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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底蕴 意境高远

谈及为何会在海外传播中国书画艺
术，澳大利亚中国传统文化协会会长、澳
大利亚华人团体协会副主席李松石说：

“我深深沉醉于中国书画蕴含的哲学思想
与艺术张力，希望通过传播书画艺术让世
界了解中国，帮助华侨华人增进对自身文
化的认知，将中国书画艺术发扬光大。”

旅美青年画家黄灼沂表示：“我选择
在海外传播书画艺术，是为了尽我所能促
进文化交流互鉴。在学习书画时，我们常
提到‘画外功’的重要性，这就要求我们
借鉴其他文化的艺术理念以丰富自我修
养。我希望不断开拓艺术视野，创新艺术
形式，用作品展现中国书画传承千年的文
化底蕴和与时俱进的思想内涵。”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书画
艺术是萦绕在心的乡愁旅思，是回味不尽
的青葱岁月，亦是改变人生的一场邂逅。
在一代又一代海外艺术家的影响下，越来
越多国际友人感受到中国书画艺术震撼心
灵的魅力。

李松石说：“2019 年，我参加了澳大
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举办的现场绘画大赛。
当时，全体参赛人员只能使用统一的丙烯
颜料和画布，我习惯的宣纸和毛笔统统派
不上用场，这使我感到很大压力。幸而平
日的书画创作培养了我静思冥想的习惯。
我迅速想好对策，使用了齐白石老先生的
红花墨叶写意画法。我将笔尖蘸上墨色，

摒弃心中杂念，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当作品完成，所有评委不约而同起立鼓
掌，一致宣布我的画作胜出。即使没有笔
墨纸砚，中国画的高远意境也能使其在众
多西方艺术作品中脱颖而出。这场比赛体
现的不仅是我个人的优胜，更是中国书画
艺术赢得世界认可的缩影。”

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

中国书画艺术博大精深，蕴含着天人
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

谈及中国书画的独特魅力，李松石认
为：“中国画赋予画家很大的想象空间。
三山五岳跃然纸上，花鸟虫鱼尽显生机活
力，梅兰竹菊亦有品格气节。中国画承载
着国人心中含蓄隽永的浪漫。画家把澎湃
的激情、深刻的思考、高远的意境倾注于
作品之中，与观者进行跨越时空的艺术交
流与思想对话。中国画善用各种皴法、线
条、点面，营造出或静默幽深，或缥缈空
灵，或浓墨重彩，或清新淡雅的画面，使
观者感受到可居可游的优雅意境。”

黄灼沂认为，中国画的魅力主要在于
“传神”二字。他说：“所谓‘传神’，就是相
比于物象的外在表现，更强调物象的内在
精神。这种‘传神’并不是脱离物象，而
是专于形、美于神，从而达到神形兼备。”

正因为感受到中国书画艺术的独特魅
力，李松石坚定了在海外教授中国书画的
信念。他说：“20 年前我移居澳大利亚
时，很多当地居民并不了解中国传统文

化。不仅外国人看不懂中国书画，就连许
多中国同胞也受当地教育影响，希望子女
学习钢琴、素描、芭蕾等西方艺术。很多
朋友不建议我教中国书画，既没有多少收
入，也会面临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我始终
认为，传播中国书画艺术意义非凡，不愿
放弃我热爱的事业。2007年，我开始在悉
尼教授中国书画。一开始并不顺利，很多
学生把中国画和水彩画混为一谈。为了增
进西方学生对中国书画的理解，我经常介
绍名画背后的趣闻轶事和哲学思想。经过
我和诸多同仁的不懈努力，越来越多当地
学生开始学习中国书画，对这种古老优秀
的艺术形式有了全新的认识。”

中国书画艺术也深刻影响着李松石的
学生。他说：“我的学生玛格丽特已经 80
多岁了。她走路不便，却坚持学画 5 年。
即使到郊外写生，她也要推着轮椅一起
去。她曾对我说，她幼时家有千亩山林，
对山水有很深的依恋。她学过油画，却无
法描绘记忆中的家园美景。一次偶然机会
看到我的山水作品，她惊喜地发现，只有
水墨画能表现她向往的意境，于是潜心学
习中国书画，一路风雨无阻。还有一名学
生性格有些内向，却因为学习书画逐渐变
得自信开朗。记得有一次画展，她发着高
烧还坚持参加开幕式，兴高采烈地向家人
介绍自己的画作，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震撼心灵 诗意栖居

中国画已有三千余年的历史，在隋唐

达到极盛，无数先贤毕生钻研书画艺术，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高峰。中国书画艺术既
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既有传承性，又
有时代性，是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
口，可以为提升中华民族国际影响力作出
重要贡献。

然而，仅靠个人的力量传播中国书画
艺术是不够的。李松石说：“我不断尝试
与澳大利亚政府和社区系统进行合作。经
过反复沟通，一些政府部门认可了中国书
画艺术，也将这项教学内容纳入多元文化
项目中，以丰富社区艺术爱好者的文化生
活。我也不断对书画教材进行改进，使用
中英双语教学，吸引了很多外国学生学习
中国书画。每学期期末，我都会举办画
展，观赏者络绎不绝。学生也会借此机会
向亲朋好友讲解怎样欣赏中国书画。”

黄灼沂也表示：“中国书画的海外传
播要以传承文脉为基础，做到传承与创新
相结合。除了开展传统书画展览外，我们
还应该充分利用新媒体手段，让更多国际
友人感受中国书画的魅力。”

如今，越来越多海外人士对中国书画
艺术产生浓厚兴趣。

李松石说：“西方画家经常从不同角
度观察我的作品，告诉我哪些绘画技巧他
们可以完成，哪些做不到。很多海外艺术
爱好者则被中国画震撼心灵的艺术魅力所
吸引，急切地想要了解其思想内涵和笔法
技巧。我为中国书画艺术感到由衷的自
豪，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增进不同文化之
间交流互鉴，让中华千年墨韵代代相传！”

浙江省淳安县里商乡
凭借优美的自然生态、良
好的训练环境，吸引了辽宁
省、山东省等皮艇队和赛艇
队来此训练。

图为5月16日，里商乡
大坑自然村赛艇训练基地水
域，皮划艇队和赛艇队进行
项目集训。

谢航凯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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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人仅占总人口的 23%，却称得上是海外中文教
育体系较完备的国家。这与当地华社从没停止华文教育的传承
有关，他们甚至成功地把华文科目及华文文学科目纳入国家官
方高中教育文凭的考核科目之一。

毕业于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并拥有20余年华文教师经验的
坤成中学校长蔡莉莉表示：“马来西亚高中教育文凭提供华文文
学科目考核，是马来西亚华社先贤多年来争取与努力的结果。”

完整掌握语言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科目原名为中国文学，2020年改名为华
文文学。华文文学科目教材分成《憩园》《名家小说选》和《文
选》三本。《憩园》内容为反映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社会面貌的剧
本；《名家小说选》里有5篇白话文小说，如鲁迅的《孔乙己》、
商晚筠的《痴女阿莲》等；《文选》内容则更广，涵盖古文、宋
词、新诗、散文、小说等文本。

华文文学科目的教学重点在于文本理解及思想领悟，望学
生能将文学中的中心思想内化成人生的指明灯。

“学习语言除了需学会应用，也需掌握该语言的文化鉴赏能
力。学生需学习文学背后所传达的含义，并将其中道理内化到
生活中。如此一来，个人思想会有所升华、会拥有换位思考的
能力，成为一名有文化内涵的人。应用与内化，这才是完整的
掌握语言。”蔡莉莉表示。

坤成中学的坚持

《1961 年教育法令》 规定，全马中学必须以马来文或英语
作为教学媒介。坤成中学为维护华文教育的发展坚持以华文作
为教学媒介，转型为华文独立中学 （简称独中）。坤成中学为
了不和国家原有的教育体系脱轨实行双轨制教育，即马来西亚
官方教育制度及以华文为主的独中教育制度双管齐下。该教学
理念意外成为华文文学科目免被废除的重要支柱。

许多华人学子为减轻课业负担，或对华文文化热爱不足，
选择放弃学习华文文学科目，导致每年报考人数都在1800人左
右，仅占马来西亚高中教育文凭每年总考生人数的不到5%。一
门科目的报考人数过少，就会面临被废除的危机。

坤成中学为维护华文文学科目的持续发展，成为唯一一间
把此科设为必考科目的独中，为华文文学科目提供将近 40%的
考生。

对于华文文学科目报考人数少的情况，蔡莉莉将其归咎于
马来西亚薄弱的华文学习氛围。她表示：“独中没有政府津
贴，就读独中的学生需支付学费，导致许多家长不把孩子送到
独中。而以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民中学华文学习环境不
佳，华文师资不足也是常态，导致许多华人学生放弃学习华
文，何况华文文学。”

回想起中学学习华文的经历，蔡莉莉感慨道：“那个年代
想学习华文，要向学校争取并凑足 15 人小组才能开设华文
班，还需要自己从校外找小学老师或退休老师教学。但这样
的学习环境让我们知道，学习不一定要靠别人，要学会在逆
境中找方法，拥有自学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谈及华文文学的教材编写，坤成中学华文老师邓凯柔表
示：“老师们在编写华文文学科目教材时，尽量囊括全面的学习
资料，如课文的主要思想、分析、语文语法解析、附答案的例
题等，让学习资源稀缺的学生也能通过阅读教材自学。”

了解根在哪里

坤成中学要求学生学习华文文学的规定曾遭学生和家长质
疑，但蔡莉莉并没有因此动摇其捍卫华文文学科目持续发展的
立场。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启发，我们尽可能在课程中让学生明白
为何学习华文文学是必要的。教育的目的本就不只是好成绩，
我们还要培养具有抗压力的学生。华文文学科目必考是我们学
校的制度，我们坚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华文教育的发
展。”蔡莉莉说。

另外，蔡莉莉认为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非常重要。“若我们
不报考华文文学科目，会不会有一天它就被废除了？那会不会
有一天华文科目也会被废除？维护和推广中华文化是我们的责
任。如果我们不做，谁会做？”蔡莉莉说。

蔡莉莉认为，学习华文文学能让每一代马来西亚华人更了
解自己的根。她表示：“学习华文文学能让学生们欣赏中华文化
的美。只有了解自己的根在哪里，我们才会有文化自信，才能
有信心地和世界各地的人交流。”

马来西亚华社的坚持——

华文教育 久久为功
睿 加 麦佳琦

华侨华人推广中国书画——

千年风雅 文脉相继
杨 宁 陈书雨

“造化有功力，平分
归笔端。”中国画植根于
华夏文明的沃土之中，
历经萌芽、发展、成熟
等不同阶段，形成了融
合中华民族文化修养、
审美观念和哲学思想的
完整艺术体系。

近年来，在许多华
侨华人和海外书画艺术
协会的共同努力下，中
国书画艺术的国际影响
力不断扩大。

舟行碧波上

侨 界 关 注

意宋庆龄基金会推动慈善事业发展

意大利宋庆龄基金会近日举办团建活动，活动
旨在让新老会员相互之间增进认识与默契，消除疫
情所带来的影响，通过“预热”帮助大家尽快进入
状态，为慈善公益事业继续贡献力量。

此次活动得到了众多中意理事的积极响应。活
动当天，大家共同参观了 2021年二十国集团罗马峰
会的举办地“云”国际会议中心。

意大利宋庆龄基金会主席金慧在活动中表示：
“我们将继续秉承宗旨，积极融入当地社会，通过与
当地市民及各民族的长期沟通，讲好中国故事。”

加拿大卑诗省致力振兴华埠经济

近日，加拿大温哥华市华埠商业促进会和华埠
商会联合发起2022“华埠清洁运动”，超过200名义工
组成的清洁义工队，冒雨清除墙上的涂鸦，并清理
街道上的垃圾。

卑诗省旅游、艺术、文化及体育厅长马兰妮表
示，省政府将致力于振兴华埠经济，正视市中心东
端及华埠的治安问题，省政府正拨款 50亿加元，为
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提供协助。

为了振兴华埠经济，让华埠再次成为游客喜爱
的观光地，卑诗省政府向中山公园拨款 100万加元，
用作支持运营用途。 （均据中国侨网）

海南自贸港推介会在多伦多举行

近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南省委员会
驻加拿大代表处、加拿大华人同乡会联合总会和加
拿大安省海南同乡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共同举办海南
自贸港推广介绍会。

海南省贸促会驻加代表处首席代表、加拿大安
省海南同乡会会长林野介绍，今年是海南自贸港建
设全岛封关运作准备工作的关键之年。中国计划在
2025年前对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封关运作准备
工作已于今年 2 月启动。海南自贸港到 2035 年将打
造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悉尼唐人街改造计划出炉

目前，澳大利亚悉尼唐人街几宗开发项目正在
进行，悉尼最古老的唐人街将迎来新貌。此外，还
有更多项目计划正在酝酿中。

据报道，在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之后，地
区改造正在按照新计划前进。后疫情时代，唐人街
可以从城市更新项目中有所获益。在过去的几个月
里，一系列总价超过1亿澳元的开发项目已经提交，
将在悉尼唐人街及其周边地区建造四座独立的塔楼。

悉尼唐人街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之一。《澳洲人报》发表了关于悉尼唐人街被忽视以
及悉尼轻轨建设延期所带来的问题的报道，推动一些
项目加速进行，并促使悉尼议会承诺投入500万澳元
对该地区进行装饰性改造。

（均据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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