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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缅公路 568 公里处坡陡路险，
不少南侨机工在此牺牲。我们曾将发
生在此处的故事编进情景剧中，并到
马来西亚演出。”南侨机工后裔张云鹏
回忆道。

2009 年是张云鹏退休的第三个年
头。退休前，张云鹏是一名物理老师。
退休后，张云鹏开始撰写有关南侨机工
的文章。他笑称，自己年轻时不善文字
写作，现在却做起了文字工作。

张云鹏的父亲张智源 1937 年从广
东潮州老家前往新加坡，经营布店生
意。两年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更加
艰难的时刻。张智源响应陈嘉庚的号
召，成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
团”中的一员，在滇缅公路上抢运抗
战物资。

据张云鹏回忆，父亲生前从未主
动提及这段经历，直至 1985 年父亲受
托寻找南侨机工战友时，他才知道父
亲和叔伯的故事。1986 年，张智源去
世，张云鹏翻开父亲撰写的回忆录和
珍藏几十年的旧照片，了解到父亲的
过往。

与记者连线时，张云鹏展示了一
张6人合照。照片中的人西装革履，他
们即将回到中国支援抗战。张云鹏
说，这张照片藏着一个跨越十余年的
故事。照片中的一人为南侨机工陈团
圆。1944 年，陈团圆惨遭日军活埋，
他的儿子叶晓东当时仅3个月大。2009
年，纪录片 《南侨机工》 在云南昆明
首映，叶晓东手捧空相框在纪念碑前
跪拜的画面让在场观众哽咽，其中包
括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史料搜研工作室
的刘道南和卢观英夫妇。这对夫妇随
即于当年年底开始帮助叶晓东寻找其
父亲的照片。

张云鹏说，叶晓东曾在档案中看
到陈团圆和张智源在同一工资册中等
信息，他听闻后将上述6人合照的翻拍
件赠予叶晓东以及刘道南夫妇。十年
间，刘道南和卢观英自费往返于云
南、马来西亚麻坡等地寻访、收集、
研究资料，并在马来西亚华文报纸上
发布多篇文章。2019 年，刘道南不幸
病逝，卢观英继续为这一目标奔波。

2021 年，张云鹏陆续收到卢观英
发来的两张剪报照片，剪报篇幅虽小
但提供了关键信息。剪报的内容分别
是1939年8月8日和9日新加坡 《南洋
商报》 的报道，其中指明了“麻华第
三批机工回国服务团”职员的姓名和
职位。综合各方信息，张云鹏等人最
终在照片中确认了陈团圆的画像。

张云鹏说，刘道南和卢观英这十年的辛苦让他深为感
动。在搜集历史资料、宣传南侨机工事迹的这条路上，有
不少伙伴与他同行。

2011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组织自驾车队重走
南侨机工滇缅路，并观看了由南侨机工后裔自编自演的情
景剧。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永久名誉会长林秋雅向张
云鹏表示，她对该部情景剧很感兴趣，希望张云鹏和演出
团队能将该剧带到马来西亚。

令张云鹏感动的是，为减轻团队成员的负担，林秋雅
和当地华人承担了大部分活动费用。2012年，由35位南侨
机工后裔组成的演出队应邀前往古来、麻坡、吉隆坡等地
演出，多家华文媒体对此报道。张云鹏将这些报纸收集成
册，每每翻阅都心生感动。“不少华侨华人搁置手中的工作
来帮我们进行宣传。这是我单枪匹马无法完成的。”张云鹏
感叹道。

张云鹏记得，一次他前往古来参加祭奠活动时，他发
现当地华人是以潮州和闽南地区的风俗进行祭拜的，场景
庄严肃穆，到场的人都深受感染。

张云鹏说，二战时期，日军在马来西亚同样实施了无
数惨绝人寰的暴行。当地华侨华人希望这段历史被铭记，
他们用祖辈老家的习俗让逝去的生命重归故里。

“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我也在思考还有哪些方式可
以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张云鹏说，他今年已经78岁了，
这么多年，他很感谢一路上有这么多华侨华人与他同行。

（来源：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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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中国厨师之乡”美誉的广东肇庆广宁，云
吞店随处可见，还有穿街过巷的流动摊档。逢年过
节，街头巷尾的云吞店座无虚席。一碗温热鲜香、爽
口弹牙的云吞给人带来温暖和满足。

“几乎每个人的记忆中，都有一碗属于自己的广宁
云吞，海外侨胞也会经常回来吃。”肇庆市正旺食品有
限公司运营总监邓剑铭称，广宁云吞承载着几代人的
记忆和情感，通过品尝这道美味，他们能感受到来自家
乡的亲切感。

广宁云吞是广宁民间延续传承逾百年的传统手工
技艺食品，以皮薄馅鲜、饱而不腻、汤鲜甘醇的特点
闻名。2010年荣获“中国粤菜名点”称号。

传统上，云吞师傅会选用高筋面粉，按比例以新
鲜土鸡蛋液和面，搓揉成光滑面团。然后挑选粗大的
竹竿，师傅骑坐在竹竿的一头，用脚蹬地，反复碾压
面皮至厚度约 1毫米，全程不沾一滴水。云吞馅则按
照“三分肥七分瘦”的标准，将不同肥瘦程度的猪肉
分别切碎搅拌，加入蚝油、生抽等调味料混合均匀而
成，再配以猪筒骨、大地鱼干等熬制的汤底，一碗碗
爽滑鲜嫩的云吞新鲜出炉。

如今，为了迎合现代人的口味，广宁云吞生产和
销售的商家推出了麻辣鲜笋饺、鲜虾蟹籽云吞、鲜虾
云吞、大肉云吞、手工水饺、三彩鲜蔬面等产品。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广宁云吞这一非物质文化
遗产，当地政府相继出台多项措施，包括免费开展广
宁云吞职业技能培训、奖补经营广宁云吞公共品牌店

等，通过开设“粤菜师傅”培训项目等方式，为当地
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云吞制作人才，还推动产业的标准
化和规范化发展。

广宁县县长何剑才表示，广宁云吞是当地最具特
色、最有代表性的小吃，云吞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截至今年9月10日，中国内地经营广宁云吞的店
面约 2700 多家，广东省内开设门店 1000 多家，年产
值超20亿元人民币，成为广宁发展实体经济的支撑。

随着时代发展，广宁云吞不仅在当地市场稳扎稳
打，在各大电商平台销售推广，更逐步拓展至港澳地区
乃至海外市场，以其独特的广府口味和创新产品赢得
赞誉。

“广府传统口味很受港澳地区的消费者欢迎，这
主要得益于港澳地区消费者对于此类美食的偏爱。”
邓剑铭称，为了更好地拓展港澳地区市场，广宁云吞
品牌积极参与各类招商引资活动和食品展览会，未来
也会创新口味，目前已经进驻香港百佳超市等商超，
港澳地区超市的意向加盟商超过50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中华美食在国际上的影
响力不断提升，广宁云吞也开始积极探索海外市场。
邓剑铭表示，通过参加国际食品展览会以及与当地华
侨华人社团合作等方式，将以冷链方式把广宁云吞带
到东南亚、欧洲等地。同时，品牌注重产品创新和差
异化竞争策略，针对当地市场进行了口味调整和优
化，以满足不同国家和地区消费者的需求。

（来源：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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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近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双林三桥
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美不胜收。 屠旭东摄 （人民视觉）

图为近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双林三桥
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美不胜收。 屠旭东摄 （人民视觉）

接力

“我从 5 岁起就在母亲创办的中文
学校学习中文，可以说，中文学校伴
随着我的成长。”在奥地利维也纳出生
长大的郑婕中文极其流利，她说这要
归功于在中文学校的多年学习经历。

1995 年，郑婕的母亲创办了维也
纳中文学校。“当时，我母亲的初衷是
希望我们3个孩子能接受系统专业的中
文学习。她认为，无论我们身在何
处，都应该会说中文，了解中国文
化。”郑婕说，在她的记忆中，童年的
几乎每一个周末都是在母亲创办的中
文学校度过的。在那里，她学会了说
中文、写中文，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
浓厚兴趣。

如今，维也纳中文学校已从最初的
3名教师、3个班级发展为15名教师、400
多名学生。5 年前，郑婕从母亲手中接
过接力棒，成为这所中文学校的校长。
在她看来，这次接力水到渠成。“父母对
祖国的热爱深深影响了我，也让我从小
对中国人的身份充满了认同感。大学
阶段，我选择了对外汉语教育专业，希
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华侨华人
孩子学会中文、热爱中国。”郑婕说。

与郑婕一样，西班牙马德里哆来
咪文化学校校长翁佳艺同样受母亲的
影响，成为了一名华文教育工作者。

“马德里哆来咪文化学校由我母亲
在 2009 年创办。在教授中文的同时开
设中国民族舞、古筝等艺术类课程，
是学校的一个特色。大学毕业后，我
从中国到西班牙与母亲团聚，成为学
校里的一名音乐教师。2015 年，母亲
突染疾病，不久离开了人世。临终
前，母亲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所学
校，这是她的心血。”翁佳艺说，当时
20 多岁的她强忍着悲痛，毅然挑起了
母亲留下的这副重担。

令翁佳艺自豪的是，近 10 年里，
她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她与学校
副校长毛云的共同努力下，马德里哆
来咪文化学校的学生规模从 2015 年的
100 多人扩充为如今的近 800 人，并建
立了3个校区，成为马德里南部最大的
中文学校。“学校所在地是马德里当地
华侨华人商贸区，将孩子送到我们学

校学习中文成为当地大部分华侨华人
的选择。”翁佳艺说。

有传承，也有开创。2013 年，85
后侨胞马斌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
子，并与几名同伴一起在巴基斯坦首
都伊斯兰堡创办了当地第一家中文学
校——中巴教育文化中心。“在那之
前，当地华侨华人的孩子因为没有中
文学校，大多只会说英语或乌尔都
语，即便能说一些简单的中文，也不
会书写中文。”马斌说，这让他下定决
心放下其他工作，成为一名全职的中
文学校校长。

为了让孩子们学好中文，马斌聘
请了多名专业的中文教师，并与中国
国内的暨南大学及中国华文教育基金
会建立密切联系，寻求支持与帮助。

“从2018年起，我们定期派遣伊斯兰堡
当地的中文教师到暨南大学等国内高
校培训进修。目前，我们学校不仅有
华侨华人的孩子，还有不少巴基斯坦
当地的孩子。我们还会定期去巴基斯
坦 9 所孤儿院给近 300 名孩子上中文
课。希望孩子们学会中文后，将来可
以到中国留学，不仅获得个人成长发
展的更多机会，也为中巴友好往来贡
献他们的力量。”马斌说。

蓄力

海外华文教育是一项薪火相传的
事业。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如何在老
一辈打下的基础上，为海外华文教育
注入新的活力，是青年一代在接棒之
后面临的课题。

南非华教国际中心校长柳玲选择
积极拥抱数字技术，通过开设线上中
文课程，为更大范围内的孩子提供更
有吸引力的中文课。

“在南非，一些华侨华人生活在远
离城市的郊区，要送孩子来线下课堂
并不方便，线上课程可以帮助这群孩
子减少来线下课堂的时间及交通成
本。当然，保证线上课程的效果是我
们最关心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各种
方式来尽量满足孩子们个性化的中文
学习需求。”柳玲介绍，为了激发孩子
们学习中文的兴趣，她和其他年轻老
师收集、制作了大量生动有趣的线上
中文学习课件。同时，她严格控制线

上课程的规模，每节课的学生人数不
超过4人，以此确保每名学生的学习成
效。“我们还鼓励学生们录制视频，展
示自己的中文学习成果，并参与国内
侨务机构组织的中文朗诵比赛等活
动，在一点一滴的积累与成长中收获
中文学习的快乐和动力。”

阿联酋迪拜你好教育学校校长叶
奇也在创新课堂形式方面下了许多工
夫。让学生们的中文学习不只局限于
课堂内，是叶奇坚持的一个教学理
念。为此，她在常规的中文课之外，
还开设了“行走的课堂”，为学生们创
造更多在日常生活中学习、使用中文
的机会。

“‘行走的课堂’一般在周末进行。
比如，我们会带学生们去迪拜当地的大
型商超，鼓励他们用中文采访在那里遇
见的中国人，或是扮演小老师，教外国
朋友一些简单的中文。”叶奇说，她还尝
试与迪拜当地多个运动营地合作，以

“中文+运动”的形式，在学生们进行
攀岩、皮划艇、射箭等运动时，鼓励
他们用中文交流，丰富学生们的中文
课堂场景。

“作为年轻一代，我们的优势是思
维活跃，更易接受、学习新的事物，
同时我们与当地主流社会联系密切，
可以借此向更多人推广中文和中国文
化。”郑婕说。除了维也纳中文学校校
长之外，她还有一个身份——当地主
流社会一所小学的教师。“每周一到周
五，我在当地小学教书，周末在中文
学校工作。在当地小学上课的时候，
我会教学生们一些简单的中文和中文
歌，并带他们体验中国文化，比如通
过做手工的形式认识中国的十二生
肖，学生们都很喜欢。”郑婕说。

聚力

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在自
己所在国家办好华文教育的同时，年
轻一代华文教育工作者还积极交流互
动，汇聚力量，结伴前行。

今年8月，世界青年华校校长联合会
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
华文教育工作者共聚一堂，分享在各自
国家和地区推广华文教育的经验，探讨
如何通过创新进一步提升华文教育的质

量和影响力。
世界青年华校校长联合会会长兼

理事长罗坚介绍，该联合会由 30 多名
青年华校校长倡议发起，希望搭建一
个传承华文教育经验、推动华文教育
发展的平台，让世界各地华文学校在
共享中受益、在合作中成长。

作为世界青年华校校长联合会首
届顾问，从事华文教育30余年的英国中
文教育促进会会长伍善雄表示，面对行
业变革和挑战，海外华文教育事业需要
青年力量加入，希望青年华文教育工作
者运用先进的教学理念和管理模式，引
领行业转型，推动海外华文教育事业与
时俱进、持续发展。

“我记得2016年接手学校工作后不
久，我回中国参加一个华文教育相关
的活动，当时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
中，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其他国家的
资深华校校长都非常热情地向我传授
经验，给予我支持与帮助，我从他们
身上获得了许多能量。如今，比我年
轻的 90 后华文教育工作者也已走上工
作岗位，我希望我们年轻一代能传扬
老一辈的精神，相互帮助，相互借
鉴，发挥我们这一代人的优势，通过
传承与创新，在海外更好地推广华文
教育、传播中华文化。”翁佳艺说。

郑婕认为，海外年轻一代华文教
育工作者应该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

“要做好华文教育，除了立足我们所在
国家的具体环境之外，也应与其他国
家的同行建立链接，扩大朋友圈，这
样我们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者才能形成
更强凝聚力、迸发更多创新力。”

“世界青年华校校长联合会的成
立，拉近了我们青年华校校长之间的距
离，也给了大家更多信心和底气去为共
同的目标而努力。今后，在工作中遇到
问题或挑战时，我们可以相互探讨、交
流，也可以分享经验、资源，这将有助于
我们携手推动海外华文教育事业走上
新的台阶。”叶奇说。

“相比在各自国家‘单枪匹马’的
奋斗，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华校校长
抱团合作、共享资源，将帮助我们打
破发展瓶颈，迸发更多力量。今后，
不同国家的华校学生可以相互来往，
也可以一起组团回中国游学‘寻根’，
期待华文教育有更好更快的发展。”马
斌说。

为海外华文教育发展注入青春力量
本报记者 严 瑜

华文教育对于华侨华人在海外传承中华语言文化、促进中外民心相通
以及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一代华侨华人投
身华文教育工作中，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近日，记者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多名青年华文教育工作者，请他们
讲述在海外接力推动华文教育发展的经历与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