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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匏安，1896年生于广东香山，中国共
产党成立初期仅有的50多名党员之一，华南
马克思主义传播第一人。他不仅是宣传马
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更是将马克思主义信
仰化作自身坚贞不屈精神品质的模范。

青年时期的杨匏安东渡日本求学，接触
西方各种思想理论学说后，得出结论“马克
思主义是最好的”，从此再没动摇过。1918
年，杨匏安到广州任一所中学的教务主任，
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五四运动爆
发后，杨匏安写就长文《马克思主义》，在该
报分19期连续刊登，这是在华南地区出现的
首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杨匏安
由此成为与李大钊同时期的中国宣传马克
思主义的先驱，有“南杨北李”之说。1921
年，杨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继续通
过撰文和译作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2年2月26日，杨匏安在《青年周刊》
发表用白话体撰写的长文《马克思主义浅
说》，通俗、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
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理论三个组
成部分，不仅向读者宣告“我们最服膺马克
思主义”，还初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
联系起来，提出我国革命除了应注重劳工运
动之外，“尤其注重的是农民运动”。

1930年6月，在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
委员兼农民部副部长时，杨匏安将列宁和拉比杜斯的地租理论编译成

《地租论》，深刻剖析了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通过地租剥削的实质，成
为日后共产党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

杨匏安坚守马列主义信仰，不仅体现在他不遗余力的传播中，更体
现在他清正廉洁、以身作则的行动中。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受派到
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要职，月薪300块大洋，足以买田置地，让全家人过上
优越的生活。他却把大部分工资交给党组织，一家人过着清贫日子。

杨匏安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守，还体现在他坦然面对牺牲的
革命气节中。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杨匏安不幸被捕。因没有暴
露身份，在入狱8个月后被党组织营救。获释回家后，有人说：“我
们做这些事，又穷又危险。”杨匏安却坚定地回答：“再苦再危险，
我们也要革命到底。”

1931年7月，因叛徒告密，杨匏安再次被捕。蒋介石曾亲自出面
劝降，遭到杨匏安的严词拒绝。他说：“我从参加革命开始，早就把生
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不行！”在给家人的诀别信中，杨匏安告
知他已决定为革命献身，同时告诫家人不能接受上海“旧识”（国民党
反动派）的财物。8月，杨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时年35岁。

周恩来评价杨匏安：“为官清廉，一丝不苟，称得上是模范”。杨匏
安牺牲后，他的家人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他的后人表示：“信仰，也
是一种基因。”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广东华侨博物馆供稿）

“百年航程 有‘侨’精彩”专栏于今年6
月初推出，得到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的大力
支持。自今日起，本专栏由中国华侨历史博
物馆和各地华侨博物馆提供稿件，在此谨表
谢忱。 ——编者

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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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让“中国”不再抽象

我移居菲律宾已近35年。出国前，我曾学
习中国民族舞多年。刚和丈夫来菲律宾定居
时，我惊讶地发现，虽然有不少华侨华人在此
生活，但这里是一片“中华文化沙漠”。生活在
马尼拉，我连中国歌曲都很少听到，更别说看
到中国的民族舞了。谈及中国的民族艺术，大
多数人只知道舞狮舞龙。我决定凭借自己的专
业，做出一些改变。

最初，我从当地的3 所华文学校入手，培
养舞蹈队。那时，几乎每天都面临大大小小的
困难。起步阶段，一把扇子、一条手绢都得从
中国订制。舞蹈配乐也是一个难题。那个年代
不像现在，可以在网上直接找音乐。每次回
国，我都会到音乐商店买很多录音带。因为不
同的舞蹈所需的音乐不一样，有时听完几盒卡
带都找不到一首合适的曲子，有时为了创新，
我还要自己剪辑制作音乐。

早年的训练条件也很艰苦。马尼拉常年高
温，华校却大多没有空调。每次给孩子们上完
一堂舞蹈课，我总是大汗淋漓，常常一天得换
三套训练服。辛苦不言而喻。

实话说，我一度有过放弃的想法。但想到我
深深热爱的中国民族舞，看到孩子们努力学习、
陶醉其中的神情，我就又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

每次授课，我都坚持用普通话与孩子们交
流。因为在我看来，教孩子们中国民族舞，不只
是教会她们如何欣赏美、表现美，更是为她们建
起一座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桥梁。比如，维吾
尔族的舞蹈热情欢快，孩子们在学习舞蹈的同
时，知道了新疆盛产葡萄；学跳傣族舞，她们明白
了孔雀对这个民族是吉祥的象征；学跳藏族舞
蹈，让她们知道藏族同胞坚毅勇敢，大多生活在
冰雪皑皑的高原……

我还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多个少数民族的
舞裙，并在练功房内布置了灯笼、中国结等中
国元素。我希望孩子们在练舞时，能够沉浸在
中国的“民族风”中，并由此对中国的地理、

历史、文化有更多了解，让中国在她们心中不
再只是一个遥远而抽象的名词。

以舞交友传播中华文化

2013年，经过多年努力，我在马尼拉成立
了自己的舞蹈艺术中心，并在菲律宾政府注
册，每年至少公开演出近20场。

正是在我们舞蹈艺术中心成立的那年，中
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搭乘“一带一路”
倡议的东风，中菲在经贸、文化等各领域的合
作不断加深。我也希望为中菲两国的民心相通
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这些年，每逢当地华社或是主流社会举办
重要节庆活动，我们舞蹈艺术中心学员表演的
中国民族舞总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粗略算来，教授中国民族舞的 20 多年间，
我已教过近2000个孩子。这其中，既有“华二
代”“华三代”，也有许多菲律宾当地的女孩。

我记得，2018年3月，我们舞蹈艺术中心
举办成立五周年庆典活动时，一台充满浓郁中
国民族文化特色的舞蹈演出吸引了800余名观
众。许多菲律宾家长专门带着孩子前来观看。
不少家长在演出后马上找我报名，希望他们的
孩子也能学习中国舞蹈。

以舞交友，传播中华文化，这是我的愿望。
虽然中菲文化不同、民情不同，但是艺术是相通
的。每次演出时，当孩子们挥动绸扇或是转起手
绢，菲律宾的观众都觉得很美。舞台下，他们还
会借我们的手绢，学着一起转。我能从中感受到
菲律宾民众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喜爱。

每当有机会和菲律宾当地演员同台演出，
我也总会主动和他们交流切磋。他们教我跳菲
律宾的土风舞，我教他们跳中国的民族舞，虽
然形式完全不同，但都各具魅力，我们因为舞
蹈成为好友。

我相信，文化的交流是最直接的，也是最
易深入人心的。两国民众之间有更多的了解、
好感与文化共鸣，能够帮助中菲在“一带一
路”的框架内收获更多合作硕果。

线上夏令营吸引众多孩子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
各国带来巨大冲击。由于菲律宾疫情形势严
峻，我们舞蹈艺术中心暂停线下教学，转为线
上授课。

为了让孩子们的舞蹈课不停课，我录制了很
多教学小视频，每个小视频教授一个中国少数民
族的舞蹈，并配上具有该民族特色的音乐。比
如，伴着《站在草原望北京》跳蒙古族舞，伴着《美
丽的天山》跳维吾尔族舞，伴着《欢乐吉祥》跳藏
族舞……我尝试用各种方式，让孩子们在有限的
条件下继续感受中国民族舞的魅力。

教舞之余，我还组织孩子们参加了中国侨联
举办的多期“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线上夏令
营，让孩子们通过网络互动，加深对中华文化的
了解和认识。其实，从2018年开始，我就组织舞
蹈艺术中心的“华二代”“华三代”到中国参加“寻
根之旅”夏令营，近距离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

尽管因为疫情，孩子们暂时无法再回中国，
但通过参加“为你讲故事”线上夏令营，她们仍然
有机会“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了解各地风土人
情。惠山的泥人、泉州的木偶、景德镇的陶瓷、天
津的相声、老北京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化，深深吸引了在海外长大的华裔
孩子。渐渐地，参加线上夏令营的孩子越来越
多。一些年龄大些的学员还充当小老师，将听到
的中国文化故事讲给中文不是非常好的小朋友。

这两年，我组织孩子们参加了4 期线上夏
令营，每期都有近百名孩子报名，孩子和家长
们的反响都很好。一些孩子在线上夏令营中了
解到福建惠安女的故事，还激动地告诉我：“老
师，您也曾教我们跳过惠安女的舞蹈。这下，
我们对惠安女的服装、习俗都了解更多了！”

中华文化绚丽多彩，舞蹈艺术是其中的一
个重要内容，但并不是全部。我希望能在教好
中国民族舞的同时，多渠道推动中华文化在海
外华裔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让孩子们更好地
领略中华文化的精髓。

旅菲侨胞何佩兰：

在菲律宾传授中国民族舞
本报记者 严 瑜

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唐人街，有一家小有名
气的佩兰舞蹈艺术中心。疫情之前，每到周末，
几十名身着印有中国书法“舞”字练功服的女孩
会在这里学习中国民族舞。她们当中，最小的
四五岁，最大的不过二十出头，大多是在海外出
生长大的华人后代，也有不少菲律宾当地女
孩。她们的老师叫何佩兰，是这家艺术中心的
创办人，在菲律宾教授中国民族舞已有20多年。

疫情之后，虽然线下教学被迫暂停，但何佩
兰并未停止教学的脚步。开设线上课堂、录制
教学小视频、组织孩子们参加线上夏令营……
何佩兰尝试用更多方式，让孩子们继续感受中
国民族舞和中华文化的魅力。

以下是她的讲述。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从泰国北部城市清迈出发，沿着
蜿蜒的盘山公路行驶 3 小时后，记者
来到泰缅边境清道县大谷地的清迈教
联高级中学。几位工匠正在粉刷教
室，浅蓝色的墙壁在天空白云和青翠
山林的映衬下显得十分温馨。“由于疫
情，学校刚开学，孩子们终于可以在洁
净的教室里读书了。”校长王明明说。

这栋两层教学楼已经使用10年，
有20间教室，所有教室内外墙壁全部
粉刷，学校投入资金20万泰铢。记者
进入粉刷后的教室，看到窗明几净，墙
上贴着中国古代诗人的画像，黑板上
写着“学习进取、超越自我”。近期，泰
国疫情居高不下，学校安排不同年级
学生分批次上课，以确保安全。

清迈教联高级中学建于2011年5
月，是泰缅边境的泰北华人村在泰国
教育部注册的合法华校，也是第一所
在泰国教育制度下与中国文化学习相
互交融，在教育发展中取长补短、紧密
联系的中文学校。为了建设这所旨在
与祖籍国教育接轨、搭建泰北华校与
祖籍国联系平台的新型学校，清迈地
区华人村华文教师联谊会会长王相
贤，与杨明兴、廖国安、李有旺、杨大
文、陈忠勇等侨领投入 4500 多万泰

铢。学校以“自立自信，和谐发展”为
校训，有学生1300余名，教师37位。

王明明是王相贤的女儿，此前在
曼谷经商，3年前回到村里帮助父亲
办学。她说：“作为生意人，我一直
觉得父亲的做法亏本了。但经过几年
的亲身办学经历，我明白了：为了孩
子们学习中文、传承中华文化，我们
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

傍晚时分，记者看到一群群背着
书包的学生，既有三四岁的幼儿、也
有十几岁的少年，说说笑笑走入校
园。原来，这是大谷地村的孩子们在
泰国政府开办的泰文学校下课后，来
到中文学校学习中文。学校开设了听
说读写译各科教程，注重教学管理，
注重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

在学校，记者观看了师生们表演
的舞狮，打陀螺，唱山歌等中华传统文
化和民俗表演以及书法、绘画、舞蹈等
文化活动。教联分校初三学生谭凤仙
考入中文师范班，即将前往中国留
学。她告诉记者：“学成后，要回到村
里当老师，教更多的孩子学中文。”

“我一直深爱着华文教学，尽心
尽力地让每一位学生成为中华文化的
继承者，更要做一个中华文化的传播

者。”在清迈教联高级中学执教多年
的李惠兰说。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
子。以前，华人村村民上山砍竹子、砍
木头，简简单单搭建起以篱笆为墙、茅
草为顶的教室为孩子们上课。“现在，
中国支持经费、选派教师、赠送教材，
帮助学校获得巨大发展。由于疫情影
响，村民收入减少，学校减免学费，每
学年有 120 万泰铢的短缺，但我们一
定会坚持下去。”王相贤说。

为了帮助更多的山村孩子学习中
文，王相贤倡议成立了清迈地区华人
村华文教师联谊会，旨在整合各华人
村华校的资源，使平时获取教育资源
无门的偏远学校可以正常运转，并为
当地众多华裔青少年寻求赴华留学渠

道，为华文教师争取深造机会。目
前，联谊会共有会员学校 37 所，在
校学生万余名，会员学校遍及清迈、
清莱、夜丰颂。

王相贤表示，要坚持办好华文教
育，让泰北华人村成为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中泰友好的桥梁，培养学生们成
为有文化、有梦想、有作为的人才。

谈到学校未来，王明明说：“我们
将向泰国教育部门申请注册成立‘清
迈教联高级职业技术学校’，开设财
会、旅游、计算机、师范等专业，并争取
在教联高级中学成立‘海外华文教育
中心’，开展教师培训交流、文艺职业
教育培训，建立中国国内相关院校的
海外生源基地等，使学校成为清迈乃
至泰北华人村华文教育的一面旗帜。”

泰北华人村：

给华裔孩子更好中文教育
本报驻泰国记者 孙广勇文/图

泰北华人村泰北华人村：：

给华裔孩子更好中文教育给华裔孩子更好中文教育
本报驻泰国记者 孙广勇文/图

图为位于泰缅边境清道县的清迈教联高级中学图为位于泰缅边境清道县的清迈教联高级中学

美丽乡村景如画美丽乡村景如画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
理念，通过五水共治、垃圾分
类、四好农村路建设等举措，持

续优化水环境和人居环境，扮
靓美丽乡村。图为近日的长兴
县水口乡后纹村，水杉树层林
尽染。陈海伟摄（人民视觉）

侨 乡 新 貌

图为何佩兰（后排右一）和舞蹈艺术中心的学员们合影。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