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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
龙坞何家村，新西兰杭州联谊会会
长 、 华 人 艺 术 家 晨 晓 的 画 展 ——

“一万束阳光·聆听晨晓说荷，关爱
孩子们画荷”正在举行，他受访时
表示，这是一场色彩与孤独症儿童
心灵的交流，期许用色彩温暖孤独
症儿童。

艺术有一种“治愈力量”

出生于浙江的晨晓，于 1986 年
远赴澳大利亚求学，后前往新西兰，
毕业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美术学院
视觉艺术研究生专业。

在旅居海外期间，晨晓游历了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在多所艺术
院校举办讲座，进行艺术交流，同

时在世界各地举办 70 多场个人画
展，大量画册和作品在西方国家被
出版和介绍。2018 年 10 月，晨晓婉
拒多所名牌高校的邀请，回到家乡，
担任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晨晓艺
术与设计学院院长。

“艺术不仅是视觉的享受，更有
一种治愈力量。”在晨晓看来，艺术
家应该勇于担当，通过艺术为社会
发展赋能。基于这个认知，他积极
投身于公共艺术和残疾人艺术等项
目，让艺术更加贴近人心，为社会
带来更多正能量。

为家庭营造解压空间

孤独症儿童被称为“星星的孩
子”。如何通过色彩与“星星的孩

子”交流，这是晨晓在创作之余的
思考。

在创作过程中，晨晓与杭州市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杭州市西湖区
小小生命健康基金会成了志同道合
的朋友，“共同的理念让我们相聚在
此 ， 举 办 此 次 画 展 ， 关 爱 孤 独 症
儿童”。

怀揣着为孤独症儿童寻找一处
康复疗愈绿洲的梦想，杭州市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杭州市西湖
区小小生命健康基金会创始人钟晓
晓在龙坞何家村着手创建一个集艺
术与自然疗愈于一体的基地，为这
些特殊孩子提供治疗环境，也为他
们的家庭营造一个解压空间。

激发情感共鸣和创造力

在此次活动中，通过荷叶、荷
花的形态和色彩，晨晓将自然的和
谐与温暖传递给孩子们，激发他们
的情感共鸣和创造力。通过观赏这
些作品，逐渐改善注意力，重新建
立起与外界的联系。丽水市万地爱
心儿童福利院孩子们的作品也在此
次展览中展出。

晨晓说，他希望继续用他的画
笔，描绘更多“阳光”，为这些孩子
们托起希望的天空，“希望越来越多
孤独症儿童不再孤独，希望艺术的
力 量 帮 助 他 们 融 入 这 个 充 满 爱 的
世界”。

（来源：中新网）  

“从全球市场角度看，
在大众消费品领域，来自
中国的产品仍然充当着无
可替代的角色。这一现状
在未来的 5 至 10 年应该不
会被替代和改变。”美中电
商贸易协会执行会长、风
雷集团执行总裁王明明近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自参与创办跨境物流
公司起，王明明深耕跨境
电 商 行 业 14 年 ， 在 她 看
来，当前跨境电商行业正
处在蓬勃发展阶段。就中
国市场而言，跨境电商的
主要参与者已经从消费者
转 变 为 商 家 与 电 商 平 台 。
这背后既体现了“中国制
造”转向“中国质造”过
程中，中国产品与日俱增
的市场竞争力，也体现了
中国品牌勇于“出海”的
决心。

2010 年，在美国留学
的王明明留意到中国“海
淘客”群体的崛起及其背
后的跨境物流市场，参与
创办了风雷速递公司。她
表 示 ， 当 时 的 “ 海 淘 客 ”
群体对海外的品牌化商品
需求旺盛，将之视为“高
品质”“有格调”的象征。

2015 年，王明明开始
利用综合保税区的集货仓
建设仓配中心，接收来自
中国的商品，为美国消费
者提供“海淘”中国商品
的物流服务。王明明表示，
中国消费品的国际竞争力
日渐增强，在海外吸引诸
多忠实消费者，商品流向
发生了变化，带动物流解
决方案从“单行线”变成

“双车道”。
“当时，中国产品虽然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但品牌影响力不足也压缩了商家的获利空间。”王
明明表示，这一情况近年来有了明显改善。随着
日渐深入参与海外市场竞争，中国商家与电商平
台开始加强品牌化与本土化建设。诸多商家单独
创设海外品牌，打造更符合当地消费者偏好的品
牌形象，电商平台“出海”时也着重贴近海外用
户习惯，提高自身品牌辨识度。

在王明明看来，打造本土品牌的同时，中国
商品产业链也在不断优化。她举例称，在福建，
鞋服产业聚集趋势明显，从铆钉、皮料等原料到
模具、设备等加工环节都能在一个小村庄中完成。

“这样极致紧凑的生产链节省了许多中间环节产生
的成本，不仅是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也是跨境电
商行业的创新方向。”

王明明表示，由于消费者与生产地距离遥远，
跨境电商中的“去中间化”始终是行业发展的核
心发力点。“无论是从工厂直通消费者，还是‘小
单快返’模式下减轻库存压力，抑或是拆解生产
环节重新布局，其核心都在于尽可能提高订单响
应速度，改善跨境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在王明明看来，中国成熟的产业链在这一发
展趋势中具有明显优势。她介绍，在其公司的近
80 万个注册用户中，绝大部分是商家用户，消费
者用户的比例正逐年下降。“这背后是正在崛起的
中国品牌，它们正在借助新兴技术手段，突破传
统贸易模式，让更多海外消费者看到中国产品，
感受到中国质量。”王明明说。

（来源：中新网）  

多角度阐释“嘉庚精神”

“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
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
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
公之移山，终有贯彻之日。”陈嘉庚先生在
1919 年发表的《筹办厦门大学演讲词》中直
言他坚持兴办教育的决心。

作为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
爱国兴学，投身救亡斗争，推动华侨团结，
争取民族解放，是侨界的一代领袖和楷模。

在 近 日 举 办 的 “ 跨 越 时 空 的 一 代 伟
人——陈嘉庚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与会
学者围绕东南亚的陈嘉庚、陈嘉庚的家国
情怀、陈嘉庚的企业与经营理念、“嘉庚精
神”的当代传承、陈嘉庚研究的新视角探
索等主题，交流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从历
史学、经济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视角，
多角度、立体化地分析阐释陈嘉庚先生的
生平事迹与“嘉庚精神”的时代内涵。

陈嘉庚长孙女、新加坡陈嘉庚基金会
名誉秘书长陈佩仪在研讨会上分享了她所
了解的陈嘉庚故事。她告诉本报记者：“作
为陈嘉庚先生的后代，我的父辈和我们这代
人都受到祖父精神的深刻影响。祖父特别
强调爱国精神，强调教育的重要作用，重视
人的全面发展，这在他所在的年代是非常先
进的思想，在当今时代也仍然适用。在参与
中国和新加坡各界纪念陈嘉庚、弘扬‘嘉庚
精神’的过程中，我也在重新认识祖父，感受
祖父留给后人的精神力量。”

回顾陈嘉庚先生的一生，从 1894 年在
家乡厦门集美创办“惕斋”学塾，到 1913
年起相继开办集美小学、中学、师范、水
产、航海、商科、农林等学校，再到 1921

年创办厦门大学；从在中国奔走呼吁、倾
资办学，到在新加坡筹办南洋华侨中学、
南侨师范学校、光华学校、爱同学校、道
南学校等多所华文学校……伴随着陈嘉庚
先生经商事业的起步与发展，他为中国与
新加坡教育事业发展陆续倾资数千万元，
实践着“兴学乃国民天职”“兴学即所以兴
国”的教育理念。

荷兰皇家东南亚暨加勒比研究所学者
戴渊在研讨会上分享了他对陈嘉庚先生企
业发展路径的研究成果，他认为，陈嘉庚
的企业经营理念与其爱国思想和教育理念
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从 1920 年起，陈
嘉庚先生创办树胶制造厂、轮胎厂、皮鞋
厂、皮革厂、肥皂厂、饼干厂、毡帽厂等
工厂，采用西方机械设备与技术，建造现
代化工厂。陈嘉庚先生希望通过兴办企业
推动中国和当时马来亚的社会经济与教育
进步，这一宗旨贯穿他企业经营的始末。”
戴渊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推动学术传承与创新

“在陈嘉庚先生诞辰 150 周年之际，厦
大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主办这次学术研讨
会，一方面是表达学界对陈嘉庚先生的缅
怀和纪念，另一方面是汇聚学界关于陈嘉
庚研究的各类资料和最新成果，吸引更多
学者参与陈嘉庚研究，推动陈嘉庚研究的
学术传承与创新。”厦大历史与文化遗产学
院院长张侃说。

在本次研讨会上，既有学者聚焦陈嘉
庚先生开创新马华校会考制度、推动中国
现代职业教育、农业教育、美育教育、终
身教育理念、高等教育理念等具体教育事
业的创新探索；也有学者讨论陈嘉庚先生

的企业管理理念、公司发展路径、财富伦
理观念等经营思路；有学者研究陈嘉庚先
生在海洋观、公益慈善理念、交通事业等
不同领域的贡献；还有学者从陈嘉庚先生
与陈六使、张楚琨、胡文虎等同时代东南
亚华侨华人的往来切入，研究陈嘉庚先生
对东南亚侨界广泛深远的影响……

“这次研讨会筛选了海内外学者数十篇
学术论文成果，有的学者在研究内容上填
补了此前陈嘉庚研究的一些空白，有的学
者在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上进行具有创新价
值的探索，有的学者在文献资料收集上实
现突破。这次研讨会是陈嘉庚研究学者和
研究成果‘跨越时空’的汇聚。”厦大陈嘉
庚研究中心主任曾玲说。

马来亚大学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副
主任何启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陈嘉
庚先生是他所处年代爱国华侨群体的典型
代表。在研讨会上，不同学者阐释和讨论
了陈嘉庚与同时代不同人物的互动和关系。
这让我们得以在近现代中国与东南亚的社
会环境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关系网络中研究
陈嘉庚先生，为我们拓展陈嘉庚研究角度
和思路提供很大启发。”

为陈嘉庚研究注入时代内涵

举办嘉庚学堂、嘉庚讲座、嘉庚教育大
讲堂、嘉庚国际论坛等教育交流活动，策划
嘉庚语录书法比赛、“先贤交辉”特展和巡
展、嘉庚书房等文化活动，设立陈嘉庚精神
奖、举办颁奖典礼“嘉庚之夜”……10 年来，
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为传承、弘扬“嘉庚精
神”，持续推出系列活动，推动包括华文教育
在内的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传承与发展。

“我们一直强调‘庚续’的力量：对马

来西亚华侨华人来说，传承‘嘉庚精神’
不仅是时间上的代际传承，更是一种潜移
默化的文化连接和民族情感的延续。我们
希望马来西亚的华裔孩子了解有血有肉的
陈嘉庚先生，让他们在走向未来的道路上
有‘嘉庚精神’陪伴同行。”马来西亚陈嘉
庚基金董事、秘书长庄诒晶说。

如今，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
国家，许多华侨华人社团仍在举办各类活
动，以实际行动传承“嘉庚精神”。由新加
坡陈嘉庚基金举办、汇集新加坡陈嘉庚研
究学者的“纪念陈嘉庚诞辰 150 周年学术
研讨会”将在 11月举办。

“‘嘉庚精神’对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影响
深远。一方面，陈嘉庚先生倡导企业家为公
共利益而非个人私利资助教育，这种热心公
益的精神至今影响着马来西亚华商，形成华
社以捐资助学为荣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
陈嘉庚先生发动各个阶层民众为抗日救国、
国家建设捐款，这种众筹的理念在如今仍在
延续。直至今日，马来西亚华社对华文教
育提供大力支持，这股活水的源头在陈嘉
庚先生。”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
教授安焕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曾玲教授在对研讨会进行总结时说：
对“嘉庚精神”的诠释与弘扬途径，既具
有鲜明的时代、地域、族裔特征，又有其
持续性和文化共性。海内外学者能够透过
对“嘉庚精神”的诠释与阐述，为陈嘉庚
研究注入时代内涵，推动陈嘉庚研究不断
发展。“陈嘉庚研究所承载的社会情境与时
空变迁，使陈嘉庚研究就像一面观察时代
的镜子，反映研究者所处的时代风貌。‘嘉
庚精神’也是一个情感纽带和文化符号，
把中国与海内外华侨华人联系在一起，增
强彼此的文化认同。这正是陈嘉庚研究跨
越时空的时代价值。”

  厦门大学举办陈嘉庚研究学术研讨会——

传承和弘扬陈嘉庚的家国情怀
本报记者  高  乔文/图

今年是陈嘉庚先生诞辰 150 周
年。作为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
先生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连日来，海内外华侨华人举办各类纪
念活动，传承弘扬“嘉庚精神”。

近日，在由陈嘉庚先生倡办的厦
门大学，50多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
一堂，在厦大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主
办的陈嘉庚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热烈交
流，共同研讨陈嘉庚研究的历史意义
与当代价值。

侨 界 关 注

华人艺术家用色彩温暖孤独症儿童
林  波

    据海南儋州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
园监测，今年越冬候鸟已陆续飞抵，在海
滩和红树林间舞出翩跹身影。近年来，海
南不断加强对湿地和鸟类的保护，生物多

样性日益丰富，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吸引
越来越多的候鸟前来栖息越冬。图为在
儋州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拍摄的蒙
古沙鸻。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摄  

海南儋州：候鸟翩飞
侨 乡
新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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