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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界 关 注

为“华二代”创办汉语学校

2016年 12月的一天，比什凯克气温降
至零度以下。阿依努尔来到玛蒂娜市场附
近一家同乡开的餐厅，打算向他们借用桌
椅板凳。冬季寒冷，餐厅摆放在室外的桌
椅渐渐闲置。阿依努尔想，如果能借来一
用，学校急需的课桌椅就有着落了。

这一年，明亮学校刚刚起步，各种难
题亟待解决。四处借财借物，已经成了阿
依努尔那段时间生活的常态。但白碱滩上
长大的姑娘不怕难。她希望通过一步步努
力，把办好汉语学校的梦想变为现实。

阿依努尔的家乡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父母都是在戈壁
油田上扎根的老一辈石油人。2007 年，阿
依努尔来到比什凯克留学。多年的吉尔吉
斯斯坦生活，让她发现了当地华侨华人的
最大痛点。

“很多中国人来这里经商，平时生意
忙，几乎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更不用说专
门教孩子汉语。久而久之，孩子们的汉语
越来越生疏，有的孩子甚至一句汉语也不
会说，更不知道‘春节’‘中秋节’是什么
意思。”阿依努尔说，吉尔吉斯斯坦有面向
大学生的汉语课，但当地很少有开设汉语
班的幼儿园和小学，年级小的“华二代”
们面临无处可以学汉语的问题。当父母回
到中国后，这些孩子很难适应中国国内小
学的中文课程，甚至要从低年级重新就读。

阿依努尔急在心头。研究生刚毕业不
久的她，决心开办一所全日制学校，让

“华二代”们从小有机会系统性学习汉语的
听说读写。

阿依努尔的想法得到了父母和丈夫西
尔艾力的全力支持。西尔艾力放弃了回新
疆发展的机会，陪着阿依努尔扎根在了吉
尔吉斯斯坦，一边做生意，一边忙学校事
务。“哪怕赔钱，也要支持她办学校。”艾
力说，“一定要帮更多孩子学会拼音、认识
汉字。”

夫妻二人经过半年多的奔波，为学校
争取到了当地教育、卫生、消防等部门的
许可。考虑到许多家长做生意，一出门就
要一整天，学校除了上课，还会为孩子们
提供全天的餐食，照顾他们午休。

不久后，明亮学校招收了第一批 30多

名学生。小的只有 2 岁，大的 14 岁。学校
按年级分班授课，针对性开设了汉语、维
语、英语、俄语及数学等课程。其中，数
学课用汉语授课，带领孩子们认识汉字数
字、用汉语算数。

这一时期，阿依努尔身兼数职：缺教师，
她一个人代 8 节课；缺教材，她委托新疆的
朋友辗转买来；缺厨师，她下课就给学生们
做饭；缺保姆，她负责打扫卫生和哄孩子们
午睡；缺资金，她和丈夫掏空口袋……

渐渐地，越来越多人知道了明亮学
校，得知了夫妇俩办学的故事，开始把孩
子送来学习汉语。学校学生最多时达到了
120 人。除了汉族学生，还有许多维吾尔
族、柯尔克孜族、俄罗斯族、乌兹别克族
华侨华人家庭的子女和吉尔吉斯斯坦本地
的孩子前来学习。学校聘请了全职或兼职
的教师，课程也增设了舞蹈、象棋、体育
等内容。

“许多孩子从一开始听不懂汉语，到现
在一进教室就争先问候：‘你好’‘老师好’，
汉语水平有了明显进步。”阿依努尔说，“有
学生在这里上到小学二年级，跟随父母回到
中国后，顺利升入小学三年级。他们打电话
向我报喜时，我感到由衷高兴！”

让中华文化在孩子心中萌芽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
水，红掌拨清波。……”

明亮学校的汉语课堂上，教师丁薇正
带着孩子们一遍遍朗诵唐代诗人骆宾王的

《咏鹅》。受阿依努尔邀请，过去一年多，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丁薇都会来低年级带
课。在吉尔吉斯斯坦生活了十几年，她深
知华侨华人子女教育的难点。因此，面对
汉语零基础的学生，她总是格外耐心。

“班上有一位 3岁的小女孩。由于年龄
小，汉语内容又十分陌生，她常常表现得羞
怯不安。这时我就会把她抱在身边，一个音
节一个音节地教她念拼音、读儿歌。慢慢
地，小女孩开始和大家一起跟读，再后来，她
也勇敢地举手发言，起立大声地背诵课文。
那一刻，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丁薇说，“在
这里，每位教师都像一位‘侨妈妈’，大家都
希望通过细致的教学，让中华文化在孩子们
心中萌芽。”

为了给孩子们做好中华文化启蒙，阿

依努尔带着学校做了很多探索。2021 年暑
假，她第一次尝试开办汉语夏令营，动员
家长带孩子参加为期 2 个月的沉浸式汉语
学习。夏令营期间，学校除了开设语言类
课程，还组织了中国舞蹈、中国乐器、中
国书法等相关内容的教学。

刚刚过去的兔年春节，阿依努尔组织
开展了春节主题手工活动。老师带孩子们
一起剪纸、涂色，做出了一只只活灵活现
的“中国龙”。师生们还一同为学校的办公
室贴上了喜庆的春联和“福”字。过年期
间，大家一起体验了包饺子的快乐。

“比不懂汉语更令人担心的，是孩子们
不懂中华文化、失去身份认同。明亮学校
所作的努力，就是希望激发孩子们从小对
中华文化的兴趣，将来发自内心地亲近中
国、热爱中国。”阿依努尔说。

有 了 第 一 届 的 成 功 经 验 ， 2022 年 6
月，明亮学校举办了第二届汉语夏令营。
阿依努尔请了来自新疆的柯尔克孜族姑娘
列娜·艾晒克担任夏令营的汉语老师。由于
精通汉语、柯尔克孜语、俄语等语言，列
娜可以和当地不同民族的孩子交流，用多
语种向孩子们详细解释汉语词汇的意义。

“孩子们的聪明可爱让我印象深刻。他
们对汉语充满了好奇，也希望能像老师们
一样讲出流利汉语。夏令营期间，每天上
午都有 3 小时的汉语课，孩子们都学得很
起劲。”列娜说，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她专
门准备了标有多种语言释义的识字卡片，
教大家学习表示颜色、动物和数字的汉
字，还带着孩子们通过唱跳游戏，理解古
诗和儿歌。

“集训虽短，但希望能在孩子们心中种
下一颗中华文化的种子，帮他们在将来成
长为中吉友谊的小使者。”列娜说。

期待作出更多成绩

办学多年来，最让阿依努尔感到欣慰
的，还有帮助跨文化家庭化解代沟与摩擦。

“在吉尔吉斯斯坦，不少华侨华人和本
地人结为夫妇。这些家庭的孩子从小在吉
尔吉斯斯坦长大，习惯用本地语言，和说
汉语一方的家长经常沟通不畅，关系不亲
近。有的孩子学习汉语后，逐渐学会用汉
语表达想法，和家长的沟通也更交心。”阿
依努尔说，“每次有家长向我说谢谢，我都

觉得，办学的路走对了。”
明亮学校的成绩，许多华侨华人看在

眼里、记在心里。去年的夏令营，就来了
不少热心为学校“吆喝”的“侨妈妈”和

“侨爸爸”。
比什凯克华助中心主任杨彩平听说明

亮学校缺少活动器材，第一时间搬来了华
助中心的二胡、古筝、笔墨纸砚和相机。
几年来，每逢儿童节、中秋节等节日，杨
彩平还会代表华助中心向明亮小学捐赠书
籍和玩具。明亮学校创办的第一年，华助
中心就向学校捐赠了 35张儿童床铺。杨彩
平至今记得，阿依努尔向她介绍办学理念
时说的那一句：“孩子们太需要学汉语了！”

“明亮学校既是民间自发创办的汉语学
校，也是我们的少数民族侨胞倾注全力创
办的学校。他们的努力值得被看见。”杨彩
平说，“华助中心作为非盈利性的公益组
织，使命就是为华侨华人排忧解难。不论
明亮学校遇到怎样的困难，我们都应该尽
己所能，支持他们办学。”

多年关注明亮学校发展的吉尔吉斯斯
坦中亚福建总商会会长林金电，也在夏令
营现场为家长们做了一场推介会，呼吁当
地华侨华人重视幼儿的汉语培养，抓住文
化启蒙的时机。

“身在海外，我们期盼孩子们能学好汉
语，不忘来路。将来，不论孩子回中国继
续念书，还是长大后到中国留学、工作，
或是在海外从事和中国相关的事业，汉语
和中华文化都将是他们一生的财富。”林金
电说。

疫情期间，明亮学校的运营受到不小
的冲击。目前，学校的学前班部有 70多名
学生，小学部仍暂时关闭。阿依努尔的最
大心愿，就是为学校招到更多专业教师、
为学生找来更多适合的教材，提高明亮学
校的办学质量。为此，她和丈夫正在四处
奔走，积极申请项目支持。

“孩子就像初升的太阳。我们为学校起
名为‘明亮’，就是希望帮助孩子们开好
头、起好步，打好‘华二代’们的汉语基
础，培养他们的身份认同，把中华文化的
根脉留住。”阿依努尔说，“相信做好文化
的传承，我们就会有明亮的希望。”

图①：明亮学校学生展示手工作品。
图②：阿依努尔与西尔艾力在明亮学

校和学生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吉尔吉斯斯坦侨胞倾力创办“明亮学校”教授汉语

在孩子心中种下中华文化的种子
本报记者 林子涵

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
市，提起明亮学校，不少当地华侨华
人都知道。在这间学校，当地的“华
二代”可以学习地道汉语、接触中华
文化。每天早晨，清脆的汉语朗读
声，不时从学校传来。

学校的创办者是来自中国新疆
的阿依努尔·塔依尔和她的丈夫西
尔艾力。多年来，他们为办学倾注
了全部心血。此外，还有不少“侨
妈妈”和“侨爸爸”关注着明亮学
校的成长。在热心汉语教育的华侨
华人努力下，明亮学校成为传承中
华文化的一方希望之地。 ①①①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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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戏走向世界”系列活动温州启幕

本报电（叶锋、柴逸扉）瓯剧
《天女散花》、越剧《我家有个小
九妹》、京剧《卖水》……经典的
剧目，标准的唱腔，娴熟的动作，
让在场观众和世界各地的华侨
华人品味了“文化大餐”。近日，

“南戏走向世界”系列活动启幕
仪式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举
行。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让海内外观众共同欣赏梨
园文化之美。

启动仪式后，“梨园桑梓情
侨娒闹元宵”戏曲专场热闹上
演。来自意大利、葡萄牙、英国
等国家的华侨、华裔青少年轮番
表演了京剧 《梨花颂》《红灯记》
等，赢得了观众的一片叫好声。

演出活动吸引了温州医科大
学国际教育学院一批留学生围观。
该学院临床专业学生赵伊万（中文

名）来自中非国家布隆迪，他说：
“这是我第一次现场观看戏曲演
出，中国孩子的表演太精彩了，中
国戏曲文化博大精深，很赞！”

来自土库曼斯坦的夏鸽 （中
文名） 边看演出边拍视频，还通
过社交媒体发给朋友们看。“温
州是南戏故里，中国传统文化源
远流长，太厉害了！今后，我想
作为一名文化使者，助力南戏走
向世界。”

本次活动由温州市委宣传部
指导，鹿城区委宣传部、鹿城区归
国华侨联合会联合主办，鹿城区瓯
智侨青少年海外传播中心承办。

右图：“南戏走向世界”系列
活动期间，小演员们表演越剧《我
家有个小九妹》。

鹿城区委宣传部供图

近日，由新加坡国家文物局、新加坡晚晴园—孙中山南洋
纪念馆、福建省档案馆联合主办的“无限江山笔底收——新加
坡早期中文报业与星闽记忆”展览，在福建省福州市三坊七
巷黄巷4号郭柏荫故居开展。

展览通过新加坡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提供的百
余幅历史照片、中文报刊复制品及福建省档案馆馆藏的大
量珍贵涉侨档案文献，展示福建与新加坡深厚的历史渊
源、友好交流和共同记忆。

新加坡是福建人早期移居海外的主要聚居地之一。新加
坡总人口中，闽籍华侨华人约占 40%以上。2019年 11月，福
建省档案馆与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在福州签署 《合作谅解备忘
录》。此次展览是双方落实《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积极成果。

在海外，华文报刊与华文学校、华文社团被称为华侨华人
社区的“三宝”。至今，福建与新加坡两地还留有华文报刊等大
量珍贵档案文献。

此次展览还展出了多组侨批档案。侨批，又称银信，是
指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以及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眷属
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新加坡是福建侨批的重要集散地。

（来源：中新网）

福建与新加坡携手举办文献遗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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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电视剧《狂飙》热
映。不少观众发现，剧中

“ 京 海 市 ”街 道 景 色 不 乏
“洋”气质：买电视的老高骑
着电动摩托穿梭在骑楼廊
下，失去师父的安警官与

“强哥男团”擦肩而过在
老街路口，阿盛“绝响”
在颇具欧式风情的碉楼广
场……这些颇具代表性的
特色建筑和山海相映的自
然风貌，都来自侨乡广东
江门。

江门又称五邑，是广东
乃至中国最早向海外移民
的地区之一。上世纪 40 年
代开始，华侨汇款滚滚而
来，在家乡的亲属根据华侨
提供的国外建筑照片，找到
本地工匠设计、施工，掀起
了空前的营造屋宇高潮。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
属 位 于 台 山 的 “ 梅 家 大
院”，这些建筑既有欧洲风
格的阳台、罗马柱式和拱
顶以及彩色玻璃，又有中
国传统的砖墙、瓦顶和楼
内的小方窗，形成了中西
合璧的侨乡特色建筑。

骑楼是最具岭南特色
的 建 筑 类 型 。 在 夏 日 炎
热、终年湿润多雨的岭南
地区，骑楼可以为路人提
供遮阳挡雨的长廊。江门骑楼的风格独特
之处在于其无处不在的西洋印记。罗马
柱、各种精巧的雕花、剥落的壁画和东方
传统风格浮雕、满洲窗等元素碰撞在一
起，使得江门骑楼既具有西洋风格建筑
美，又具有岭南风格的实用性。

在“华洋杂处，商旅辐辏”的长堤历史文
化街区，江门骑楼集中连片，总数在150栋左
右。这里是江门市老商业区和历史街区。
1902年江门被辟为通商口岸后，长堤航运开
始兴盛，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现在走在长
堤一带，仍依稀可见当日的繁华。

在江门开平，最具代表性的侨乡建筑
当属碉楼，“开平碉楼与古村落”名列《世
界遗产名录》，是中国第35处世界遗产，也
是中国首个华侨文化的世界遗产项目。

开平碉楼同时具有防御和居住功能。
在国外生活多年的华侨带回了来自大洋彼
岸的气息，碉楼也带有明显的西洋建筑风
格，哥特式、罗马式等各种西式风格的建
筑元素运用其中，别具一格。

在江门这座因侨而兴的古老城市中，
侨的色彩被编织在悠远绵长的历史故事之
中，也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游客。同程旅行
数据显示，1 月 14 日至 30 日，江门相关景
区消费人次环比增长近5倍。在刚刚过去的
元宵节期间，江门以 350%的热度涨幅成为
广东地区游客争相打卡的目标。

江门旅游市场越来越“热”，助力江门
经济发展越来越“火”。2022年，江门市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 3.3%，增速已达广东省第
二。新的一年，江门明确了“全年 GDP增
长6%以上、力争实现7%”的目标。

（来源：中国侨网）

图为江门开平立园。该园区拥有一个典
型的开平碉楼群。 （图片来源：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