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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行亮

经国际教育学院中外师生的共同努力，《情系学院———国际教

育学院院庆十周年纪念文集》与读者见面了。本书的作者从不同的

角度，运用不同的表现手法，采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声

音：庆贺国际教育学院十周年院庆，回顾国际教育学院十年的建设和

发展历程，祝福国际教育学院更加灿烂的明天。

举办十周年院庆为的是“凝练办学思想，展示办学成果，凸显办

学特色，弘扬学院精神，扩大学院影响，促进学院发展”。十年来，国

际教育学院理顺了“拓展专业方向，丰富办学层次，创新办学模式，

扩大办学规模”的发展思路，确定了“以语言教学为基础，以专业课

程为主干，以中外合作为背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中外国际型、

创新型、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办学指导思想，提出了“招一个学生，交

一个朋友，出一个人才”的办学理念，形成了“国际合作，学科交叉，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办学特色，创立了“培养方案加附加学分”、

“课堂教学、课外训练、专业实践”的人才培养模式，培育了“团结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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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开拓创新，和谐奉献、务实求真，大气开放、立德育人”的学院精

神。十年来，国际教育学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首届 61

名学生发展到中外弟子逾 3000人，从一个专业发展到三个专业七个

方向。世界上 20多个国家的 30余所高校与国际教育学院建立了合

作关系。国际教育学院招收来华留学生 500余人次，历届毕业生就业

率超 90%。

国际教育学院与时代同进步，和祖国共成长。“十五”规划启动

时，伴随“国际教育化”的趋势，江西师范大学创办了“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十一五”规划完成之际，国际教育学院成为江西师范大

学发展最快、效益最好、规模最大的学院之一。国际教育学院十年发

展，彰显了学校党委行政的关爱和信任；国际教育学院十年发展，体

现了各职能部门、兄弟学院的支持和帮助；国际教育学院十年发展，

倾注了全院中外师生员工的心血和汗水。“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

国际教育学院又提出了“注重内涵建设，兼顾外延发展”的工作思

路，力争“学科建设上台阶，教育质量上层次，精细管理上水平，国际

合作上规模”，为早日将国际教育学院建设成为“国内有地位，国际

有影响”的教学研究型学院而不懈努力。

院庆十周年纪念文集回顾过去，更重要的是激励未来。我衷心希

望在国际教育学院二十周年、三十周年……院庆纪念文集上，曾在、

正在、将在国际教育学院工作学习的中外师生员工，能展现更为华丽

的文采，采用更多的语言文字，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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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夏夜，我和小伙伴们在抚河桥下摆好竹床，躺在凉凉的竹

床上，沐浴着习习的河风，凝视着天空中的皓月，海阔天空侃大山。一

个伙伴说，他最大的愿望是去月亮上玩玩。一个伙伴说，他渴望去北

京见毛主席。另一个说，“我想去苏联”。“我有一分钱，骑马到苏联，

苏联老大哥，请我吃馍馍”，我们的儿歌就是这样唱的。当问到我时，

我说我希望能走遍世界。玩伴们一阵欢笑过后，很快就心满意足地进

入各自的梦乡。当时我们的生活区域是在南昌旧城区的抚河以西的

城乡结合地带———潮王洲（“文革”时期改称朝阳洲），黄泥洲，打缆

洲，新填洲，老官洲。记得小学上地理课，老师问：“世界上有哪五大

洲，四大洋？”一个同学回答：“潮王洲，黄泥洲……。”顷刻，哄堂大

笑。生活的艰辛并未泯灭少年儿童的天真，求知的渴望促使我们更加

努力地学习，真有点“少年劲捺心中血，敢笑李杜不文章”的豪情。

历史的车轮辗转到了 1971年，在中专学校读书的我，毫不犹豫

地选择了英语专业，希望通过语言的学习，打开瞭望世界的窗口，踏

从朝阳洲到五大洲
李行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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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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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通向全球的桥梁。1977年恢复高考，我填报的志愿仍是英语专业。

学了十几年的英语，外国人却未见几个，难免有几分遗憾和惆怅。

2000年 8月，我调任江西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2001年 1

月，学校成立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我兼任学院院长。教育国际化的趋

势，加快了学校与国外高校合作的步伐，工作的性质和责任，使我获

得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国外高校的代表，参与和组织各项外事活动。

2001年 7月，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在学校历史上首次组织 12名

师生赴澳大利亚短期访学。这是我第一次跨出国门，行前一段时间都

处于亢奋状态。清晨，飞机降落在墨尔本国际机场。出境后，我深深地

吸了一口略带寒意的清新空气：“大洋洲，我来了。”为期四周的访

学，我马不停蹄地与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莫那什大学、拉筹佰大学

洽谈各种合作的可能性。带回大量的资料和备忘录，也带回了与澳大

利亚高校合作的机会与希望。

“莎瓦蒂卡”，普吉岛迷人的风光，“挣三块花五块”的舞蹈手

势，酸酸辣辣的美味佳肴，金碧辉煌的王宫寺庙……泰国，这个最具

亚洲风情的国度的一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宋卡王子大学、瓦莱阿

隆功大学的热情接待和同我校合作的热切愿望，打开了国际教育学

院与泰国高校的合作之门。“阿酿哈沙哟”，2001年底在韩国首都首

尔举办的“来华留学展”，让我目睹了“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的

风采，实地了解了其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与韩国大丘加图立大学、

又石大学、朝鲜大学的“学生交换”和“教师互派”等合作项目的开

展，拓宽了国际教育学院与韩国高校合作的渠道。“哈吉米玛西得，

哆卓呦罗西库”，2004年 11月在日本的访问，虽然鞠躬、弯腰累得腰

酸背痛，榻榻米上的盘膝而坐还真有点不习惯，但是“交换生”、“科

目旅修生”、“编入生”等项目，却满足了国际教育学院日语专业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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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的学生赴日本冈山商科大学、香川大学、岐阜经济大学、东京国

际商贸学院留学的愿望。

冬天的俄罗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让我理解了 1000卢布（约

合 300元人民币）一瓶的伏特加酒为什么畅销。莫斯科郊外的夏宫

银装素裹，仍然显现出昔日皇家的豪华气派。新处女公墓赫鲁晓夫半

黑半白的墓碑，让人们去评判这位前苏联历史人物的功过。科隆大教

堂之雄伟让人瞠目。柏林墙倒塌了，但还保留了一段作为历史遗迹。

“双立人”的刀具用了七八年仍然锋利。“校在城里，城在校中”的牛

津大学的学生与居民和谐共处，历史上的学生与居民纷争早已封存。

泰晤士河畔的大笨钟一直在催促人们前进的步伐。与操 Standard

English———标准伦敦音的人对话无疑是一种享受，但争取互利共赢

的谈判艰辛只有当事人才能领悟。2002年和 2006年对欧洲国家的

两次访问及欧洲一些高校的代表来访，达成了国际教育学院与英国

Teesside大学、德国开姆尼茨工业大学、法国克莱蒙费朗第一大学等

高校的合作意向。国际教育学院的师生共享了合作的成果。

“Send him to New York if you love him,because New York is like

heaven. Send him to NewYork if you hate him,because it is like hell.”纽

约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大都会？真的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在美国，最

糟的大学也在美国？华盛顿的方尖碑是从埃及运来的吗？这些问题我

还未找到圆满的答案，但我利用一次访美的机会，给我的美国同行上

了中美文化差异的一课。2003年 4月，我去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

访问，送给克利夫兰大学国际部主任 Johnhelm的礼物是一双做工精

巧的挂在墙上的鞋子。我告诉他为什么中国人把鞋子挂在墙壁上，因

为“壁鞋”与“避邪”谐音。但是，我送给他“小鞋”不是让他穿的。热

情的 Johnhelm先生回赠我的是一顶绿色的橄榄球帽（绿色是该校的

从
朝
阳
洲
到
五
大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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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色）。我说“饶了我吧，Johnhelm先生。”并向他解释了为什么没

有一个中国男人愿意戴绿帽子。一阵大笑之后，好心的 Johnhelm送

给我一件绿色的 T- Shirt。2010年 9月，我第二次赴美，在威斯康星路

德学院非常高兴地得知，参加国际教育学院与路德学院 3+1项目毕

业的学生，有的在美国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有的在美国参加了工作，

我衷心地祝福这些学生。我真没有想到，在靠近南极冰川、人口约两

万的阿根廷一个名叫卡拉法特的小镇，居然能有好几家中餐馆，能品

尝到正宗的粤菜和稍微改变了点口味的川菜。巴西索罗卡巴大学的

全体校领导、索罗卡巴市市长代表对我们的到访空前重视。“学生交

换”、“合办孔子学院”等事项讨论的热烈程度不亚于桑巴舞曲。

“走进非洲，传播中华文化”。2008年 11月，在非洲马达加斯加

塔那那利弗大学孔子学院的揭牌仪式，隆重热烈的场景，至今历历在

目。江西师范大学第一所孔子学院的课堂上，学生们渴望中华文化知

识的眼神令人难忘。昔日刘备三顾茅庐请孔明，我和我的同事们三赴

马达加斯加筹办孔子学院。南非西开普敦大学的国际部主任是一个

中国通，曾在北京读书七年。我们的会谈时而用汉语，时而用英语，偶

尔还夹杂几句 Afrikaans (南非共和国所用的两种官方欧语之一，由荷

兰语发展衍变)。为了体现外事上的对等原则，我也夹杂几句南昌方

言。经过解释 Afrikaans和南昌方言表述的含义，大家都开心大笑。与

开罗郊外的 Sphinx对话，则是一种双目凝视，内心默读。尽管 Sphinx

不愿表露自己的思想和意愿，但是我还是从那历经沧桑、风化雨蚀的

面庞上读到了埃及辉煌的过去和尼罗河灿烂的文明。孔子学院的成

功开办，加速了学校走进非洲的步伐，提高了学校在非洲的知名度，

增加了来华留学生的招生人数，学校目前在校留学生中有近 50%来

自非洲，为学校教育国际化的图画增添了艳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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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学院为我实现儿时的梦想提供了机会，我也为国际教

育学院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力量。十年耕耘，十年收获。十年来，国际

教育学院坚持“以语言教学为基础，以专业课程为主干，以中外合作

为背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中外国际型、创新型、复合型的专门

外语人才”为办学指导思想，秉承“招一个学生，交一个朋友，出一个

人才”的办学理念，与世界上 30余所高校的同仁携手并进，正朝着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的学生遍五洲”的目标迈进。

李行亮：教授，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国际合作与留学工作办公室主任、

国际教育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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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初，零一年度。赣鄱大地涌春潮，江西师大谱新曲。校领导运

筹帷幄，出大手笔；李院长把握良机，定小布局。为江西大发展育英才，谋

师大国际化闯新路。风生水起，成立国际学院；凤翥龙翔，升华高等学府。

东临瑶水，西眺蓝天；南连体育运动中心，北接工程学院芳邻。雕

栏映月，虹影卧波；青莲翰墨，树藩竹映。静湖涟漪，杏岭芳菲；白鹿欢

呦，黄钟和鸣。瑞云缱绻，丝柳牵袂；雅堂华馆，红墙绿茵。夜幕低垂，

华灯初放；曲径通幽，大道无形。桂衍椒蕃，叶翠花明；钟灵毓秀，源兹

佳境。建设生态校园，营造友好环境。鹅湖湾里观游鱼，知行桥上赏辰

星。一弯清流绕黉宫，三千胜景言难尽！

创业艰难，筚路蓝缕，十年拼搏；发展不易，呕心沥血，一路风尘！

历经冬寒夏暑，惯看秋月春风。肇始于青山湖畔，成长在瑶湖之滨。日

积月累，渐成规模；斗转星移，终有所成：莘莘学子逾三千，辛勤园丁

上百人。办学形式多样，教育理念先进。构建三大专业，乃传统显学；

分出七个方向，属当今热门。校内共建有五六个学院，互利互惠；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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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计十多个国家，双胜双赢。以语言教学为基础，以专业课程为主

干；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中外合作为背景。招一个学生，交一个朋友；

出一个人才，兴一个家庭。打造组织有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培养

学生是复合型、创新型、国际型。要求学生语言过关，功底深厚，全面

发展；希望教工心情愉快，收入增长，事业有成。名师辈辈甘红烛，雏

燕熙熙吐书馨。德沃群芳，鸿猷劲展；效益良好，质量上乘。春华秋实，

芝兰满室；玉露晨风，桃李盈门。美誉鹰扬未自满，令名鹏举更凌风。

国势日盛，文运益兴。政通人和，木华水清。纳四方学子，揽八面

精英。学生来源广泛：有本省外省，有亚洲非洲，有来华留学，有出国

镀金；教师底蕴深厚：或留学西洋，或负笈东瀛，或名校博士，或地方

才俊。风云际会聚洪城，星光灿烂耀昌东。望京城于日下，指欧美在云

中。五洲四海，跨文化交流；三教九流，越国界融通。纵论天下，有追求

真理勇气；横流沧海，具献身科学精神。书山探路须涉远，学海无垠踏

浪行。崇尚知识，培育健康人格；敬畏生命，张扬鲜活个性。有山一样

的信念，具海一般的胸襟。薪火相传，继承五千年光荣传统；弦歌不

辍，光大七十载优良校风。担当社会责任，赋予历史使命。女容姽婳，

显莲心蕙质；男性俊朗，展睿智才情。启心智，似熹光初照，迷雾顿消；

塑人魂，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欣逢院庆，难诉衷情：是叶对根的思念，是鱼对水的依存；是小溪

对大海的渴望，是飞鸟对树林的归心。校兴我兴，院荣我荣。有赖班子

团结，全仗上下齐心。方知学子乐凭栏，更上高楼留倩影。顺民情民

意，树师德师风。过舒心好日子，建和谐大家庭。生活如花美艳，前途

似日光明。放眼世界乘势而上，展望未来扬帆远行。承先启后建伟业，

继往开来立新功！

张友苏：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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