一寸金”

和“织中之圣”的盛名。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素来注重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教学与推广，非遗缂丝传承人范玉明大师是学校的客座

教授。我们有幸邀请了范老师的儿子，2008 年全国最美中职生获

得者范辰霄为留学生们上了一节难忘的缂丝课。

小范老师从缂丝最基本的内容教起，让大家欣赏了一些缂丝

作品，缂丝图案看上去是立体的，但摸上去却是平的，并且还可

以水洗，同学们感觉很新奇，最后留学生们开始上织机实操这种

“通经断纬”的织法。小范老师对每位同学分别给予了指导。其间，

白杨还与老师交流了缂丝与巴基斯坦手工地毯工艺的异同——他

有家人从事这个行业。看着白杨操着稍微有点磕磕绊绊的汉语手

舞足蹈的和小范老师交流，我们都在旁边认真倾听，虽然其中涉

及到的一些专业知识我们不是很懂，但是看着他们两个兴趣满满

地交流，不时还比划几个纺织动作，可见他们对于这种纺织文化

相当认可，在本次缂丝课结束我们即将启程回校时，白杨还和小

范老师要了一个联系方式，说是以后回国后想要和小范老师时常

联系，互相交流有关于纺织技巧方面的心得和技巧，互相取长补短。

看到这幅场景，我不禁想到他们两个以后远程交流的画面，一想

到白杨会将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缂丝文化带到如此遥远的巴基斯

坦并在那里生根发芽，我的心中油然而生了几分自豪和期待之情，

这就是吴文化的魅力，这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名片，我们拥有者

数不尽的文化资源，在软实力这方面不输给任何国家，中华民族

在如此雄厚的软文化实力支撑下必将在世界上发出越来越洪亮的

声音，让全世界都不敢忽略这头来自东方的雄狮。

五、结语

上述一系列走近吴文化的活动，使外国留学生们对苏州地

域文化加深了了解，增强了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相信这批留学

生带回国去的照片、视频、实物以及他们的体验也必定会在弘

扬苏州地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促进中外交流方面起到一些

积极作用。在全球化步伐逐渐加快的今天，我们倡导各个国家

互相之间积极交流文化，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更多元的文

化，作为传统文明古国，中国拥有数千年的文化积淀，这些文

化不仅仅是属于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我们要尽可能向外国展示这种宝贵资源，加快中国文化走向全

世界的脚步，让世界重新见识到中华儿女的风采，我们也将怀

着更加包容的态度拥抱其他国家的文化，在双方的文化交流中

实现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进玉 . 传承和弘扬中国地域文化——在中国地域文化研

讨会上的讲话 [J]. 广西文史，2015（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