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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一个不同的伊朗

胡钰

2017 年 7 月 15 日，我和

12 名清华大学的学生访问了位

于德黑兰的谢里夫大学。学校

外事处负责人和几位教授接待

了我们一行。在座谈会上，外

事处负责人告诉我，之所以邀

请这几位教授来，是因为我们

的同学来自于化工、电子、建

筑等不同专业，因此也就对应

邀请了相关专业的教授。

在座谈会上，我们了解到

了这所学校的基本情况。这所

大学的历史不长，成立于 1966

年，现在有 1 万多名在校生。

学校的使命，是希望通过卓越

的学术追求建设更加安全、美

好的世界。这所学校里曾走出

一位卓越的女性数学家米尔扎

哈尼，她于 1999 年在这里获得

数学本科学位，之后到哈佛大

学读研究生并获得博士学位。

2014 年她由于对抽象曲面的研

究获得了菲尔兹奖，成为这个

奖项设立近八十年来首位女性

获得者，也成为世界女性数学

家的代表人物。在她看来，“真

的有很多伟大的女数学家正在

做伟大的事情”。

在谢里夫大学的访问让我

们感慨于这所历史不长的大学

培养的杰出人才，也惊讶于女

性在伊朗取得的杰出成就。米

尔扎哈尼就是在谢里夫大学期

间结识了一些思维活跃的数学

家朋友，发现了数学那种激动

人心的魅力。然而更令人唏嘘

的是，当我们从谢里夫大学出

来坐上车后，陪同我们前往的

一位伊朗朋友拿出手机给我看

了一条消息：米尔扎哈尼于当

天（7 月 15 日）去世。当时的

那种感觉难以言表，就像刚刚

发现了一朵美丽的花，但转瞬

它就被雨打风吹飘散无影，留

下的只是美丽的记忆。

此行伊朗，是今年我在清

华开设的暑期课程《全球胜任

力海外实践课程》。我希望同

学们掌握真正的全球视野而不

仅仅是欧美视野，掌握真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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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尊重而不是对弱者俯视、

对强者仰视的跨文化摇摆。也

正因为如此，我希望同学们用

自己的脚来丈量世界的土地、

用自己的眼来观察世界的真实。

寒假期间，我选择带同学们去

了东非的肯尼亚、埃塞尔比亚，

此次暑期，我和同学们商量，

选择了伊朗，这个在西方媒体

中被描绘为战乱、落后、异端

的国家。

在德黑兰大学，学校外事

处负责人、孔子学院院长和几

位同学一起与我们座谈。我们

得知，这所大学建立于1934年，

在校生有 4 万多名，而且居然

有 56 个图书馆。更让我们惊喜

的是，中文在这里受到的欢迎

程度越来越高。孔子学院院长

阿明的普通话非常纯正，清晰

准确、字正腔圆，大家觉得比

一些有口音的中国人还说的好。

他说很感谢他的父亲让他学习

中文。他在中国学习了 9 年，

说很喜欢中国，用了一个词“爱

不释手”来形容他当年离开中

国时的感情。

伊朗学生们在座谈时谈了

各自选择学习中文的原因，比

如有学生喜欢中国文化，有学

生希望将来与中国做生意，还

有学生希望将来到中国当大使。

这些学生都仅学了 2、3 年中

文，但能表达出来自己的想法，

很是不易。据介绍，现在伊朗

全国高考排名第 400 名的学生

（伊朗高考有全国排名，全国

第 400 名已属成绩很好）已经

选择中文专业作为自己的第一

专业了。

有清华同学问这些同学读

过哪些中文的著作，伊朗学生

回答说“读过孔子的书”。有

清华同学问学了中文在伊朗能

做什么，伊朗学生回答说“可

以帮助在伊朗的中国人”，比

如曾经帮中国人找回被银行取

款机吃掉的银行卡。伊朗同学

普遍反映，学习中文语法不难，

难的是写字。看着这些伊朗同

学纯朴、热情的面孔，我的心

里充满喜爱，当时就向阿明院

长表示，请他今后推荐一些优

秀的伊朗学生来清华读书，如

果读新闻传播专业，我可以担

任导师。

选择到伊朗，还有一个重

要原因，这里是古代丝绸之路

的重要区域。在伊斯法罕，当

我和同学们站在伊玛目广场时，

想到这里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

的终点，那种跨越时空的穿越

感很是强烈。中国和伊朗都是

历史文明悠久的古国，2000 多

年前，西汉张骞的使节团来到

伊斯法罕，两国人民便通过古

丝绸之路展开交往，波斯文明、

安息古国在中国都有着很深的

影响。 

这个广场很大，据说是仅

次于天安门广场的世界第二大

广场，曾经是萨法维国王阿巴

斯大帝（1588-1629 年在位）

检阅军队和观看马球的地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将这一广

场列入世界遗产。阿巴斯大帝

希望伊斯法罕“如同一座充满

华丽建筑的天堂，公园里花香

四溢，为花园和小溪平添生气”。

而这个广场被誉为“润湿世界

的花园”。广场四周有两座宏伟、

壮丽的清真寺，堪称世界建筑

精品。伊玛目清真寺以深蓝色

为色彩基调，卢特夫拉长老清

真寺以奶黄色为色彩基调，两

个清真寺都有着跨度极大、挑

高极大的穹顶，有着精细、鲜

亮的花纹墙砖，有着体现当时

工程技术水平的设计理念，让

人走在其中，叹为观止。每每

走进一个大殿，就会引来同学

们一阵惊呼，因为太美了！许

多同学在拍照时为了拍摄壮丽

的穹顶全景，都是躺在地上拍。

还有许多同学购买了一些墙砖

的复制品，说要回去点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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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子。

在伊斯法罕广场，我们进

行了一次有趣的课程作业，发放

调查问卷，了解伊朗人对中国国

家形象的看法。这个问卷是在清

华准备好的，十道选择题，翻译

成了波斯文，涉及关于中国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认识。在开始调查

前，我们坐在一个茶馆里讨论，

应该如何发放，注意哪些问题。

许多同学还是忐忑不安的，因为

不知是否会被拒绝，是否会引发

当地人的不快。我也不是很确定

是否能顺利完成，就与同学们说：

“尽力即可，不行就算了，被拒

绝也是经历。最重要的是安全。”

此次发放一百份问卷，同

学们分成三组。当我们分散开

后，我发现唯一的一位波斯语

翻译跟着我这一组，我马上说，

你还是去跟有女生的那组吧，

她们更需要你。当时我的心里

是觉得，万一出现问题还是要

保护好这些可爱的清华女生们。

但开始调查后的情况远远

出乎我们的意料。在广场上，

我们找到的第一位受调查者是

一位坐在长椅上的女士。她看

到我们几个人走过来，就与大

家微笑，很是友好。于是，我

们就拿出问卷说明来意，她也

很愉快地拿出笔来回答，其间

还会对一些题目的意思再追问

一下。问卷完成后，她还提出

与我们一起合影。

有了这个开端，同学们立

刻信心倍增，迅速散开，有的

同学拦住几个一起走过的小伙

子，有的走进附近的商店里找

店主攀谈，有的与路边晒太阳

的人群共同商量，很快，不到

一小时，我们这一组的问卷就

填完了。这时距我们集合的时

间还有一小时。

在伊斯法罕参观期间，不

时会有伊朗人跟我们打招呼，

用中文说：“你好！”或者用

波斯语说：“QIN ！”很是热情。

有一个小伙子给大家留下深刻

印象，他用流利的中文与大家

打招呼，说现在在与中国做生

意，也去过中国。当同学们问

他叫什么名字时，他自豪地回

答：“我叫马云！”看着同学

们惊奇的目光，他补充说，“我

要成为马云一样的大企业家！”

同学们对他报以热烈掌声。“马

云”还介绍他的弟弟给我们认

识：“我的弟弟叫马龙，不过

他刚刚开始学习中文！”

坐在伊斯法罕广场的草地

上，我和同学们买了一杯当地

的水果饮料，很冰很甜，大家

漫谈着此行的感受。一路走来，

伊朗人的友好是出乎意料的。

我们经常被一些伊朗人拉住拍

照、而且多是自拍。而伊朗人

的悠闲也是满眼皆是，草地上

满满的都是三五成群的伊朗人，

有的是一家人，有的是几个朋

友，安静祥和。事实上，此行

伊朗，最常见的就是这样聚集

在一起的伊朗人，甚至到了深

夜街上还是热热闹闹、人来人

往。这也让人看到了伊朗的安

全。

来到文化之城设拉子，此

前得知这里被称为夜莺之城、

花园之城，听说著名伊朗诗人

哈菲兹葬在这里。进了酒店，

惊奇地发现居然每个房间里都

有一本哈菲兹的诗集。诗集印

刷精美，再配上艳丽的细密画

（miniature painting），很是优雅，

让人忍不住仔细翻阅玩味。同

行的伊朗朋友说，在伊朗，再

穷的家庭也有哈菲兹的诗集，

许多人还会拿着自己写的诗去

拜谒哈菲兹的陵墓并大声朗读，

那种浓浓的文化味溢于言表。

此行，我也买了一本哈菲兹的

诗集，尽管只有波斯文与古英

文版本。

一天的行程下来，我和同

学们照例聚在一起，坐在位于

市中心卡里姆汗城堡的城墙下

一起讨论，交流一天的参观体

会，进行第二天实践活动的专

业分享。有趣的是，已经临近

午夜十二点，还有许多伊朗人

走过身边时要与我们合影。最

有意思的是一群小姑娘，看到

我们坐在这里，都举起手机拍

照。走过去不久，又退回来找

我们要一起合影。由于拍照用

的是我们同学的手机，一个小

姑娘现场就拿出自己的手机，

让我们的同学马上把照片给她

用蓝牙发送过去。我不怎么会

用这个功能，但看那个伊朗小

姑娘很熟练地点击手机上的各

个功能键，又让我惊呆了！

此行伊朗，让我们看到了

波斯文明的风采，如同牛津大

学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其

著作《丝绸之路——一部全新

的世界史》中所言，“发展出

了完全可以与欧洲文化繁盛时

期相媲美的视觉艺术”，形成

的是“一个自信、求知以及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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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国际化的文化环境”。当

伊斯法罕的教士向波斯国王呈

上波斯文译本的《旧约·诗篇》

也会受到热情接纳，“展现出

波斯人不断增强的宗教宽容和

文化自信”。

此行伊朗，让我们看到了

千年以来古丝绸之路带给中国文

明与波斯文明之间的交融，比如

今天中国人吃的“石榴”、“葡

萄”等就来自波斯，而波斯语中

的“茶”的发音与中文非常接近。

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今天伊

朗人真实的精神面貌、生活状态

和他们对中国的热情，尤其是看

到了许多可爱的年轻人，让同学

们回味无穷。

记得访问伊朗国会时，一

位议员在与我们一起座谈时说，

许多人以为在伊朗没有吃的还

要带罐头、没有汽车还要骑骆

驼。他是当作笑话来说的，未

曾想，我们一位同学当即回应

说：议员先生，我就带了罐头来。

引来全场人大笑、鼓掌。大家

在笑声中、掌声中不停相视会

意点头。那个掌声、笑声的场

面很热烈，也难以忘怀。笑声、

掌声过后，大家安静下来。我

告诉议员，此行回到中国，我

们希望成为伊朗真实形象的传

播者，成为中国、伊朗合作的

推动者。

回到清华后的第二天，我

和同学们一起请伊朗驻华使馆

的科技参赞尤色夫吃饭，感谢

他对我们的帮助。参赞坐下来，

一开始就说起谢里夫大学，说

起刚刚去世的米尔扎哈尼，惋

惜之情溢于言表。他很希望清

华与伊朗的大学加强联系和合

作，认为中、伊都是文明古国，

都是发展中大国，中国现在发

展很快变化很大，伊朗也在加

速发展。2016 年两国最高领导

人在德黑兰会晤提出建立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科技教育领域

的合作空间很大。

有意思的是，就在见到尤

色夫参赞的当天，中国驻伊朗

大使馆文化处也给我们发来一

条新闻：伊朗通讯社对我们此

行去伊朗访问进行了专门报道，

还配发了图片。

在此次访问伊朗期间，读

到一本介绍伊朗的旅游手册，

首页上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

路上的惊喜是你旅行最大的意

义，那伊朗也许是这个世界上

你最应造访的国度。”刚开始

读到这句话没有什么感觉，随

着在伊朗旅行的深入，对这句

话的体会越来越深，直至回来

后，以为这句话实在贴切。

在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中

心的时代里，中国的青年人越

来越需要具备全球胜任力。什

么是全球胜任力？这一路走来，

同学们一直在讨论，并且总结

了十几条具体标准。这其中，

同学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了解

真实的全球！在这个由少数国

家强势媒体描绘的世界里，我

们知晓的、想象的世界太有限、

太偏颇了！只有用自己的脚来

丈量、用自己的眼来观察、用

自己的脑来思考，我们才能把

握一个真实的全球。

当然，我也告诉同学们，

完全的真实很难完全的实现，

但走进不同的世界，一定能走

近真实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