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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老海南’，也是个‘新海南’。”来到海南
14年，法国人高德华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向海南日
报记者这样介绍自己。

出生于法国东北部城市南锡的高德华，叔叔是法
国一家船模协会的会长。受到叔叔的影响，高德华自
小就喜欢制作船模，喜欢和船有关的事物。

17岁那年，高德华加入法国海军，人生自此与大
海相伴，他先后游历过50多个国家，在8个国家和地
区长期生活，当过船长、跑过远洋、管理过码头、建造
过游艇，在航行、游艇和港口建设运营方面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

“多年前，朋友在中国台湾开了一家造船公司。”
高德华回忆说，彼时，他决定来到中国工作。不过，那
时他对中国和汉语的了解几乎为零。

刚开始工作时，高德华觉得自己不会永远留在中
国，就没有专门费心思去学中文。然而，生活工作在
一个几乎百分之百说中文的环境里，不会中文让他感
觉到困扰无比。

于是，抱着“让沟通和生活更加便利”的目的，高
德华开始自学中文，6个月后，他就开始尝试与人交
流。

“我的中文学习大部分是在街头进行的。”高德华
打趣道，随着学习的深入，自己对中文的热爱日益见
长，遇到个人就想说话，以此来练习口语。渐渐地，中
文成了他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语言。

也是那时，三亚规划在半山半岛建一座游艇港，
需要一位游艇码头行家。既有丰富经验，又能说一口
流利中文的高德华，成为港口总监的不二人选。

“正是因为会中文，让我在中国拥有更多选择的
机会。”高德华如是说。但如今在他看来，中文的魅
力，远远不止于此，更多时候，他能从中文用语的细微
变化中体味到中国特殊的人情关系。

“比如，我们的码头管理团队里，很多人以前是普
通的渔民、船员，就我一个老外。大家喜欢喊我‘老
高’。”高德华笑着说。对于“老高”这个称谓，他很喜
欢，觉得叫起来有一种中国人之间特有的亲切。

这几年，高德华还用中文写作，他在微信公众号
“海之蓝游艇”上开设了“老高说事”专栏，用中文介绍
游艇、码头管理方面的知识。此外，他还编著了一本
中文版的《游艇管理手册》，个人著作《如何成功建设
和运营中国游艇码头》已经出版。

2014年，高德华获得海南省政府颁发的“椰岛
奖”，并于2018年受邀担任海南省邮轮游艇协会专
家，2019年成为海南海事法院调解员。2019年9月，
高德华荣获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政府友谊奖，以表彰他
为推动中外交流作出的杰出贡献。

让高德华备受振奋的是，2020年初，他获得外国
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成为三亚第一位因海南自贸港人
才政策获得永久居留身份的外籍人员。在世界行走、
为三亚停留的他，正式成为一名“新海南人”。

在工作之余，高德华是个颇有生活情趣的人，特
别喜欢中国画和书法。近几年，喜欢“折腾”的他又开
启了人生“第二赛道”——绘画。

在高德华的绘画作品中，许多主题与船和海有
关。未来，他计划建立一个中外艺术交流平台，在艺
术文化方面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让中法文化交流更
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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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碧眼、温文尔雅、中文说
得好，是俄罗斯人达利娅在交谈中

给海南日报记者留下的深刻印象。
得知要聊聊她学习中文的故事，达利

娅立即答应了，她兴奋地说：“我特别喜
欢中文，也喜欢中国传统文化。”

今年35岁的达利娅是海南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中俄项目负责人。而她第一次来

海南，要追溯到2013年。那时，她第一次到深
圳出差，便爱上中国南方城市的环境，“回国后，
我立刻就辞职了，几个月后来到海南大学留学，
就读对外汉语专业”。

达利娅笑道：“来海南的想法很简单，就想找
个有海看、有丰富水果吃的热带城市。”

从俄罗斯到海南，要跨越的不仅是约5000公里
的地理距离，还有语言文化的鸿沟。刚来海南时，达
利娅对中文一窍不通，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但她决定
要在海南扎根，要尽快掌握这门语言。

于是，达利娅成了班里最勤奋的人。“早上七点半
上课，她五点半就起床去晨读，生活重心在学习上，非
常刻苦。”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达利娅爱人，来自河南
的“新海南人”尚阳这样夸赞道。

“我很幸运，遇到的老师都很有经验，也善于启发
学生，让我对中文越学越着迷。”达利娅印象深刻，有
一位老师擅长采用甲骨文开展教学，通过甲骨文字形
让学生从中感受到字体演变过程的奇妙性和趣味性，
提高识字效果。

在刻苦努力学习下，达利娅的中文水平有了质的
飞跃，一年后，她与别人交流基本无障碍了。

2014年，达利娅从海南乘飞机回俄罗斯，中途要
到北京转机，期间需要在北京停留4天。如何在一个
陌生的城市里度过4天，这看似不难，但对于达利娅
来说，挑战不小，她觉得这是对自己中文水平的一场
实战检验。

那几天，达利娅拿着一张地图攻略，不懂时就向
路人请教，不仅顺利坐上了错综复杂的北京地铁，还
去了天安门等景点。“回想起来，幸亏我学会中文了，
不然那几天可咋办！”达利娅打趣道。

随着对中文学习的愈加深入，达利娅渐渐也能领
会到蕴含在汉字中的意蕴和美感。有一年，尚阳和达
利娅一同回俄罗斯，漫步在贝加尔湖畔，看着眼前绝
美的湖水美景，尚阳不禁联想到李健那首著名的歌曲
《贝加尔湖畔》。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
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行走在湖
边，聆听着歌曲，达利娅也品读出了歌词的美感，“一
种充满希望、温暖、真挚的感情油然而生，我感受到了
汉字之美。”

达利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程度很高，她尤其
喜欢茶文化。温杯、投茶、润茶、冲茶……达利娅对茶
的种类和冲泡技巧娴熟，在她看来，茶叶是一种神奇
的叶子，蕴含中国文化的深邃哲思和人文精神，从中
能更好地品读中国。

今年是达利娅到海南的第12年，她和尚阳拥有
了一个可爱的女儿索尼娅，让她惊讶的是，索尼娅也
展现出极高的语言天赋。“她特别喜欢中文，甚至中文
比我还好，普通话、东北话、河南话切换自如，有时我
发音不准，她还会来纠正我。”达利娅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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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月月2020日是联合国日是联合国
中文日中文日，，以纪念以纪念““中华文中华文
字始祖字始祖””仓颉造字的贡仓颉造字的贡
献献。。这个日子不仅是对这个日子不仅是对
中文丰富文化和悠久历中文丰富文化和悠久历
史的致敬史的致敬，，也推动着不同也推动着不同
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本期特别报道本期特别报道，，我们将带我们将带
您走进两位外国友人的您走进两位外国友人的
中文学习之旅中文学习之旅，，聆听他们聆听他们
与中文的不解之缘与中文的不解之缘，，感受感受
中文魅力中文魅力。。

达利娅（左）与家人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高德华计划建立一个中外艺术交流平台。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