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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南安市石井镇，以郑成功故
里、岑兜高甲戏发源地而闻名。鲜为人
知的是，在石井镇奎霞村，还有上百座
从清代至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风格各异
的老房子，形成独特的“奎霞风光”。

青山为靠，碧海拂风，百年老街，
古厝洋房。如何保护并唤醒这片热土？
各界已经开始行动——

8 月 8 日，奎霞村“店仔口”戏台前，
工人将村中废弃的大石条分类、集中堆
放，并重新铺设为石板路。整治景观，提
升基础设施，意味着奎霞正在为启动“迎
客”模式做准备。这座在历史中沉睡多年
的华侨村，等待新的生机。

历史：番客返乡建古厝

奎霞村原名“东京堡”，俗称“庵
下”，是个背山面海的小渔村，与金门
岛隔水相望。这里也是著名侨村，常住
人口 3000 多人，海外华侨却有 1.5 万
人，村民90%以上是侨眷。

历史上，当地人多以海为生。明末清
初，奎霞先人为了生计被迫漂洋过海。《奎
霞林氏宗谱》记载，1617年十三世祖林庭
爚带领部分宗亲到菲律宾吕宋岛经商。清
末和民国时期，一批又一批侨胞筚路蓝缕
到海外谋生，侨居菲律宾、新加坡等地。

侨民及当地富足起来的族人开始建
造大厝。清末、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
初期，一栋栋带着华侨印记的房子拔地
而起，数量达到100多座。

这些古厝洋房，既有闽南风格，以本
地的土、木、石、砖为主要建筑材料，又增
加了“洋味”，采用钢筋、水泥、金属、釉面

砖等舶来品。房屋装饰上既有闽南地区
常见的木刻、石雕、泥塑，又有南洋风
格的花纹、图案等。

建于清光绪年间的林文质故居，最为
出名。房屋主人林文质 19岁到菲律宾经
商谋生，成为一代“糖王”后回乡建大厝。
历经120多年历史，古厝里的砖雕、木雕、
石雕依旧栩栩如生，堪称闽南建筑精华。

现状：养在深闺待人识

现在，奎霞古建筑群集中于旧村，
约有九成处于空置状态。由于经历好几
代人，房屋产权成分复杂，业主大都散落
在海外，有些已找不到主人。无人居住的
古厝杂草丛生，逐渐荒废。它们，正在等
待被注入新生力量。

据介绍，保存较好的清末建筑有林
氏宗祠、林文质故居、世庵大厝、四祧大
厝、远胜大厝等，均为砖石木构筑，单进
两落三开间或单进两落五开间，抬梁式
或穿斗式木构架，硬山顶，燕尾脊。

保存较好的民国建筑有应源楼、绍
东楼、泉胜楼、蔚萱楼、春晖楼等，均为砖
石构筑，大多二层或三层，红砖或水泥或
砖混结合外立面，水泥廊柱，三角形山
尖，平顶。

新中国成立初期建造的较为典型的
建筑有江星楼、怡安居、柳姑楼等 3
座，均为砖石构筑，多为二层楼房，平
面呈三开间或五开间。

“村里的两层建筑多建于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建造这样一栋楼房，大概耗时
一年多，当时花费两三万元。楼房外墙多
标有厝号、建成年代，有的甚至将建造者

的英文名字写上。”奎霞村党支部书记林
瑞球介绍。

怎样唤醒奎霞古建筑的生命力？林
瑞球表示，在海内外乡贤的支持下，奎霞
村梳理了百余座老厝的相关史料记载，
并联系业主自行筹集资金修缮古厝。

民间还有许多致力于保护古厝群的
热心人士。林志坚就是一个。数年前，
他便开始“多管闲事”，帮着看护、宣
传、整理资源。

蓝图：写好奎霞“侨”文章

“奎霞的古迹是奎霞的灵魂所在，
红砖古厝、番仔楼是当年华侨下南洋的
历史见证，也是华侨华人的根。”林瑞
球表示，“华侨如果看到家乡的变化，
看到古厝还保留着，就有一个回家的理
由。我们要帮他们守住乡愁！”

藏在深闺的奎霞古建筑，近年来逐
渐吸引各界的目光，也开始接受来自他
们的馈赠。

今年 2 月，奎霞村被评为福建省第
三批省级传统村落。今年 7月，福建省
农业农村厅发布省级乡村治理试点示范
单位名单，奎霞村被列入其中。

以此为契机，当地政府部门正在探
索模式创新，发力奎霞古建保护和文化
传承。南安市石井镇党委书记蔡清安表
示：“‘侨’文化是奎霞的精神内核。讲好侨
故事，写好侨文章，奎霞古建筑是最佳载
体，因为它们无一不在讲述华侨在海外爱
拼敢赢的故事。我们正在进行史料收集工
作，计划在这里打造华侨爱国教育基地及
侨胞乡愁记忆馆，让华侨故事广为人知。”

百年老街 古厝洋房

古老侨村焕发新生机
游笑春 陈志勇

停课不停学 线上教学忙

“小白兔添了柴，把火烧得旺旺的，屋
子里渐渐暖和了……”8月17日，在一个微
信群里，20 多个“正音打卡第 60 天”的音
频陆续上传。逐一点开音频，一段段发音标
准度和朗读熟练度不一的中文诵读入耳入
心。在稚嫩朴拙的童声里，在略感生涩的发
音里，在一字一顿的语调里，孩子们学习中
文的认真和热情溢出屏外。

这是非洲华文教育基金会中文学校组建
的“朗诵比赛群”。在另一个班级群里，老
师将批改好的作业的照片一一上传。类似的
微信群有 20 多个。每个群有 60 人左右，包
含老师、学生和家长。

微信群只是该学校线上教学的平台之
一。疫情在南非发生后，非洲华文教育基金
会中文学校以班级为单位在 Zoom平台上开
设网络中文课程。“我们的网络课程已经坚
持3个多月了，得到越来越多家长的认可和
支持。”谈及侨胞子女的中文教育，非洲华
文教育基金会主席韩芳言语间满是欣慰，

“孩子们的中文课程都没有落下。”
疫情在全球暴发后，越来越多海外华校

选择将线下教育转移到线上。
在意大利，罗马中华语言学校早在 3月

中旬就开始了网上教学准备：测试并对比多
个网络平台，研讨网课形式，熟悉课堂设备
操作。3 月 28 日，学校全面开展网课教学。
6月 6日，全校 20多个班级统一举行期末视
频考试。紧接着，学校 2020 年暑期班正式
开班。8 月 14 日，在公布暑期班期末成绩
后，学校为毕业生举办了线上云毕业典礼。

在日本，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校长张述洲
介绍，停课期间，学校先于当地公立学校，正

式投资导入网络教学系统，开设了网课。此
外，学校部分学生参加了国内的网上夏令
营，部分老师参加了北京华文学院举办的海
外华文教师网络教学技能培训等。

在德国，德国慕尼黑华星艺术团团长唐
志红有一个即将读9年级的儿子和一个即将
读4年级的女儿。每周六，她的两个孩子会准
时守在屏幕前，参加由德国巴伐利亚中文学
校开设的网上课程。“一开始，他们对上网课
很不适应，但慢慢也习惯了。”唐志红说。

家校总动员 八方齐努力

火热的网络课堂背后凝结着海外华文学
校和华文教育工作者的无数心血。

“刚开始，很多家长不接受网络课程，
没有多少学生来上课。”韩芳和南非的华文教
育工作者并没有因此放弃，“我们学校是一
所慈善学校，疫情前一堂课平均10几元人民
币。疫情发生后，我们开设的网络课程全部
免费。为了适应网上授课模式，老师们备课
要比平时多付出几倍的努力。每周日下午，
老师们会参加教研会议。每天，老师们要按时
在线上批改学生作业并给出反馈意见，耐心回
复几百条微信。现在，我们开设的网络课程
供不应求。“

教学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并非易事。网络
使用是第一道难关。

意大利中文学校联合总会会长、米兰华
侨中文学校校长陈小微表示，面对突如其来
的疫情，教师和学生们缺乏相关网络授课和
学习的经验。由于时间仓促，网络授课初
期，遇到了比较多的问题，如使用软件不统
一、网络设施差、部分家长不会使用电子设
备等，影响了教学进度和质量。

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学校召开网络教

学的安排部署会议，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完成
包括设备调试、教师培训、家校协作等工
作。当地华人家庭、侨团等都积极配合学校
工作，使得转移工作能尽快完成。”陈小微
说，学校不仅积极协调多子女家庭中不同年
级孩子的上课时间，避免撞课、使用设备冲
突等问题，还将软件设备使用方法制作成文
件发放给家长。家长们积极配合，为线上教
学的顺利开展免去了不少麻烦。

在此过程，海外华校也得到国内相关政
府部门和华文教育机构的大力支持。

“感谢家乡人民在特殊时期给海外侨胞
提供的智力援助，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蒋忠华所说的“智力援助”，主要来自中国
华文教育基金会、中国侨联、浙江省侨联、
温州市宣传部等部门和机构。“中华公益大
课堂、‘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上夏令
营活动、‘同心战疫·瓯越智援——海外侨胞
子女云课堂’、第二届华文教育互联网教学
研讨会等活动都为我们开展线上教育提供了
智力支援。”

如何让线上教学的效果不逊于线下课
堂？华文教育工作者用心探索，积极尝试。

“‘居家防疫’比在校园里工作更忙碌，‘网
课教学’让每一位华教者重新出发。”蒋忠华介
绍，根据线上教学内容特点，老师们坚持听说
读写结合，注重授课内容知识性与趣味性结
合，努力增强课堂互动性，吸引学生集中注
意力，以期达到真实课堂的效果。为了巩固学
习效果，教师们布置多层次线下作业，对学生
的每一项作业进行网上批改和反馈。

防疫最要紧 复课会有期

随着多国疫情形势缓解，不少海外学校
开启复学进程。严格遵守当地政府的防疫规

定，成为每个学校的复学“第一课”。
6 月 15 日至 8 月 1 日，是日本神户中华

同文学校复课的第一学期。“疫情当前，首
要任务就是保障学生的健康与安全。”张述
洲介绍，“我校 677名在校生中，49.3%的学
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学。每天上学、放
学，我们会为学生做好消毒，并提醒学生随
时随地做好防范措施。”

8月18日，日本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正式
开始新一学年的课程。张述洲表示，为了补
上疫情耽误的课程，学校今年暑假只有两周

（8月2日至17日）。9月底的运动会正在筹划
当中。

8 月 4 日，蒋忠华回到罗马中华语言学
校久违的校园，学习意大利教育部关于9月
份开学安全规定的培训内容。

“学校将为每一位回归校园的教师安排
核酸检测；每个教室按照每名学生间隔1米
的距离重新安排桌椅；已准备好口罩、消毒
水、洗手液等防疫用品……”蒋忠华表示，
学校将根据9月份疫情实际和家长意愿再发
布开学具体时间。

后疫情时代，教育行业何去何从？
“这次疫情将教育线上化的进程推前了

一步。”陈小微表示，未来，“线上+线下”的教
育模式可能会长期共存，且随着技术的进
步，两种模式的切换也会更加频繁。疫情之
后，教育行业的垂直分工将会更加细致明
确，教育行业将会更加市场化，更加注重学
生的需求。“我们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并结合区域的实际情况早布局、早谋划，跟
上时代步伐。”

“南非的网络条件比较差，严重制约了线
上教育的顺利进行和大力推广。”韩芳认为，

“网络教育对解决全球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
问题至关重要。希望疫情过后，非洲能大力
提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本期看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各国学
校相继停止线下授课。居家学习和线上教育也成为
海外华文教育的新方式。新方式有新问题：孩子居家
学习的氛围如何保障？家长工作繁忙如何督促孩子？
一些国家网络基础设施差，无法上网课怎么办？线上
教育互动性欠佳怎么办？海外侨胞子女的教育问题
不仅是侨胞家长最忧心的事，也是海内外华文教育
机构和国内各级侨务部门最关心的事。

9月，不少国家的学校即将开始新学年。在疫
情阴霾的笼罩之下，学校能否如期复课？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海外侨胞家长和华文教育工作者纷
纷表示，办法总比困难多，华文教育我们有信心！

海外华文教育线上课堂火热
本报记者 贾平凡

侨 情 乡 讯

中国侨联录制网上宣介视频

本报北京电（平凡） 8月14日，以“化危为
机中的侨企作为”为主题的中国侨联讲师团第
二期网上宣介视频录制在人民网举行。录制
前，中国侨联副主席齐全胜看望了参加宣介的
专家。中国侨商联合会会长、世茂集团董事局
主席许荣茂，中华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均，中国
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厦门大学教授李明欢，
温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张一力应邀参加本次网上
宣介。其中，许荣茂在香港进行了视频录制。

据悉，中国侨联讲师团于今年 6 月推出
了以“全球抗疫的侨界担当”为主题的第一
期网上宣介视频，受到海内外侨界的关注和
欢迎。第二期视频将于近期播出。

海南省侨联缅怀南侨机工

海南省侨联日前开展系列活动，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
年，其中联合海口市侨联组织开展瞻仰南洋华
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
务团纪念雕塑活动，聆听南侨机工回国参与抗
战故事。海南省侨联副主席苏燕在致辞中表
示，要以史为鉴，充分发挥归侨侨眷和海外侨
胞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的独特作用，促进民心
相通、文化相融；发扬南侨机工无私奉献、爱国
爱乡的精神，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
广泛动员海南省广大侨联干部和侨界民众积
极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广州花山小镇获“侨牌”称号

8月14日，“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揭牌仪式在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洛场
村花山小镇举行。这是继“广州乡村旅游示范
点”“珠三角最美乡村”等称号之后，花山小镇
获得的又一荣誉。

花都区著名侨乡花山镇洛场村留有百年
的碉楼群落，独具岭南侨乡历史和人文风情
特色。2013 年，花山镇政府积极引进社会力
量开发花山小镇文化创意园项目。花山小镇
的开发，保留和传承古村落的历史文化，构
建华侨文化创作、交流的平台，现已成为花
都文化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

泉州为贫困劳动力职业培训

近日，2020年福建省泉州市首期贫困劳动
力职业技能培训班在永春县东关镇正式开班。
来自永春县东关镇、外山乡的建档立卡贫困劳
动力和扶贫帮扶干部 70 多人参加培训，重点
学习茶叶种植、加工、审评等技术技能。

据悉，此次培训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除了线下现场学习，参培人员还通过福建省
公共就业免费在线培训模块进行线上学习。此
次培训线上、线下共开设茶叶种植与加工课程
20课时，培训完全免费。培训完成后，泉州市人
社局将按贫困劳动力培训合格人数每人500元
的标准给予培训机构培训补助，按每人 500元
的标准给予参培贫困劳动力生活费补贴。

（均据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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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六
月
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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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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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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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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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毕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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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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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渔
结
束

开
渔
出
海

8 月 16
日，福建省泉
州 市 最 后 一
批 987 艘渔船
结束休渔，开
渔 出 海 。至
此，南海伏季
休 渔 全 面 结
束。图为原本
停 靠 在 丰 泽
蟳 埔 渔 人 码
头 的 渔 船 从
泉 州 湾 大 桥
经过，驶向作
业区。
邵玉姿 王沧
海 摄影报道

侨胞说·我在海外这么渡难关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