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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年轻一代
正为中坦合作注入新活力

在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院长杨延宁教授的带领下，来自
外语学院、历史系、政治与国际
关系学院、河口海岸科学研究院
及思勉人文高等研究学院 5 家
单位11名师生此行在坦桑尼亚
境内走进使馆，记录外交官对中
坦合作进程与成果的分享；深入
企业，探访中国技术与当地资源
结合的本土化经验；来到学校，
与当地师生展开跨文化对话，展
示彼此的学习与思考。从石头
城的古老街巷到现代化的合作
项目。这一次田野实践之行，不
仅是对中坦合作的回顾与展望，
更是对全球南方合作新路径的
探索。

调研支队抵达坦桑尼亚的
第一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坦桑尼亚大使馆。这座位于印
度洋海岸的办公楼，不仅仅是中
坦合作的枢纽，更是一段段跨越
时空友谊的见证。在使馆工作
人员的细致介绍下，师大学子了
解到大使馆作为中坦沟通桥梁
的重要作用，也初步感知了中坦
建交六十年来合作的深厚积淀。

使馆工作人员通过一个个生
动的故事，展现了中坦关系从历
史到现实的稳步推进。在经贸合

作方面，使馆工作人员分享了中
坦经济互动的最新进展，尤其是
坦桑尼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的案例；在文化领域，中坦之间丰
富的文化交流与旅游合作让学生
们看到了另一种“互鉴”——不仅
是物质资源的交流，更是文化理
解与情感连接的深化。

最让学生们触动的是，年轻
一代正通过自己的专业与努力，
为中坦合作注入新活力。从使
馆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中，支队
看到了外交背后的真实一面：对
细节的关注、对人文的体察，以
及不懈的实践。这样的观察让
他们更加清楚，作为青年人，他
们如何从自身的专业出发，成为
中非合作的桥梁和未来的推动
者。这次访问为支队后续的田
野调查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也
让他们感受到肩上责任的分量。

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高婕，
即将前往国际组织实习，她在学
校的职业规划大赛的就业赛道
上，也以国际组织工作为就业方
向获得了校赛特等奖。在交流
中，中坦建交六十周年的辉煌历
史让她十分受触动。从高层领导
的互访到坦赞铁路的修建，再到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坦桑
尼亚给予的坚定支持，每一个故
事都让她感受到了中坦两国人民
之间那份真挚而坚定的情谊。

赴坦开展双语教学
架起跨文化交流的桥梁

在这次坦桑尼亚之行中，教
学支队走进当地学校，发挥自身
所长，为当地青年和学生们带来
一次双语课堂。

这次课堂以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七巧板为主题。七巧板的
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的“燕几
图”，经过“宴几图”“蝶几图”等
演 变 ，最 终 发 展 为 今 天 的 模
样。这些小小的木块承载着中
国古人的智慧与想象力。课堂
上，外语学院师范生王天远同
学作为主讲人，从七巧板的起
源讲起，通过故事和演示，让学
生们了解这项传统文化背后的
魅力。

外语学院英语师范专业本
科生王天远是队伍中的唯一一
名师范生，他此行的最大任务是
前往当地的一所学校，为当地学
生们带去一节中国文化课程。
为了让学生们更投入更有沉浸

感，王天远和团队提前准备了几
副七巧板作为学习工具，也是送
给学生们的小礼物。课堂上，学
生们被分成小组，每组分发一套
七巧板，团队成员担任助教，耐
心地指导他们完成拼图。在七
巧板的拼接中，“守株待兔”的教
训和“愚公移山”的精神被传递
给了这些孩子们。每当解开一
个拼图，他们的脸上总是露出兴
奋和自豪的笑容。

站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支
队成员们感受到的不只是新鲜
的经历，更是跨文化交流的意
义和分量。七巧板作为课堂的
载体，不仅传递了中国传统文
化，也成为他们和当地孩子之
间的桥梁。或许这节课只是一
个小小的开始，但在中非友谊
的长河中，这样的点滴努力正
在汇聚成更深厚的理解与合
作，也正如支队成员在课后总
结课堂教学时所写：“日就月将，
学有缉熙于光明”。

来自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的于钧同则给当地青年开展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汉语教学活动，
为当地的青年打开了一扇通往
中文世界的大门。他借助当地
的中文教材，耐心地教授了从一
到十的汉字写法和发音，并引导
学生们用这些数字练习组词和
造句。课后，许多学生意犹未尽
地围着于钧同提问，在他们看
来，这次课程不仅学到了语言，
还感受到了一种文化交流的深
厚友谊。而在桑给巴尔岛的里
拉学校，支队还与当地老师们围
绕语言教学、文化差异、教育创
新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祝
愿结下的中非友谊之树常青。

从达市到桑岛海面，来往的
船只川流不息。日落月升间，驶
向希望。团队在坦桑尼亚的每
一站交流，都承载着中坦两国人
民深厚的集体记忆，也凝聚了携
手迈向未来的信心与决心。这
次赴坦交流也将成为新的起点，
激励更多中非青年共同续写友
谊新篇章，描绘美好蓝图。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长命富贵”“状元及
第”“龙凤呈祥”“松鹤延年”，一个
个朴素又美好的愿景在一件件蓝
印花布展品上绽放。刻花板，染
色，青年现场展示蓝印花布技
艺。12月13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搬进东
华大学，“技艺·记忆——南通蓝
印花布展”在东华大学上海纺织服
饰博物馆开幕。展览持续至2025
年1月13日，免费向社会开放。

展览分为“记忆、技艺、传统、
创新”四个部分，100多件展品将
蓝印花布传统的清雅魅力和现代
的无限活力呈现在观众眼前。衣
服、被面、包袱布及丝巾、包袋、玩
偶等共百余件传统蓝印制品和现
代设计作品，尽显“蓝白相生、素

花蕴雅”的功夫技艺和文化底
蕴。蓝印花布又称靛蓝花布，俗
称药斑布、浇花布等，以棉布为载
体的蓝印花布，兴盛于明清，它集
实用性与艺术性于一体，以蓝白
素雅闻名于世。蓝印花布传统印
染技艺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3
年南通蓝印花布获批中国地理标
志产品。

“一童子手持状元帽，旁边
孩童欲抢”“两只凤凰穿行在牡
丹花中”“仙鹤衔桃正飞来”……
匠人在简单、淳朴的蓝白两色
间，创造出纯真美好、多姿多彩
的艺术世界。“五毒辟邪”纹样的
蓝印花布襁褓布、小被面，保佑
孩子平安健康，吉祥如意。“状元
及第”“三子夺魁”的蓝印花布被
面，希望孩子能金榜题名、高中

状元。“凤戏牡丹”“和合二仙”
“麒麟送子”等纹样，寓意和合美
满，早生贵子。“福寿双全”“鹤寿
延年”的被面和包袱布，是晚辈
送给长辈的美好祝福。作为策
展人，东华大学上海纺织服饰博
物馆馆长卞向阳说：“我们将蓝
印花布非遗的保护、收藏、传承
和创新融进东华大学校园，希望
在中华纺织服饰文化传承与创
新方面作出更多东华贡献。”

现场，东华大学学生生动演
绎了刻花版、刮防染浆、染色等
工艺流程。蓝印花布印染技艺
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其延续
八百年的历史更展现了民族的
创造力和传统文化的可持续
性。参与演绎的旭日工商管理
学院学生郭彦平小心翼翼地通
过花版在坯布上刮防染浆，通过

体验刮浆印染技法，让她更敬佩
那些将中华服饰文化传承至今
的工匠们，“希望更多人参与进

来，感受非遗技艺的魅力，使传
统印染在现代生活中得到传承
创新。”

在东非高原上聆听未来
一群华东师大学子开展了一场别样的田野实践

蓝白世界里诠释美好生活
国家级非遗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搬进东华大学

青年展示工艺流程，蓝白世界诠释美好生活。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摄

支队成员将亲手制作的书签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吉祥物小花狮送给当地学生。 受访者供图

从坦赞铁路的开通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持
续推进，中坦之间的合作迎来了第六十周年。
这份交往，不仅有历史的厚重感，也饱含着现实
的温度与活力。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片土地的
故事，华东师范大学一群师生参与“对话中非文
明”学习实践项目团，近日结束在坦桑尼亚为期
八天的田野实践与社会调研。他们以驻坦使
馆、中资企业、当地学校和历史古城为脉络，在
学思践悟中深化对这片红土大地的认识。他们
还在东非高原上听到进博会的故事，听到更美
好的未来畅想曲。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