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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起中西文化桥梁 链接一带一路纽带 

——伊拉斯谟计划希腊之行 

 
2024年 9月，有幸能代表香港珠海学院黄廷方．信和一带一路研究院参加了希腊西马其顿大

学为期三个月的欧盟 Erasmus+ 全球流动项目。 

为什么是希腊？ 

古希腊和古中国有着同样震惊世界、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古代文明。跟希腊的学者教授一起

探讨东西方文明发展进程，我们总能找到很多共同话题。引用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我盛大

的希腊婚礼》中第一代来自希腊的移民，也是主人公的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给我一个

英文词汇，我将告诉你一个希腊词源！＂没错！这就是希腊人的骄傲。 

希腊文明推动了世界文明发展，希腊不止有神话、神庙，还有哲学、艺术、古剧院、罗马集

市。也有与孔孟学说同期存在的苏格拉底等一众思想家、教育家。更别提盛极一时称霸亚欧

大陆的亚历山大帝造就的辉煌历史。 

   

 

我在希腊做什么？ 

本次流动项目除了完成我院和希腊西马大学合作的一带一路特定国家的研究外，我们利用工

作之余，做到传递真实全面的中国文化，力争成为一位中西文化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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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让世界了解中国香港 

刚到伊拉斯莫斯项目办公室报到的第一周，就收到了邀请，在国际留学生课堂给来自全球各

地的留学生分享中国文化。期间，我还介绍了一国两制，并宣讲了我们研究院一带一路专业

的硕士项目。盛情邀请留学生们来香港深造，来我研究院修读硕士课程。 

   

 

⁃ 2. 让中国话响彻希腊 

在西马大学我很荣幸接受了来自曾有相同专业背景的 Stavroula教授的邀请，用中文朗诵诺贝

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天堂蒜薹之歌》的节选。我想，那一刻我是自豪的。我为中国有一位真

正意义上的本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自豪。 

@Here  please allow me to be on behalf of my 1.4 billion Chinese people to read the abstract of 
The Garlic Ballads written by the Chinese writer Mo Yan who gained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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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西诗歌比较研究分享 

西马大学学生业余生活丰富多彩。Book Lab是个阅读俱乐部，在恰逢亚洲文学周时，我又接

受了来自西马 Floria 校区的负责阅读活动的教授的邀请，在线给全校热爱阅读的师生分享了

中国文学。从中西诗歌比较研究到四大名著再到香港华人文学巨匠金庸，足足讲了近两个小

时。这也是展示我们文化自信与西方交流的绝佳机会，一定不能辜负研究院教授们的期望。 

   

 

⁃ 4. 交流不止于希腊 

在西马流动项目交流期间，我还有幸认识了来自波兰的特邀学者 Ewelina教授。这位学者是

科技创新和全球金融研究的专家，我们谈起中国的科技，向她展示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科技

发展。 

她非常羡慕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能发展如此迅速，甚至发出灵魂拷问，为啥中国能做到，我

们欧洲国家却做不到？ 

当她看到我给她演示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换电和 Digital解决方案及自动辅助驾驶技术后，她

震惊了。同时，我也感受到背后祖国的强大，带给我们的自豪和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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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希腊传承，值得学习 

11月是希腊的大学毕业典礼月。参加了几场毕业典礼和毕业答辩。希腊人非常注重家族传承

和教育，现场 1/5是毕业生，其余全是他们的亲戚朋友。连博士答辩也会邀请亲人到场加油

打气。 

 

 

12月是希腊的 Holiday月，在这个充满温馨的圣诞节前夜和新年除夕夜，我有幸被邀请到当

地老师家做客。希腊家庭聚会和谐融洽的气氛，及新年钟声响起时家人朋友互相给予的温暖

拥抱和亲腮礼，让我倍感温暖和感动。 

 

 

依依不舍 惜别希腊 

临行前，Stavroula 教授的学生们集体给我送行，零下几度的气温，却阻挡不了热情似火的拥

抱！大家依依不舍地离别，我也热情邀请他们以后能来香港学习、工作。 

用一个希腊词表示我的心情，“harmolipi”, 翻译成中文，悲喜交加/悲欢离合。喜悦的是，即

将回国与家人团聚；悲伤的是，千里送君终有一别。 

有位老师说，Nina我们不像认识两个月的新朋友，更似认识了好久的老友。谁说不是呢？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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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与中国两个文明古国惺惺相惜，中希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情谊深厚！ 

我院与西马大学合作交流深远，共建学术高地。 

   

 

写在最后 

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 Program, European Community Action Scheme for the Mo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是由欧盟资助的一项教育、培训、青年和体育计划，旨在促进欧洲及全

球范围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伊拉斯谟计划最初于 1987年启动，以荷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

主义者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命名，他提倡教育、思想自由和跨文化理解。 

 

作者： 

香港珠海学院 黄廷方．信和一带一路研究院 

社会科学硕士（一带一路国家国际工商管理） 

2024毕业生 泥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