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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swahili ，斯瓦希里语(简称斯语)，是一
门在非洲使用广泛的语言。为增进中非交流合
作，我国从上世纪 60年代起就开设斯语专业。
作为最早开设斯语专业的院校，近 60年来，中
国传媒大学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斯语人才。他
们将这门非洲语言运用于各行各业，成为融通
中非的桥梁和纽带，也见证着中非友谊半个多
世纪以来的历久弥坚。

“一门课”：从无到有，应国家

需求而生

斯语专业创立之初“根本没有
教材”，学生们只能靠听录音机、看
斯语报纸来学习。后来，北外的斯语
研修班毕业生，集体编译了中国第
一本《斯汉词典》，才让后来学习者
有了参考

对大多数人来说，斯语或许很陌生，但其实
这门语言并不遥远。比如，苹果手机中浏览器的
名字“Safari”就是斯语，意为“旅行”；迪士尼动
画《狮子王》中也有许多斯语，如“辛巴”(Simba)
的意思是“狮子”，“Hakuna Matata”是“没有问
题”；B e y o n d 乐队的歌曲中也有斯语歌词
“Amani， Nakupenda， Nakupenda Wewe”，
意为“和平，我爱你，我爱你”。

“斯语既是民族语言，又是东非的国际语
言。它是我们了解非洲的金钥匙，只有语言沟通
了，思想上才会产生共鸣。”中国传媒大学斯瓦
希里语专业的教授陈元猛说。

这位 76岁的老教授，1966年从北京外国
语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广播学院(2004年更
名为“中国传媒大学”)后一直在该校教授斯语，
2002年退休后还坚持教学，直到今年才走下讲
台。对于这门活泼、生动的语言，他感情深厚，一
讲起来便滔滔不绝。

在非洲，斯语是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之一，主

要应用于东非地区。它是坦桑尼亚、肯尼亚的国
语，也是赞比亚、马拉维、布隆迪、卢旺达、乌干
达、莫桑比克等多国的重要交际语。

“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个斯语班是应国家
需求而诞生。”陈元猛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外交
部、中联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部门及单位需
要开展面向东非的外交与传播活动，因此急需
斯语人才。1960年，北京广播学院率先在全国
开设斯语专业，培养对外传播人才。第二年，北
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也开设斯
语专业。

与英语、德语、法语等优势语种相比，斯语
属于小语种。创办初期，挑战艰巨。教师、教材和
学生，都是从零开始。

陈元猛记得，专业创立之初“根本没有教
材”，学生们只能靠听录音机、看斯语报纸来学
习。后来，北外的斯语研修班毕业生，集体编译
了中国第一本《斯汉词典》，才让后来学习者有
了参考。他给 1990 级学生上课时，课堂上使用
的声音资料，都是请坦桑尼亚的朋友对照电台
广播节目逐段录好，再漂洋过海寄回国的。

北京广播学院斯语专业首届 27名学生中，
既有高中应届毕业生，也有从北京、上海、四川
3 地外语院校正学俄语的代培大学生；师资方
面，刚开始一直依赖非洲斯语专家，后来专家离
开中国，学生们就只能组成教学小组开展自学。

2004届毕业生、36岁的湖北人胡博最早
是听马季先生的相声《友谊颂》，才知道了斯语
这门语言，对非洲充满憧憬，觉得“很新奇，充满
挑战”，于是报考。

他至今记得，上大学时，陈元猛为了给学生
寻到《斯汉词典》，四处奔走。“记得当时那本词
典全国库存只有几十本，而我们班人数就有 24

人。陈老师就想办法把所有词典买下来，大家拿
到后，都如获珍宝。”

胡博说，还有一本斯英互译词典，全国只有
为数不多的几本，陈老师也想办法弄到，“我们
几个人合用一本，虽然艰苦，但乐在其中。”读
报、听广播、邀请国际台外籍专家授课、参加使
馆活动……老师们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学生接
触这门语言。

1990年后，北京广播学院斯语专业基本
延续着每 4年招生一次的传统。到今年，该专
业已累计培养近 200名学生。2000年后，除
了北广、北外之外，天津外国语大学、解放军
外国语学院也开设了斯语专业。今年，上海外
国语大学也将开设斯语专业，推动非洲语言
研究。经过中国几代人努力，斯语的教学条件
越来越好，教材日益丰富，课程设置也逐渐完
备。

胡博的同班同学李坤若楠和敖缦云毕业
后都选择了留校任教。多年来，斯语班在陈元
猛等老教师、外籍专家及年轻教师共同努力
下茁壮成长。为提升语言能力，了解非洲文
化，师生们还可到非洲访学。去年 10月到今
年 3月，中国传媒大学 2015级斯语专业学生
句腾宇就和其他 10多名同学在坦桑尼亚留
学，增进了对这门语言的了解。

为提高教学水平，斯语专业的班主任李
坤若楠还在北大攻读了博士，研究方向为斯
瓦希里语民间文学。9个月来，她一直在坦桑
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访学，希望能搜集
整理斯语民间文学，并进行翻译研究。

李坤若楠认为，语言在不断发展，教师需
随时吸收各类词汇融入教学，否则教学就容
易与语言应用脱节。为此，她经常利用寒暑假
赴非收集、购买最新的教学资料。为增强学生
兴趣，她还会在新生入学时穿戴非洲民族特
色服饰，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非洲工艺品，介
绍制作工艺，并不时补充有关非洲的政治、经
济、文化等资料，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一座桥”：见证中非合作历

久弥新

“大多数人脑海中的非洲是
贫穷、战乱、疾病的贫民窟，但事
实并非如此。我想让更多国人了
解真实的非洲”

非洲大陆遥远辽阔，国家众多，民族文
化、习俗各异。要建立合作、延续友谊、沟通心
灵，语言是最重要的工具。

数十年间，从斯语班走出的一代代学子
们，肩负融通中非的使命，以一口流利的斯语
活跃于中非外事、传媒、文学、教学、医疗、经
贸、航空等多领域，搭建中非交流合作的桥
梁，特别是 64级、65级学子投身坦赞铁路的
援建，做了大量翻译工作。陈元猛将其称之为
“小语种，大作为”。

1964级的毕业生蔡临翔，曾翻译 10多
部非洲著名作家的作品，译著包括肯尼亚作
家的《孩子，你别哭》《大河两岸》《十字架上的
魔鬼》，坦桑尼亚作家的《未开的玫瑰》《沉沦》

《阴谋》等，为中国读者了解非洲打开了一扇
窗。

教学期间，陈元猛曾先后借调多个单位
从事翻译工作。1974年，32岁的他以援助桑
给巴尔医疗队翻译的身份，跨越印度洋，经历
了 10 多天的海上颠簸，第一次踏上非洲大
陆。

在桑给巴尔岛的时光，陈元猛完成了大
量医疗翻译任务，闲暇时还阅读大量斯语报
纸，连商业广告、讣告等平时工作中不常见的
词汇都一一记录，两年半的时间记满 5个笔
记本。1984年，他又来到坦桑尼亚军事学院
工作。期间，他利用一台打字机，将 10多万字
的中文理论课教材翻译为斯瓦希里语，供当
地授课使用。

“那是一段实践国际主义精神、服务非洲
人民、挥洒有意义人生的美好岁月。”回忆当
初，老人一脸自豪。在传媒大学任教的数十年
间，他还编写教材，翻译出版了多部斯文著
作，并带领团队完成了“斯瓦希里语精读精品
课程”建设。2014年，陈元猛获得中国外语非
通用语教育终身成就奖。

1990年，对非洲向往不已的 16岁姑娘
韩梅进入北京广播学院，成为改革开放后该
校第一批斯瓦希里语专业学生。毕业后，她进
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西亚非中心，成为一名
斯语记者。采访写作、完成中斯、英斯新闻的
翻译和播音制作，她用斯语向非洲民众讲述
“中国故事”。近几年，在新媒体大环境下，韩
梅又和同事们开始运营斯语的 Facebook等
社交媒体账号。

在肯尼亚、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媳妇
的美好时代》绝对是当地百姓最爱看的中国
电视剧之一。这是中国第一部翻译为斯语的
电视剧，其译制工作正是由传媒大学斯语专
业毕业生、多年从事斯语翻译和对非广播工
作的陈莲英带领韩梅等校友、同事等共同完
成的。

“一开始就想着大家一起来做一些事情，
压根没想到后面会这么复杂。”韩梅回忆，“为
了配好这部剧，我们特意去坦桑尼亚和肯尼
亚选配音演员，3个主演都是肯尼亚的专业
演员，其他所有配角都是由我们部门人员、留
学生、坦桑尼亚驻华使馆人员等共同合作完
成的。”

这部译制剧一经播出，便成为非洲的热
播剧，许多百姓通过看剧了解到中国人的日
常生活，甚至有人一见到中国姑娘就喊剧中
女主角名字“豆豆”，让人捧腹不已。韩梅说，
现在总台已有专门团队负责中国电视剧的斯
语译制和发行，再不需她们去“客串”了。

胡博毕业后曾在坦桑尼亚、卢旺达、肯尼
亚等多地，为数家中国企业做过翻译、生产管

理、市场开发、国际贸易等多类工作。2014
年，他在非洲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主要从事农
药进出口贸易和大型基建项目的推介，其产
品及服务在乌干达、卢旺达广受欢迎。

李坤若楠如今已培养了 3届学生。“之所
以选择留校教斯语是因为国人对非洲缺乏了
解，大多数人脑海中的非洲是贫穷、战乱、疾
病的贫民窟，但事实并非如此。”她说，“我想
让更多国人了解真实的非洲，但这需要从一
点一滴做起，其中就包括培养更多非洲语言
的从业者。”

教学之余，李坤若楠还出版了《斯-英-
汉分类词典》以及《汉语-斯瓦希里语口语手
册》《外国人学汉语》两本教材。今年 9月，她
翻译的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的短篇小说集《隐
居》也即将出版。“我希望帮助在非华人掌握
更多斯语，增进对非洲文化的认识，为他们的
工作生活提供便利，也能帮助非洲人民学习
汉语，进一步了解中国。”

在非访学期间，18岁姑娘句腾宇和全班
同学还作为翻译志愿者参与了中国海军和平
方舟医院船在坦桑尼亚的执行任务。他们为
前来看病的坦桑民众向中国医生翻译病情，
再将中国医生的诊治方案传达给坦桑民众和
从旁学习的坦桑医生。

句腾宇说，志愿工作开始前，大家就准备
了大量医学专业术语词汇。每天 600位病人，
6到 8个小时的翻译工作，几乎没有休息，但
同学们还是坚守岗位，最终圆满完成了翻译
任务。“那段时间我有一种浓浓的自豪感，因
为学了两年的斯语终于派上了用场，虽然能
力还有不足，但也算为国家尽了一点力量。”
她说。

“斯语专业在教学方面是随着不同时代
的需求而变化的。”李坤若楠说，起初该专业
是定向为外交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外文局
等单位培养语言人才。随着我国非通用语专
业的大规模招生，斯语专业的学生近年来也
加强了通识教育，学生就业的可选择性更强。

“一份情”：“斯语让非洲成为

第二故乡”

“‘一带一路’建设逐步推进，
越来越多中资企业会将市场开拓
的步伐迈进非洲，这就急需大量
懂语言、善交流的新生力量，把中
国发展的经验传递到非洲”

“我的第一故乡是温州，第二故乡是非
洲。”与斯语有着近 60年缘分的陈元猛说，语
言让中非人民的距离变得更近。从陈元猛到
句腾宇，斯语让这群中国人和非洲拥有了难
以割舍的感情联系，让非洲成为很多中国人
的第二故乡。

在桑给巴尔医疗队工作时，陈元猛总会
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教授医生们斯语。“看病前
用斯语打一声招呼，一下子就拉近了医患之
间的距离，再用几句斯语问询病情，诊病时间
会大为缩短，无形中也提高了医疗队在当地
人心中的知名度与信任感。”

“语言互通的背后，反映的是国家间在历
史、语言、环境等方面的理解和交流。”韩梅举
例说，中国人常说“如雨后春笋般”，可非洲人
不吃笋，但有谚语“如雨后蘑菇般”，“这样我们
就能找到对应，让非洲老百姓更容易理解。”

在非工作 10多年的胡博认为，现在不少
非洲人对中国还比较陌生，“当地农村老百姓
对中国功夫非常崇拜和痴迷，认为中国人都
会飞檐走壁，经常会有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跑
到我们营地，要求学习中国功夫。”

在他看来，在非洲广袤的土地上，能跟当
地人用他们最熟悉的语言交流，“是一种很奇
妙的体验”。借助斯语，在跟非洲百姓和官员
打交道时，胡博总会聊一些关于中国的话题，
为他们释疑解惑。“我们所到之地，都给当地
人一个深刻印象，就是中国人是有素质，有理
想，勤奋并且好学的。”

胡博认为，随着中非交流合作朝纵深发
展，交往日益密切，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逐
步推进，越来越多中资企业会将市场开拓的步
伐迈进非洲，这就急需大量懂语言、善交流的
新生力量，把中国发展的经验传递到非洲。“只
有更多善于沟通、懂得沟通的斯语人才不断涌
入，中非友谊的纽带才能更加牢固。”他说。

句腾宇希望，自己在毕业后能继续深造，
将来做些和斯语相关的工作。“我是误打误撞
选了斯语，原本打算入学后转专业，但却被其
魅力所吸引。”她说，“过去我从没想过会和非
洲发生联系，但现在却爱上非洲，那里百姓热
情、草原很美……”

今年 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在
京召开，这将是中非深化友好合作的又一契
机。韩梅对这次会议充满了期待。她认为，非
洲国家拥有很强的发展意愿，也看到了中国
这些年的发展经验，愿意向中国学习并结合
自身实际去走出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未来
中非互利共赢的效果一定会更明显，会给两
国的老百姓带来更多实惠。”

“斯瓦希里语是我一生的事业。”谈到未
来，陈元猛说，“过去，中非友谊之桥由我们这
一代搭建、加固，将来我希望能由更多年轻人
继续添砖加瓦！这其中，培养具备跨文化传播
能力的优秀斯语人才将在中非合作发展中发
挥重要作用。”

从创立之初“根本没有教材”到成为搭建中非交流合作的桥梁，“小语种，大作为”

半个多世纪“斯瓦希里语”的“中国故事”

上图：陈元猛与学生们的课堂合影。下图：1975 年陈元猛在桑岛列宁医院与医护
人员合影。 受访者供图

（上接 1 版）黄群、宋
月才、姜开斌等，一直在码
头的值班室里关注平台状
况。10时 30分许，在危机
紧要关头，研究所党委委
员、副所长黄群带领 11名
同志组成抢险队，冲上码
头，对平台进行加固作业。

监控视频里留下了他
们一往无前的身影：300
米长的码头，一个巨浪袭
来，几名同志倒下了；浪头
过去，他们又站了起来，继
续奋力前冲！

“浪打在身上很疼，睁
不开眼睛，那时候考虑不
了个人安危，就想赶快过
去，把平台控制住，把平台
上的人保住。”第七六〇所
规划处副处长孙逊说，“黄
群副所长就是那样一个
人，如果还有一次这种情
况，他还会是同样的选
择。”

一个大浪打来，正在
作业的黄群和姜开斌被卷
入海中；剩下的人和平台
上的人一起营救，又一波
大浪打来，又有人落水。各
方紧急施援，4 人先后被
救起，而黄群、姜开斌和后
来落水的宋月才，壮烈牺
牲。

许党报国

试验平台，寄托着黄
群、宋月才、姜开斌拳拳许
党报国之心。亲人、同事、
战友，对他们的评价不约
而同：他们，把平台当成自
己的“孩子”。

51岁的黄群，从武汉
调来第七六〇所仅仅 480
多天，事发前一日还在办
公室通宵值班。他的爱人
亢群说，那个时候他冲上
去，想抢救的不仅仅是国
家财产，那就像他的孩子一样，融入了他多年的梦想、事
业。

61岁的宋月才，62岁的姜开斌，都曾在海军服役，
已经退休，但试验平台重新点燃了他们年轻时干事业的
激情。

宋月才的老部下，如今也在平台工作的孙贺军说：
“好几次，看到他顶风冒雨去观察平台。”孙贺军 20日当
天在码头值班室值班，凌晨 3点看到宋月才穿着雨衣刚
从码头回来。

姜开斌和老战友刘子辉都已退休，今年 3月听到试
验平台需要人的信息，从湖南远赴大连，留了下来。刘子
辉说：“当兵 13年多，退休了还能重回当年的岗位，当时
都不敢相信。姜开斌生活上肯定不缺钱，离开家人到这里
来，靠的就是一种情结。”

亢群整理黄群遗物的时候发现，调来的 480多天里，
黄群使用了 5个笔记本，3本大的都快记满了，其中在一
篇学习十九大报告的体会中，黄群在标题上写道：“牢记
使命，勇于担当，为七六○所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最新发的一个“三会一课”记录本上，黄群工工整整
地写下了完整的入党誓词。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8月 15日写下这
句话，20日，黄群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壮烈的诠释。

初心不改

“只有奋斗的一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一生。”黄群在笔
记本上写下的这句话，他和他的战友们都在践行。

亢群说，之前大连还受过 3次台风影响，黄群都在所
里值班，这次值班过程中，他还带着一本《大连市安全培
训考核习题集》认真学习。

第七六○所原来仅有的一位质量管理体系国家注册
审核员退休了，负责质量工作多年的黄群交流到这里时
间不长，就帮助所里的 3位同志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国
家注册审核员考试。质量安全处处长助理李苹苹是其中
的一位，她说，黄群副所长来了 1年多，带动所里整体质
量水平有很大进步，他帮助大家制定发展方向、职业规
划，严格要求，细心指导，“有他的带领，想不进步都难。”

战友孙贺军说，宋月才是一个很节俭的人，穿的衣服
有的还打着补丁，但是单位有些事他都拿自己的钱去办，
而且对同事们关怀备至。“我的拖鞋不合脚，我没跟他说
过，就在前几天他看到了，第二天就从家里带了一双拖鞋
给我。”

3名勇士离去了，但艰难险阻挡不住战友们的使命
初心：“他们未竟的事业，我们有能力和信心去完成！”

试验平台的工作人员目前有 19名，年龄从 30多岁
到 60多岁，几乎都是抛家舍业。采访到的几个人都告诉
记者，能够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倍感
荣光。刘子辉说，自己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干，代价不能白
白付出。

孙逊在 20 日也被卷入海中，差不多两小时终于获
救。回忆那天的经历，孙逊说他至今心惊胆战，但他不会
改行，还会把牺牲战友未完成的工作做下去。“要是在现
场，你也会跟着我们站上去！”新华社大连 8 月 2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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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群、宋月才、姜开斌三位同志的肖像（由
左至右）。 新华社发

“小语种，大作为”。数十年间，从斯瓦希里语(简称斯语)班走

出的一代代学子们，肩负融通中非的使命，以一口流利的斯语活

跃于中非外事、传媒、教学、医疗、经贸等多领域，搭建中非交流合

作的桥梁，特别是 64 级、65 级学子投身坦赞铁路的援建，做了大

量翻译工作

《媳妇的美好时代》是中国第一部翻译为斯语的电视剧。这

部译制剧一经播出，便成为非洲的热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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