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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教、陈福寿是印尼华侨。20 世纪 50
年代，他们以出色的技术和成绩成为印尼羽毛
球界的国手明星。1953 年，王文教、陈福寿等
作为印尼华侨青年体育观摩团的成员到中国
观看比赛。在随后的友谊赛中，他们非常轻松
地战胜了当时的全国冠军。赢得比赛却让王
文教、陈福寿等人心中很难受，他们想：中国这
么大的国家，羽毛球水平却这么差，我们应该
留在中国帮助发展羽毛球。

但回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一是他们在印
尼发展前景广阔，回国就意味着放弃这一切；
二是参加国际大赛是一个运动员体现价值的
舞台，而当时新中国还不是国际羽毛球联合会
成员，回国意味着没有机会参加国际大赛；三
是国内生活艰苦，家人都反对他们回国的决
定。但思虑再三，二人还是决定回祖国打球。

1954 年，王文教、陈福寿等人从印尼回国
来到北京。虽然国家非常重视，尽可能为他们
提供保障，但当时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但他们却毫
不在意，“如果只想着生活安逸，我们就不会回
来了。毕竟我在印尼是名人，要找什么工作都
很方便。我们回来是为了祖国。”

彼时，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不容乐观。
王文教回忆说：“那时中国羽毛球运动几乎没
有什么基础，运动员技术水平也很低。”由于北
京没有羽毛球馆，他们只好到天津的基督教青
年会礼堂训练。北京体育馆竣工后，他们才有
了较好的训练场地。当时，中国羽毛球队只有
王文教和陈福寿、黄世明 3 个人，“3 个人连双
打都练不成，只好从北京的华侨补习学校找了
一个会打羽毛球的同学来陪练。”好在同为印
尼羽毛球健将的施宁安不久之后也回来了，国
家队终于摆脱了凑不齐队员的尴尬局面。

王文教、陈福寿等人从国外带回的先进打
法和理念，对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起到重要
推动作用。在他们的带动下，羽毛球运动犹如
星星之火，很快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1956年
11 月，福建省成立了中国第一支省级羽毛球
队，在随后的两三年时间里，上海、广东、天津、
湖南、湖北等20多个省、市相继建队，全国性的
羽毛球比赛也开始不断举行，中国羽毛球运动
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为了推广羽毛球运动，促
进羽毛球进学校、进工厂，王文教、陈福寿还合
写了《怎样打羽毛球》的教材，成为各地羽毛球
集训队的训练指导蓝本。

1965 年，已经转为教练的王文教，带领汤
仙虎、陈玉娘、梁秋霞等人组成的中国羽毛球
队出访欧洲，当时的丹麦队和瑞典队是世界羽
坛劲旅，名将科普斯是世界冠军。王文教回忆
说：“开赛之前，当地媒体打出了‘中国人会打

羽毛球吗？’的大标题，当时我们都感到很气愤。”“结果我们把世界冠军科
普斯打了个 15︰0，所以报纸第二天登报标题是‘我们的世界冠军吃了鸭
蛋’。”那家报纸还评论说：“中国羽毛球队员的打法让人眼花缭乱，他们不
停地起跳扣杀，他们的速度惊人。”最终，中国羽毛球队取得了34︰0的全胜
战绩，震惊了国际羽坛。当时，因抵制“两个中国”图谋，中国拒绝加入国际
羽联，无法参加国际赛事。但中国队多次击败世界冠军，开启了国际羽坛

“无冕之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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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化弥合隔阂

上世纪90年代初，我随留学澳大利亚的丈
夫一起来到悉尼，落脚在北岸的曼利一带，经
营一家商铺。

2000年，一件小事让我萌生了创办中文学
校的想法。那年，5 岁的儿子进入当地学校读
书。一天，他突然跟我们说：“以后你们来接
我，就躲在树后吧，不要让我的同学看到你
们。因为我告诉他们，我的爸爸妈妈是英国
人，来自伦敦。”我听了非常吃惊，询问之后得
知，原来我们生活的地区，居民多是白人，很
少见到华人身影，学校里只有几个亚裔学生，
孩子多少会受到冷落。

我和身边的华人朋友交流后，得知这种现
象很普遍。尽管我们在家都和孩子说中文，但
孩子对华人身份的认同不是很强，与家长之间
存在隔阂。归根结底，这是一种文化的隔阂。
我决定，创办一所中文学校，并用中华文化引
导中文教学，让更多“华二代”及西方人的孩
子了解并喜爱中国。

为此，我将学校命名为“华夏文化学校”，
让文化成为教学的一个主要抓手。我的母亲和
公公都曾在国内从事教育工作，他们非常支持
我的想法，给予我很多帮助。

学校创办之初，只有我儿子及其他 6 名学
生。我在当地社区中心租了一间教室，自己编
写教材、准备教案、采购教具。虽然条件有些
简陋，但我的决心从未动摇。从一开始，我就
将办学宗旨定为“以爱育爱”，希望能在一个充
满爱的环境中，培养孩子们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为了帮助孩子们建立起对中华文化的认
识，我选择从生活的细微处入手，用接地气的
方式，进行引导式教学。

比如，到了中国农历新年，我让孩子们画
灯笼。有的孩子把灯笼画成彩色的，我就在课
堂上讲解，中国人过新年的吉祥颜色是金色、
红色，所以要把灯笼画成红色。于是，孩子们
对“红灯笼”这个词汇有了更直观的理解，也
更易记住。

这样的教学方式很受孩子们的欢迎。第二
年，我的学生就增加到20多个。

近距离感知中国

2008年，我的学校迎来跳跃式发展。这与
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中国风”席
卷全球。在海外，华侨华人的地位显著提升，
学习中文成为一种新时尚，中文学校也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与此同时，随着中澳两国政
治、经贸等各领域的往来日益密切，许多政府
官员、企业高管都主动学习中文，并以能用中
文说“你好”为傲。

更让我们“如虎添翼”的是来自国内侨务
部门的大力支持。2007年，国侨办的一个代表
团来澳访问，听说我们此前办学基本靠“自力
更生”，便主动提出可以给我们提供免费教材。
不仅如此，国内侨务部门每年都会组织以“寻
根之旅”为主题的夏令营和冬令营，邀请海外
的“华二代”到中国各地寻根。我们这些海外
中文学校的老师也多次受邀回国，饱览大好河
山，亲身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并有
机会聚在一起探讨中文教学的方式方法。这对
我们的教学工作大有裨益。

我和我的学生们曾多次回国参加这些活动，
受益匪浅。也正因此，越来越多学生来到我们学
校，希望能有机会近距离地感受中华文化。

让我欣慰的是，在带孩子们回国参加夏令
营、冬令营的过程中，我发现此前的文化熏陶
已在他们幼小的心中播下种子，悄然发芽开
花。我记得，有一次在广州参观一家知名的中
药厂，几名学生听说中药，便脱口而出：“这是
中国的国粹！”这让许多在场的国内朋友惊喜不
已。还有一次，北京奥运会筹备期间，孩子们
回国参加冬令营时听说，国侨办倡议海外华侨
华人捐款援建“水立方”。于是，他们主动掏出
零花钱，贡献了一份自己的力量，并带动同行
的其他中文学校的学生们一起参与其中。从这
一件件暖心的小事中可以看出，孩子们对中国
充满感情，我们的文化传播工作意义深远。

如今，我们的教师团队已扩充到 40 多人，
学生最多时超过1000人，学校还在悉尼多个地
区设立了分校区。除了“华二代”，越来越多其
他族裔的孩子也来到我们的课堂。

二十载初心不变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让海外众多中文学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
们也不例外。疫情暴发后，学校停课，课堂不
得不转到“云端”。在此之前，我们几乎没有接
触过线上教学。如何做 PPT？如何上网课？如
何让学生和家长适应新的教学方式？这些都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但我们选择迎难而上。我和丈夫先跟着儿
子学会如何制作 PPT，再教其他老师。老师们
也都非常认真负责，经常到深夜一两点，大家
还在微信的工作群中讨论得热火朝天。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以及各级侨务部门也
主动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网课素材和宝贵的教
学经验。

2020年上半年，江苏省委统战部面向澳大
利亚、西班牙等 10 多个国家的 30 多所中文学
校，开通了中华文化“云课堂”，通过教授武
术、剪纸、古诗鉴赏、书法等课程，满足海外
华裔青少年了解和学习中华文化的需求。这对
我们的线上教学是一种很好的补充。“云课堂”
刚开，我们学校就有150多名学生报名。

我记得，有一对上小学的华人小姐妹特别
喜爱中国功夫。她们最初听不太懂“云课堂”
上的中文讲解，但每当老师开始示范动作，她
们很快就被各种姿势、步法所吸引，一板一眼
地学得特别认真，课后还总缠着妈妈回放视频。

一年多来，通过不断摸索，我们逐渐积累
了线上教学的经验。目前，尽管疫情出现反
弹，但相比过去，我们的底气更足了。

创办华夏文化学校20多年来，我始终坚守
在教学一线，因为我深深地热爱这份工作。两
三年前，我曾在悉尼街头偶遇一名“华二代”，
正是我在学校创办之初教的几名学生之一。他
兴奋地告诉我：“张老师，我马上要去中国做交
换生了。我清晰地记得，那时您教我们用中文
辩论。现在，我在大学读法律专业，还在继续
学习中文呢！”我听后非常高兴。

让越来越多孩子能够熟练地说中文，并且
爱上中华文化、爱上中国，这就是我坚持下去
的最大动力。

澳大利亚悉尼华夏文化学校校长张晋：

在海外播撒中华文化的种子
本报记者 严 瑜

于海外侨胞而言，无论身在何处，
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怀揣一份笃定的
文化自信，心便与祖国不再遥远。

为此，许多侨胞投身华文教育事
业，在世界各国开办中文学校，传播
中华文化，身体力行地赓续中华儿女
的文化血脉。澳大利亚悉尼华夏文化
学校校长张晋就是这样一位坚定的华
文教育工作者。20多年来，她坚守在
教学一线，在一颗颗幼小的心灵里播
撒中华文化的种子，并见证一次次萌
芽开花的美丽瞬间。

以下是她的自述。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图为张晋在给学生们上中文课。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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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视觉）

月是故乡明，人是家乡亲。一年一度的中秋
佳节即将到来，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传递家乡对海外侨胞的关心关爱，浙江省侨办、
省侨联联合海外侨团，共同发起“浙里有爱，天
涯共此时”中秋慰侨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共有 20个国家的 150余家海外
浙籍侨团积极响应，预计发放2万多份慰问礼盒。

一段视频祝福

中秋月圆夜，天涯共此时。对海外侨胞而
言，“中秋”是抹不去的文化记忆，更是消不掉的
浓浓乡愁。“我们最惦念的是身在海外的浙江籍游
子，最牵挂的是侨胞的冷暖，最紧要的是给侨
胞、侨眷送去温暖和祝福。”浙江省侨联主席连小
敏率全体领导班子特意录制了一段温馨视频，为
身在海外的浙籍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生送上了
一份浓浓的中秋祝福。

每一句暖心的话语，都说到了侨胞的心坎
上。一段视频，犹如一根魔法棒，轻轻擦去了时
空的阻隔，把祖国的关心关怀和家乡亲人的惦念
送到海外侨胞和留学生当中。

一张慰问卡片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无论您身在何处，我
们与您眺望同一片月光，无论您走得多远，侨联
始终与您心心相连。”此次“浙里有爱，天涯共此
时”中秋慰侨活动送出的每一份月饼礼盒里，都
有一封浙江省侨务部门写给侨胞们的慰问卡。

在 9 月 14 日“浙里有爱，天涯共此时”中秋
慰侨活动比利时站的启动仪式上，不少侨胞都领
到了这份来自祖国和家乡的爱心和关怀。比利时
站活动牵头人、比利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朱海安表示：“这次中秋慰侨活动是浙江省侨办、
省侨联为转达家乡对我们海外浙江籍侨胞的关心
和关怀，为支持广大侨胞树立信心、团结一致共
抗疫情，为慰问浙江籍侨胞并送上节日祝福，而
专门举办的。我们感到十分温暖。”

“疫情暴发以来，这是我们第 5 次和浙江省侨
办、省侨联联合举办这样的慰侨活动。”巴塞罗那青
田同乡会会长周建虹说。据悉，此次活动于 9月 16
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开启，预计共送出1350份中秋
月饼，惠及5000多名侨胞。

一份中秋福包

目前，这场“月饼传递”已在西班牙、加拿大、巴
西、德国、柬埔寨、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等国举行，
接下来还将在全球51个城市陆续启动。

除了在异国打拼的华侨华人，留学生也是祖国
和家乡关怀的“重点对象”。不少留学生已不是第
一次收到来自家乡的关爱了。“去年我就收到了来
自家乡的月饼，没想到今天依旧收到了来自万里之
外的祝福，感谢家乡的侨务部门，让我们海外学子
一解乡愁。”一名在意大利留学两年的同学说。

一直以来，浙江省侨务部门始终重视暖侨慰
侨。端午节的“万水千山粽是情”活动、“浙里有
爱·爱心中餐”活动、“今年春节不回家，侨干代
您看家人”活动等一系列暖侨之举，为海外浙籍
侨胞及时送去家乡的牵挂，深受侨胞们的欢迎。

“虽然我们和身居海外的华侨华人相隔遥远，
但心始终在一起。此次我们要在严格遵守住在国
防疫相关规定的情况下，扎扎实实地把活动开展
起来，送出‘娘家人’对海外侨胞的关爱。”浙江
省侨联相关工作人员说。

“浙里有爱，天涯共此时”中秋慰侨活动开启

为海外侨胞送上“娘家人”的中秋祝福
张鲁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