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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定下一个小目标

从捷克回国的时候，行李箱意外地超重了。在机场仓皇地整理行李
时，她才发现，原来背了十多本书回来，还有厚厚一叠自己不舍得丢弃
的作业纸。

又是一轮转乘后，她终于回到了家中，见到了久违的家人与朋友。
深夜，她将所有从捷克带回来的书籍一本本挑拣出来，小心翼翼地一字
排开。这堆精神食粮中包含了3个月期间的教科书、准备用来自学的高
级捷克语教程、英文小说以及一些目前还不能看懂的捷克语小说，如米
兰·昆德拉的小说。

她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与捷克这个国家早就有了丝丝缕缕的缘
分。昆德拉的中文版小说，她早已烂熟于心，但从未想过自己会买下他
的捷克语原版小说；马萨里克大学的小剧院里不定期会放映一些老电
影，有一次她熬夜看了大学期间最爱的电影《莫扎特传》，那一次才发
现，原来这部电影的导演米洛斯·福尔曼是捷克人。回想着自己在深夜
一个人走回宿舍依然抑制不住的激动心绪，加上眼前这一本本来自捷克
的书籍，徐晓霞默默为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一定要能够看懂捷克语的
各种艺术作品。

在学习捷克语的这条路上，这位拥有双重角色的初学者并不是孤独
的。“已经有学生，开始在询问我去捷克留学的各种事宜；也有学生，
立志希望能够成为宁波与捷克贸易之间的重要一环。”徐晓霞自豪地
说，“我作为一位在宁波的捷克语推动者，又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一个人的捷克之旅

回国后，徐晓霞带着对捷克更加具象的烙印投入到新一轮捷克语
的学习过程中，并一直在寻求一轮全新的突破。

今年农历正月初二，她再度踏上了捷克的土地。与上次不同的
是，这次是一个人的旅程——作为访问学者，她要在马萨里克大学展
开为期三个月的捷克语学习历程。

一个人，带着一个背包和两个沉重的行李箱，下了飞机，转乘火
车，终于来到了这个有捷克大学城之称的第二大城市——布尔诺。

布尔诺的马萨里克大学最初迎接她的，是一场分班考试。
这个治学严谨的学校，针对捷克语开设了9个不同层次的课程，课

时也从每周3小时到25小时不等。由于学生来自世界各地且水平参差
不齐，分班考试方便学员进入适合自己水平的班级。一场考试下来，
徐晓霞的课程安排包括了初级一的练习课和初级二的语法、语音以及
会话课。

初级一的练习课以口头练习和语法的重复为主，老师也会通过英
语来授课，并没有难倒她。但当一进入初级二的语法、语音以及会话
课时，全程捷克语的授课过程仿佛给她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再看看周围的同学，有些同学本就来自斯拉夫语系的国家，掌握
起捷克语来进步迅猛；还有一些法国、日本的同学，本身就已经在捷
克待了一年以上，上手也是飞快。整个班上，只有她一个人觉得格外
吃力。

“当时，我在倒时差之余，开始陷入恐惧。因为按照第一次课的情
况来看，授课语言是捷克语，上课进度又很快，课后作业也很多。无
法适应这样的上课强度，就意味着将白白浪费三个月的宝贵机会。”自
我怀疑之后，她选择调整自己去努力够上大多数人的进度。

从那一刻起，徐晓霞就过上了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的极
简生活。离宿舍楼三分钟路程就是摩拉维亚图书馆，离教学楼不远的
地方是文学院图书馆。那段时间，除了吃饭、睡觉与晨跑以外，大把
时间几乎都是在图书馆中度过的。“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再通过大量
的练习去发现问题、熟悉语法点，沉浸在其中，时间过得飞快。”

在她的朋友圈，经常可以看到被批改得一塌糊涂的作文，厚厚一
叠的教科书，以及自嘲“开口跪”的小段子。在这个过程中，她慢慢
发现，自己竟然能够完全跟得上老师的节奏，甚至与老师进行一些简
单的对话。“不再紧绷着神经，也能领会课堂上的一些笑点，这是我觉
得最大的进步。”她说。

有一次，一位叫Jana的老师在课堂上对徐晓霞说：“我知道你们学
习捷克语有多么不容易。”她立即回答：“不，您不知道。”老师与在场
的同学们都笑了，她自己也笑了。

只有她自己知道，最终在欧洲标准的捷克语A1证书中拿到5A和
1B有多么不容易。

35天的夏令营活动

光通过书本与课堂教学还不够，对学语言
的人来说，用双脚去丈量那个国度，或许是最
佳的学习方式。去年7月，徐晓霞带着25个学
生来到捷克赫拉德茨的克拉洛韦大学，展开了
为期35天的夏令营活动。

相比布拉格，赫拉德茨只是一个小城，但
当地的风貌依然是她的心头爱。在她这个初入
中东欧地区的人眼中，小城的迷人之处在于当
地的建筑与人。

赫拉德茨的建筑中极少有摩天大楼，大多
都是矮矮的，但充满了浓郁正统的欧洲风情。
在街上随意移步，目光就会被教堂吸引，无论
是洛可可式还是哥特式的建筑，都能够自成一
景。恬静的小镇上，踱步到中心就会看到一个
伴着喷泉与雕塑的小广场，周围簇拥着各种有
意思的小店。这其中，不乏见证百年沧桑的建
筑，伫立在街头凝望着现代人。

当地人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从城里那些
旧物店中就可以看出来。在宁波，你很难想象
旧物店占据城市各个角落的样子，但在赫拉德
茨，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除了最常见
的二手书店以外，还有各种二手服装店、旧家
具店等。“即便是旧物，里面也充满着各种有
意思的东西。”徐晓霞说，她曾经在书店中找
到过一本余光中签名的诗集，当时惊讶到欢呼
起来。

“与在国内不同的是，在赫拉德茨的那段
时间更加讲究将学习与当地的元素融合在一
起。”她说，比如上课的时候，老师会放一些
简单的捷克歌曲，让学生们填写其中几个空
缺。

令她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次课堂任务。
那次来上课的是一位叫玛利亚的老师，要求每
一个人任取一个任务卡，分组去街上找当地人
询问，并要用上当堂课教过的词句。有一组找
到了一位牵着狗散步的女性，她热情地告知了
小组成员自己的名字，甚至还帮他们认真地写
在纸上，全程都带着笑，特别友好。虽然不能
逐字逐句地理解，但徐晓霞能听懂她的最后一
句话是在鼓励中国的学生们。

在赫拉德茨的学习即将结束时，夏令营小
分队接到了一个特别的考核。

在Lukas老师的对接之下，赫拉德茨当地
的电台准备以他们为案例做一个学校合作的报
道，要求2个老师与1个学生作为代表接受采
访。虽然一共只有6个问题，但要求用捷克语
来陈述，对这些捷克语的初学者来说压力山
大。

徐晓霞就是其中一个代表。提前好几天，
她就开始火急火燎准备了回答，反复练习之后
还向老师预演了一遍。真正走到录音棚开始录
播时，她依然紧张到手心出汗。“我对着话筒
说了对赫拉德茨的印象，包括动物园和各种建
筑。”当然，她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在话筒
里教当地人说中文“你好”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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