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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赛事激发参与热情

第19届全英普通话朗诵比赛上，参
赛的华裔青少年们呈现了一场有一定水
平的中文对决。在大赛工作组收到的朗
诵作品视频中，有选手吐字清晰地朗诵

《静夜思》《木兰辞》 等古诗词，有选手
熟练地用竹板打着节拍，唱出欢快顺口
的快板，也有选手娓娓道来 《小马过
河》《猴子捞月》 等故事，还有选手深
情讲述“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只有懂中文才能理解中国文化，
也只有理解了中国文化，才能更好讲述
中国故事。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连续
19 年举办普通话朗诵比赛，目标就是
鼓励华裔青少年爱上中文，大声用中文
表达心声，在朗诵中感受中国文化的优
美和博大精深。”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常
务副会长、英国依岭中文学校校长黄珍
理向本报记者介绍，今年的全英普通话
朗诵比赛自 3月 19日启动以来，共吸引
英国约 50所中文学校的 579名选手参加
初赛。其中，幼儿组年龄段的参赛人数
比往年增加 1 倍。经各校初选后，共
435 名选手进行了精彩比拼。最终，40

名获奖选手被选送参加第 5 届全球华语
朗诵比赛，10 名选手斩获全球华语朗
诵大奖。

全英第14届中文书法比赛近期也顺
利收官。负责赛事组织工作的旅欧吉澳
同乡会中文学校校长林小棠向本报记者
介绍，今年，很多中文学校和华裔学生
的参赛热情高涨。赛事工作组共收到了
来自全英50多所学校的1500份毛笔和硬
笔书法作品。参赛学校比上届增加了10
多所，参赛作品增加了 1 倍。许多作品
笔酣墨饱，出手不凡，展示了华裔青少
年学习中文、研习书法的优秀成果。

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会长伍善雄
对本报记者表示，举办普通话朗诵比
赛、书法比赛、中国画大赛等，是英
国中文教育界共同努力、坚持多年的
传统。通过朗诵比赛，华裔青少年能
在一次又一次的朗诵录制过程中，切
实提高中文表达水平，体验中文的魅
力和乐趣。通过书法和国画比赛，华
裔 学 生 可 以 深 入 理 解 中 国 诗 书 画 艺
术，提升文化素养。同时，以中国书
法和中国画为媒介，能提升学生们的
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丰富多彩的
比赛调动了华裔青少年学习中文、了
解中国文化的兴趣，激烈的竞争和获

奖的荣誉感也会持续鼓舞孩子们向中
国文化靠近。

中文教育提供强大支撑

中英戏曲协会会长邱增慧多年来为
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倾注大量心血。此
次，她担任全英普通话朗诵比赛的特邀
嘉宾。在她看来，海外中文教育事业的
日益发展，为华裔青少年提供了全面系
统学习中国文化的机会。融合了语言文
字学习和中国文化教育的综合性授课，
越来越受到华裔青少年欢迎。

“多年来，海外中文教育者和教育
机构从单打独斗到遍地开花，教学方式
和教学理念也不断完善进步，体验性和
感受性强的文化课程日益受到认可。”
邱增慧说，“我常年在英国的中文学校
和主流学校开课，不只教语言，我还会
带来京剧服装和民族乐器，直接进行展
示和表演，讲授基础知识及唱念做打，
让孩子们直观感受民乐和中国戏曲艺
术。同时，课程还会结合戏曲主题教授
毛笔字和中国画，帮助孩子们全面感受
中国文化魅力。”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
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移民家庭提高了对
中文和中国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人们
逐渐意识到，如果不理解中国文化，学
习的语言就会流于空洞。必须让孩子了
解中文背后的文化沉淀，深入理解传统
中国，继而看懂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
化。”黄珍理说，“学语言和学文化绝不能
脱钩。海外中文教育必须坚持语言和文
化并重，在做语言教学的同时，坚持文
化传播。近期举办的朗诵比赛和书画比
赛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让华裔青
少年用作品表达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
知，这些阳光积极的作品也展现了新生
代华人的精神风貌。”

瑞雅中文学校校长许智在英国办学
16年。她认为，中国崛起促进了海外中
文教育的普及和推广。这些年来，英国
主流学校逐渐认可中文考试和相关竞赛
成绩，中文教育也逐渐驶入快车道。在
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及国内相关部门和
侨界的共同努力下，英国中文教育界的
专业化办学水平不断增强，教学体系日
益成熟规范，师资力量不断提升，教学
成果越来越得到家长认可，形成了一个
良性循环。

“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我们重视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文教师常常利用
中国传统节日等时间节点，向学生们介
绍中国的文化习俗和历史典故，帮助华
裔青少年体会中国传统文化意趣。如
今，我们的课程还注重介绍当下中国的
发展变化，孩子们对此兴趣盎然，都为
现代中国的发展成就感到骄傲，并对学
习中文和中华文化产生了更浓厚的兴
趣。”许智说。

文化传承期待多方发力

“推广中文教育、传播中国文化，
帮助海外华裔青少年培养文化自信和文
化认同，是一项长期工程。这项工程离
不开许多自发集结、志愿奉献的华侨华
人。他们凭着一腔热忱，不断发挥所
长 ， 推 动 中 国 文 化 的 火 种 在 海 外 传
播。”邱增慧说，“下一步，我将继续举
办中国戏曲、民乐及表演艺术相关的特
色文化活动，吸引更多华裔青少年和年
轻的华二代、华三代参与学习。”

“帮助华裔青少年学好中文、了解
中国文化，关键要抓中文学校的教学管
理和教学质量。”许智说，“作为中文学
校校长，我将继续要求中文老师提高教
学多样性，调动孩子们主动学习中文和
中国文化的兴趣。”

“在海外中文学校，提高硬笔、软
笔书法及国画等特色文化课的教学质
量，需要投入更多专业的师资力量。接
下来，我们将保持特色文化课程的教
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同时也期待与
国内达成师资合作，开设更多、更有吸
引力的中国文化课程。”林小棠说。

“未来，我们将持续支持华裔青少
年参与各类中国文化活动及竞赛，鼓励
孩子们学好中文，理解中国文化蕴含的
价值及内涵，将来更好地成为中英友好
往来的使者。我也希望加强与国内教育
界和侨界的联系沟通，共同办好中国文
化夏令营等活动，合作探索线上文化课
程科学合理的设计方案。”黄珍理说。

“让华裔青少年走近中国文化，海
外中文教学工作者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伍善雄说，“未来，要继续办好中
文学校，提高办学质量，创新教学方
式，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竞赛
及各类活动，吸引华裔青少年主动接触
中文与中华文化，留住文化根脉。”

华侨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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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华裔青少年，学中文也学中国文化
本报记者 林子涵

英国华裔青少年，学中文也学中国文化
本报记者 林子涵

用普通话朗诵一段故事，用书法
写下一句诗词，用中国画绘制一幅图
景……近期，英国华裔青少年迎来第
19届全英普通话朗诵比赛、第14届全
英中文书法比赛、第5届全英中国画大
赛等多场赛事，通过切磋竞技，提升
中文水平，感悟中国文化。

多位奋斗在英国中文教育事业一
线的华侨华人表示，中国的快速发展
吸引了越来越多华二代、华三代走近
中文和中国文化。孩子们被中国传统
文化深深吸引，也对现代中国充满好
奇。近期赛事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学
习交流的舞台。下一步，面向华裔青
少年做好中文教育、传播好中国文
化，大有可为。

责编：林子涵 邮箱：guojihw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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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陈瑞祺，又名祯祥，1885
年出生于广东新会。7岁开始在
家乡接受初级教育，13 岁前往
香港读书，19 岁开始随父亲在
香港、越南经营米业。熟悉米
店生意后，他在越南开设了广
和兴、广中兴米业公司和碾米
工厂。父亲去世后，陈瑞祺全
面接管了家族在香港、越南的
米店业务，并着手进行改革、
扩大。为解决市场供应问题，
他购置了黄石公号货船，常年
往 返 越 南 与 香 港 之 间 运 送 大
米。凭借着他的毅力和才智，
米业公司迅速发展壮大，陈瑞
祺本人也成为香港米商中的巨
头。1936 年，他又成立了正心
有限公司，经营房地产。

陈瑞祺自幼受到父亲陈澄
波“邦乡乃家之源，富贵切不
可 忘 之 ”的 训 诲 ， 虽 身 居 香
港、越南，却一直心系家国，

乐善好施，尽己所能帮助贫苦百姓。1914 年，家乡
因械斗导致数千民房被焚毁，他捐出巨资帮助乡亲重
修房屋，恢复家园。此后，他还长期为贫苦乡亲按月
发钱发粮，一发就是 40 余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陈
瑞祺以国家民族存亡为己任，不仅命人把黄石公号货
船开回祖国用于堵塞长江口，构筑防线，还多次从香
港运送大米及衣服等物资到内地，发放给苦难同胞。
1948 年，陈瑞祺又在家乡修建了“慈贤孝”医院，为
前来就诊的乡亲赠医送药。广东、山东、河南等地发
生水灾、旱灾后，他也十分关心，派人前往灾区捐钱
捐物。

陈瑞祺十分关注祖国的发展。他认为教育落后是
导致国弱民贫的主要原因之一，必须大力发展教育，
改良汉字，提高国民素质。1927年，陈瑞祺在家乡创
办以其父命名的第一所小学——澄波第一小学，随后
又创办了澄波第二小学，并不断完善学校的基础设施
建设。20世纪30年代，陈瑞祺先后在广州、佛山、江
门和港澳等地区创办20余间澄波义校，学校的一切开
支由他个人负责，所有学生都可以免费就读。在他创
办的学校接受教育的学生达几十万人。

1933 年，经过长期的努力探索，陈瑞祺和儿子在
陈澄波创造的“道汉字体”基础上发明了一种更易学、
易记、易写的拼音新字“道字”，出版了《道汉字音》字
典，并先后在广州、香港、新会等地的学校推广，让
更多人能够识字，普及教育。

陈瑞祺还一心振兴民族工业。他提出，轻视科学
工艺，无补民生，要使用现代技术，发展现代工业。
1936年，经过多年的苦心钻研，陈瑞祺和儿女成功研
制出了人造丝、棉、麻、玻璃等材料，以及风热油、
风寒油、霍乱散等药品，并将这些药品赠送给贫苦的
病人。

陈瑞祺一生为国、为乡、为民做了很多好事，深
受人们敬仰。而他本人的生活却十分俭朴，经常穿着
布衣布鞋，跟工人一起吃饭；私人汽车虽多次维修，
也不肯更换。他做的慈善公益事业也从不以他个人的
名义，只用“陈正心堂”为记。

1950 年，陈瑞祺病逝。子女继承他的遗志，爱国
爱乡，积极投身祖国教育和公益慈善事业，持续造福
桑梓。

（广东华侨博物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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