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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中华文化大乐园”云上开课

让可爱中国走进华裔青少年心里
本报记者 林子涵

学用毛笔写“福”字、学唱一首《北京欢迎你》、
跟学一段藏族踢踏舞、学剪一只象征冬奥会的纸
雪花、学用画板描述自己的中国梦……近日，“中
华文化大乐园”活动线上举行，“英葡园”“西班牙
园”“德国、捷克园”“印尼园”“中南美洲园”等云端

“开园”，来自世界各地的华裔青少年在线参与各
类课程，体悟传统文化魅力，了解现代中国发展。

参与授课的教师和海外中文学校的负责人向
本报记者表示，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
基因，海外中文教育工作者始终奋斗在传承这一
共同基因的第一线。此次线上文化课程，在海外
华裔青少年心中种下了文明传承的火种，激发了
他们对中国的兴趣与热爱，也鼓舞了海外中文教
育者不断与时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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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亚裔细分法案”引争议
常可潆

纽约州纽约州““亚裔细亚裔细分法案分法案””引引争议争议
常可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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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丰富多彩寓教于乐

“海外的华裔孩子们喜欢能模仿、体验性强的文
化课程，这次活动设计的书法课、国画课、手工课
等找到了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很好的切入点，新奇有
趣的课程设计很快抓住了孩子们的注意力。”英国中
文教育促进会会长伍善雄表示，多年来，中国国内的
侨务部门、中文教育的专家学者及海外中文教育工作
者用心用力，形成了一系列海外中文教育的品牌项
目，在课程设计、思路等各方面贴合海外华裔学生需
求。每每开设地道、精彩的中国文化课，都能吸引众多
师生、家长慕名而来。

伍善雄介绍，“中华文化大乐园—英葡园”由英
国中文教育促进会与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地中
文学校共同协办，华侨大学进行授课，共有欧洲28
所中文学校的391名华裔青少年参与。其中，仅英
国一地就有来自23所中文学校的245名华裔学生踊
跃报名。学生们在12天的时间里，跟随华侨大学的
老师在线学习中国武术、民族舞蹈、中文诗歌，学
做中国菜、剪纸手工等，度过了一个丰富多彩的
2021年岁末。

“我们在网络课程的设计上花足了心思，既要让
孩子们感兴趣，又要使课程寓教于乐，取得实际的
效果。”承担“西班牙园”课程设计工作的温州大学华
侨学院副院长包含丽表示，通过屏幕远程教学并非易
事。如何引导中文水平不同的海外华裔青少年，在短
短十几天的时间内听懂、学会课程，并从中体会到中
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现代中国的发展力量，这需要
教师们事先做好功课。

包含丽介绍，温州大学的教师多次召开集体备
课会，商讨决定课程以5个“一”为目标，让华裔
孩子们学会一支中国舞、学打一套中国拳、学唱一
首中文歌、学做一个中国手工艺品、学画一幅中国
画，邀请各课程领域的权威教师进行符合国际传播
方式的授课，并设计选修课、必修课体系，邀请学
生和家长每天课后在线“打卡”，分享学生们当天的
学习成果。

“学生们热情高涨，纷纷抢着报名，每天争先
‘打卡’上传作业。”西班牙马德里华侨华人中文学
校副校长刘芸表示，“西班牙园”的课程共有来自西
班牙各地的 272 名华裔青少年参与，学唱中文歌、

学习中华礼仪等新增的亮点课程大受欢迎。“国内主
办的系列中华文化课程内容专业性强，海外华裔师
生家长对此一向喜闻乐见。同时，这类活动对海外
中文学校而言也是有力的丰富和补充，有利于提升
学生后续长期参与中华文化课程的兴趣。”

增强文化认同身份认同

“什么是中国梦？”“你的中国梦是什么？”
这是“西班牙园”的开学第一课——“华裔青

少年与中国梦”课堂上，包含丽向学生们提出的问
题。当天，孩子们在线上热烈讨论，纷纷表示“我
的中国梦是当天文学家”“长大后我想回中国工作”

“我想回中国看望爷爷奶奶”“我想更深刻地理解中
国”……

课堂上，包含丽还邀请学生们进一步思考“我
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与华裔青
少年共同探讨身份认同话题。有学生表示：“我是华
人，我从伟大的中国来，我将往世界去。”

“我们做海外中文教育有一个总体的思路和原
则，就是传递中国的声音，增强海外华裔的文化认
同和身份认同。”包含丽说，“我讲的第一课，就是
希望首先唤醒孩子们对中华文化的求知欲与好奇
心，了解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保存完
好的文明体系，进一步体会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
是坚强不屈、永远向上的民族，感悟蕴藏在心中的
民族力量，认识到作为华夏儿女是非常值得骄傲的
事情。”

当天，“西班牙园”的课程还邀请学生们共同观
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阅兵式，了
解中国的发展与国情。“很多孩子一边观看，一边情
不自禁地跟着屏幕唱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有学
生主动上传演唱国歌的视频，还有孩子自己钢琴伴
奏演唱国歌。好几个小朋友都说‘中国太伟大了，
为中国感到自豪’。”包含丽说。

“海外中文教育应秉持共情教育的理念，引导海
外华裔青少年传承中华文化，了解、亲近、热爱祖
（籍） 国。只有产生这种心态，孩子们才能更好接
受、学习、传承中华文化。同时，共情教育也有利
于淡化在国外出生长大的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文化冲
突代沟，减弱中西文化碰撞引发的矛盾。”刘芸表
示，“从西班牙二代华裔和三代华裔的对比来看，三

代华裔虽然也在当地土生土长，但他们对中华文化
的热爱以及与父母之间的交流，都普遍比二代华裔
的情况更好。我认为，中华文化教育与海外中文学
校的努力功不可没。”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海外中文教育者
就为侨后代的教育问题不断奔走、探索。从开始组
织文化夏令营，到后来举办各类文化知识竞赛，再
到如今共同举行‘中华文化大乐园’活动，从实
景到线上，从实地考察到文化体验，形式越来越丰
富多彩，让孩子们从小燃起对中华文化的热情，理
解中国的发展故事，有利于孩子们长大后成为中外
友好沟通的栋梁。”伍善雄说。

唤醒华裔孩子的中国心

“做好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必须注重内外联
动，保护好海外中文学校的发展，确保以中国国内
学校整合资源、海外中文学校落地实践的方式，共
同传承、推广中华文化。这样才能保证海外中华文
化的传播事业能够长久发力。”包含丽说。

“海外中文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并非只是语
言教学这么简单。我们不应只教孩子们学说中国
话、学写中国字，而要把培养具有中华传统美德、
具有时代责任感的华裔青少年作为首要任务。因
此，我们的海外中文学校教师，在课程编排、课堂
教学、日常与学生接触等方面，都要时刻注意，教
师的言行举止也可以引导华裔同学体会中国文化、
学习中国传统美德。同时，我们也提倡家长在与华
裔青少年的交流过程中注意方式方法，帮助孩子加
深中华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并对中国的现代化发
展有深入的体会和理解，把中文教育与中华文化教
育真正贯彻在教育的全过程。”刘芸表示。

“传播中华文化，海外中文学校是一支重要力量，
也是重要抓手。”伍善雄说，办好中文学校，才能持续
吸引孩子们接触中文与中华文化，打开中华文明的兴
趣大门，进而体认中华文化根脉。

“我目前正在组织编写一本中英文双语的中国近
代历史教材，希望将来通过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发
给中文学校的孩子们，让大家重温鸦片战争等近代
历史，进而深刻理解当前中国崛起的重要意义。”伍
善雄说，“要以史为镜，知史爱国，通过系统性介绍
民族历史，唤醒华裔孩子们的中国心。”

近日，美国纽约州政府签署了“亚裔
细分法案”，要求州政府机构、部门和委员
会等在收集涉族裔、血统的人口信息时，
必须对亚裔群体进行细分，以便提供“更
有针对性”的服务。该法案一经签署，立
即在当地华裔群体中引发广泛争议。

“亚裔细分”争论再起

据纽约州政府官网信息，该州新签署
的这项法案要求州政府机构在涉及族裔数
据的各类表格和文件上，将亚裔内部不同
族裔的类别及情况进行细分，并强调 2022
年7月1日之后，州政府机构发布的人口统
计报告中必须公布此类数据。

带头提出该法案的华裔州议员牛毓琳
表示，亚裔内部各族裔在文化、语言、需
求等方面存在差异，更具体的亚裔细分信
息将帮助州政府为各族裔提供更有针对性
的服务和协助。

该法案签署后，纽约中华公所立即召
开社区会议表示抗议。于金山等华人社区
代表在会议声明中表示，亚裔是美国人数
最少的族群，在政治力量上已属于“羽量
级”的社区，若再将亚裔细分，将进一步
弱化亚裔群体的政治力量，还可能造成不
同族裔在社区内的对立，造成不必要的资
源纷争。

此前，美国加州、华盛顿州、马萨诸
塞州等多州就曾颁布“亚裔细分”的相关
方案，招来广泛抗议。其中，2016年1月加

州的“亚裔细分提案”要求加州公共高等
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针对亚太裔居民进行
额外信息登记，遭到当地华裔群体强烈反
对。最终，该提案大幅修改，涉及教育部
分全部被删除。

存在种族歧视隐忧

美国律师张军对本报分析，纽约州亚
裔被采集的信息可能包括种族、出生国
家、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等，这些信息
可能用于帮助纽约州政府在资源分配、税
收、选择民意代表等方面作决策。

“如果细分对亚裔有利，同样也会对西
裔或非裔等有利，那为何看不到非裔细分
法、西语裔细分法、白人细分法呢？这项
仅针对亚裔族群的细分法案值得大家深
思。”中华公所社区会议声明称，该法案可
能给亚裔社区带来不必要的困扰，甚至对
亚裔社区的权益产生长远影响。

美国社会针对亚裔的显性或隐性种族
歧视由来已久，近年来甚至呈现愈演愈烈
的趋势。据纽约市警察局“亚裔仇恨犯罪
工作组”数据，仅 2021 年的前 3 个月，纽
约市就至少发生了 33 起针对亚洲人的犯
罪 事 件 。 另 据 2021 年 美 国 民 调 数 据 显
示，27%的亚裔美国人曾经历过仇恨犯罪
或仇恨事件。其中，64%的亚裔美国人被
人询问过“你原本来自哪里”，20%的亚
裔美国人曾被建议“起一个美国化的名
字”。该调查结果表明，全美各地区的亚

裔美国人群体都曾遭受不同程度的种族主
义侵害。

争取权利任重道远

中华公所社区会议声明指出，纽约市
政府在过去数年中有意以配额的方式限制
亚裔学生在高中的就学权利，如今，“亚裔
细分法案”将进一步助长配额制度的推
行。未来，华裔学子不仅要和白人、非裔
及西语裔竞争，还要在亚裔社区内部经受
配额的挑选。因此，亚裔下一步应将精力
放在约束法案的实施范围上，拒绝使该法
案在教育系统中推行，以避免当地大学招
生受族裔因素左右。“我们坚决不能容许任
何法案影响到华人新生代公平接受教育的
机会。”声明称。

面对有争议的法案，美国华裔未来应
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张军指出，华裔作
为美国社会中的少数族裔，首先应一致发
声，面对关系到自身利益的议题时，团结
一致，增大声量。同时，应团结其他少数
族裔。当其他族裔进行权利抗争、维权
时，华裔可在其议题中找到与本民族利益
的共通点，予以配合和协助，与其他少数
族裔一同维护合法权利。

“此外 ， 还 应 鼓 励 华 裔 子 女 参 政 议
政，让年轻一代应积极为华裔的合法权益
发声，团结本民族与其他族裔的关系。只
有这样，华裔的力量才能逐渐壮大。”张
军说。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
腐败不堪，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一
系列不平等条约，民族蒙辱、人民
蒙难、文明蒙尘。1882年10月，晚
清光绪年间，叶乃矧降生在福建省
泉州市德化县国宝乡国宝村，家中
祖祖辈辈都是贫苦农民。

童年时期，叶乃矧目睹并经历
了水深火热的艰难生活，于是和很
多为了生计而被迫选择远离家乡出
洋的人一样，在13岁时跟随家中亲
戚远赴马来亚，以谋求一份好一点
的生活。

叶乃矧16岁时到一间制鞋店当
学徒工，由于聪明好学、刻苦耐
劳、双手勤快，3年学徒期满便能上
岗独立操作。随着收入渐有盈余，
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他决心自己创
业。1930 年，叶乃矧创建了一家橡
胶加工厂，之后扩大经营范围，购
置商店，既做橡胶生意，又经营百
货。他创立的品牌“福美牌”橡胶
颇受欢迎，信誉远扬，货物畅销，
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富户之一。

幼年穷苦生活给叶乃矧留下了
深刻的记忆，在拥有了优渥生活后，他仍心怀感恩之心，惦念
着远隔重洋仍在遭受苦难的祖国人民和家乡亲人。对祖国、家
乡的公益事业，他总是不遗余力襄助。同时，他还热心家乡的
文物保护工作，鼎力资助修葺；关爱祖国的教育事业，为家乡
捐资兴办国宝南阳小学，鼓励家乡子弟勤奋学习，以期提高家
乡人民的文化素质水平；鼓励广大华侨参与到抗日救亡中，不
仅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还多次为中国抗战筹集物资、款项。

1939年，叶乃矧回国，到家乡祭扫亡兄坟墓。他看到很多
难童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尤其是在那些日寇占领的地方，如
金门、厦门等地，孩子们不仅失去家人，连生命安全都无法得
到保障。于是，叶乃矧与当时努力践行陶行知“大众教育”“生
活教育”思想的李述贤发起倡议，修建并设立慈儿院，地点就
选在他的家乡德化。后来，他们又联合程田寺创立了新型保育
学校——凤林慈儿院。叶乃矧自己踊跃捐资一万元作为开办经
费，购置教学设备，这一举措得到了热心慈善事业的商民苏由
甲以及海外华侨、本县热心人士的支持。凤林慈儿院主要收容
沦陷区难童以及在抗日战争中阵亡将士的遗孤。太平洋战争爆
发后，南洋侨汇中断，慈儿院又尽力收容闽南侨区和德化、永
春、大田诸县的一些孤儿，前后6年共收容200余人，在当时被
各地报刊纷纷刊文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办慈儿院。1953年，慈儿
院被并入莆田县黄石儿童教养院。（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叶
乃
矧
—
—

战
时
难
童
保
育
学
校
创
立
者

崔
彤
欣

1953 年春，德化凤林慈儿
院师生在大门前合影 （德化公
立育幼院）。

近日，安徽省亳州市亳州学院实验小学开展迎新年活动，学生们通过手工
制作贺卡等形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喜迎新年到来。

图为该校二年级（3）班的小学生们展示自己制作的迎春贺卡。
张延林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