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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俏：想进华校真的很难

“我的大儿子是一年级学生，小儿子 6 岁了，
我特别希望小儿子能进入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斯
斯文文的妈妈赵江在日本神户一家公司工作。记
者走进神户中华同文学校采访时，正好碰到她询
问入学事宜。她的表情非常诚恳，其中还夹杂着
一丝焦急。

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在当地真的很俏。这是一
所百年老校，其缘起可以追溯到 1899 年。当时，
梁启超提出设立学校的想法，得到了华商麦少彭
等人的热烈响应。经过了 100 多年的坎坷发展之
后，如今的神户中华同文学校设有小学部和中学
部，拥有近 50名教师和约 700名学生。根据校长
杨震雄的介绍，他们的学生100%都升入了日本高
中就读。

翻开学校的课程表，可以发现，这所学校实
行的是中、日、英三语教育。“我们的课程安排不
仅有日本小学与初中的正常课程，还增设了与中
国有关的课程，包括中国的历史、地理等。”学校
教务部部长张述洲介绍说，“也就是说，我们学校
的学生比一般日本学校的学生要辛苦得多。”

更多的辛苦换来的是骄人的成绩。然而，面
对许多渴望把孩子送进这所学校的父母，学校只
能无奈地拒绝。“我们的学费十几年来没怎么涨
过。学校的运营费用只能一半靠学费，另一半靠
各种力量和校友的资助。”杨震雄说，“约 700 名
学生已经是我们的极限，实在没有办法接收更多
学生。”

华校：效果最好的教育形式

裘援平认为，华校是中华语言文化在海外传
播最正规、基础最雄厚，而且效果最好的一种教
育形式。“全球现在大概有两万所华文学校，有几
十万名华文学校教师，有数百万在校的华裔后代，
华裔的青少年大都在这里就读。”裘援平称，有材料
显示，在中国内
地包括港澳台地
区以外的海外人
士中，真正掌握
中文也就是具备

中文听说读写能力的，70%-80%在华文学校接受过
基础教育。

多年来，国务院侨办一直大力支持海外华文
教育，包括教材、师资、资金等各方面。以神户
中华同文学校为例。1988年，学校就采用侨办编
印的教材 《汉语》 为小学部的正式语文课本。如
今，学校的汉语、地理、历史等课程使用的教材
有自编的、也有侨办编印的，还有北京华文学
院、暨南大学等编印的。

此外，从2009年开始，国务院侨办每年都会
评选海外华文教育示范学校，评选宗旨和目的是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同时通过发挥这些示范学校
的榜样作用，带动当地的华文学校迅速发展。神
户中华同文学校就入选了国侨办首批55所“华文
教育示范学校”名单。

杨震雄介绍，学校的教育宗旨是通过华文教
育，帮助华侨、华人子弟正确地了解中国的各种
知识，在尊师爱友、刻苦进取的优良校风中，使
其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并于将
来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贡献。

这样的宗旨正是对海外华校的最好注解。

囧境：需各方努力共同破解

日本华校的走俏，既反映了华校的重要性与受
欢迎程度，也揭示了一个令人无奈的囧境：华校太
少。根据杨震雄的介绍，目前，全日本共有 5 所华
校，在校生不足3000人。神户中华同文学
校是其中规模最大的学校。

根据国务院侨办提供的
数据，目前在日约有82万华
侨华人。不过，到目前为
止，日本的华文教育依然
没有被纳入日本的教育
系统。当然，除了 5所全
日制华文教育学校外，
日本还有周末中文学
校、华文电视台等实施
的汉语教育模式。

日本的华校处境正是海外华校发展状
况的缩影。多年来，海外华校虽然得到了诸
多支持、取得了了令人欣喜的成就，但是，
办学条件很差、师资教材短缺、体制不够完
善等问题仍亟待解决。而对于侨二代以及华
裔新生代，包括第三代、第四代华裔而言，越
来越多的孩子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国文化，
对祖（籍）国也没有那么强烈的亲近感了。
这些问题越来越引起各方的重视。

裘援平呼吁社会各界更多地关注海
外华文教育，并表示国务院侨办将会继
续加大支持力度。全国政协港澳台侨
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赵阳也在两会期间透露，全国政协
已决定将华文教育
列为今年上半年双
周协商座谈会的议
题之一，相关工作
正在紧张进行中。

华 文 教 育 核
心，就是让海外华
人 把 中 华 文 化 的

“根”留住。2014年，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元
年，海外华文教
育的发展也令
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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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
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多次谈到
了海外华文教育问题。一方面，海
外侨胞以及外国朋友对华文教育的
需求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海外
华文教育又面临着师资、教材、资
金等多种问题。日本华文学校的

“俏”其实正是这种囧状的缩影。

◢神户中华同文
学校教室后面的墙上
挂着学生们书写的汉
字。

◥画画的学生。

▲学生的画作。

▶学生的画作。▶学生的画作。

近年来，在英国华社中，“华人参政”一
直是热门话题。但最新的调查却发现，很多
华人认为议会里有没有华人议员对于反映个
人诉求意义不大。事实果真如此吗？

从整体来看，海外华人在参与国家大
事、商议社会政策方面仍沉默寡言、低调内
敛。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2013 年 4 月发布的一
项调查显示，在公共参与方面，只有 39%的
华裔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中参与了社区内
的相关活动。相比较而言，菲律宾裔 （48%）
与印度裔 （47%） 等其他亚裔族群显得更为活
跃。

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海外华人已经越
来越意识到沉默不再是金。只有发出自己的
声音、参政议政、投身社会公益活动，才有
可能真正维护自身的利益。

近日，美国华人通过持续一个多月的联合
抗争、请愿示威活动，抵制加州宪法第5号修
正案 （SCA5） 的出台，最终迫使这项涉嫌歧
视华裔子女平等就学权利的法案废弃。法国华
社发起了“亚裔社区争取周日营业权和工作
权”申请万人联署签名活动，呼吁法国政府与
时俱进，关注和推动相关法律的改革。目前，
法国政府拟准许商家周日营业，员工享受福利

补偿。另外，在美华人为推动移民政策改革，发起
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示威游行活动，作为华裔联邦
众议员的赵美心在活动中鼓励民众，为促进移民政策
改革发出自己的声音。

积极参与到政治社会活动之中，通过正确的途径
反映自身诉求，让手中的选票得到有效的行使，才可
能真正维护自身的权益。越来越多海外华人开始认识到
这一点。

那么，如何才能改变华人在海外政坛的“失语”处
境？

从华人自身角度出发，首先就应该打破“沉默是金”
的观念。而且，不仅要关心涉及自身利益的议题，还应该
了解主流社会的其他核心议题，善用手中的选票。

与此同时，不同华人团体之间应该相互支持，求同存
异，在共同利益面前形成合力，给予华人候选人以有力的支
持。

另外，华媒作为一股强有力的势力，在主动融入主流社会
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其舆论引导的作用，鼓励华人有效使用自

己的选票，采取有效途径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进一步唤醒华
人的参政意识。

华人参政之路，任重而道远。不过，只要每个华人都积极地
寻求参政的有效途径，不断强化自身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那

么，让世界听见华人的声音，应该就不会太遥远。

沉默

不再是金
李 晓

“羞”于谈钱

从硅谷社区基金会的这项调查研究里还可以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即华人慈善家们都非常
重视隐私，甚至包括那些长期捐助者。“关于钱的
讨论是非常私人的谈话”，该基金会工作人员黛
安·赖说。该研究称：“参与者表示，在一些家
庭，钱是一个不可接受的话题。展示财富，包括
公开捐赠，都被认为是不恰当的。”

尽管低调，但是随着社会影响力的不断扩
大，不少华裔慈善家还是走入了公众的视野。

脸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荣登
美国年度慈善榜榜首，与他一起获此殊荣的还有
其华裔妻子普莉希拉·陈。在过去两年中，扎克伯
格夫妇向硅谷社区基金会捐赠了价值约 15亿美元
的3600万股脸书股票。

另外，据菲律宾 《商报》 报道，包括华裔在
内的4位菲律宾人荣登福布斯亚洲杂志的亚洲慈善
家榜。其中两位华裔是菲国首富施至成和吴奕辉。
88岁的施至成是 SM 集团的创始人兼董事长，他曾
捐款 700万美元给拉萨大学兴建一个环保校舍，并
给一个无名基金捐款1.12亿美元。吴奕辉则是菲律
宾一家著名基金会的董事长，仅其个人股份的捐款
已超过10亿美元，并且专用于教育领域。

回馈故土

在海外打拼的华裔慈善家，在羽翼渐渐丰满
时首先想到的往往就是回馈故土。

新加坡华人王水九、王汉章父子就是华人慈
善家回馈故土的典型。一直以来，他们都十分关
心家乡建设，曾倾力捐建泉州惠安开成中学，成

为海内外的一段佳话。王汉章是集美大学王水九
英语活动基金的创始人，在泉州慈善总会、泉州
市侨联、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等处均有不少捐
赠，为家乡公益作出积极贡献。

除捐资助学外，华人慈善家还以多种形式表
达他们的赤子之心。

日前，美籍华人陈灿培先生向重庆抗战遗址
博物馆捐赠了408件抗战时期文物，包括保存完好
的飞虎队员皮夹克、军帽、“狗牌”、功勋奖章以
及绘制精细的丝质作战地图和各类奖状、信函
等。该博物馆副馆长钱锋介绍说，这些文物很生
动地反映了抗战期间远东反法西斯战场的历史事
实，同时，也反映了海外华侨对抗战史，特别是
重庆地区抗战历史的认同和追忆。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向祖 （籍） 国
捐赠。2011 年，菲律宾爱国华侨庄万里的后人向
国家图书馆捐赠庄万里“两塗轩”藏书共计 25部

4000 多册。同一年，美籍华人陈灿培先生和夫人
向国图捐赠了大量原始图片和资料，包括 2000 多
张照片和100多种历史文献。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
红彦表示，华侨华人的捐赠表达了他们内心对祖

（籍） 国的深厚感情，这是非常爱国的行为。

惠及海外

海外华侨华人不仅心系故土家园，为中国的
发展贡献心力，而且重视在海外发展慈善事业，
奉献爱心。华裔慈善家在海外的慈善活动往往是
以团体形式进行的。

据当地媒体报道，马来西亚吉隆坡杨式内功
老六路太极拳协会日前举办一项盛大的新春联谊
晚宴，同时捐出 2 万令吉资助吉隆坡 4 所华文小
学，为华教发展出一份力。

在法国，一群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于 2012 年
成立了法国华侨华人爱心会。这个协会是由爱心
人士自发组织起来、集资成立的专门从事爱心慈
善事业的团体，旨在弘扬中华民族扶弱济困、助
人为乐、团结互助的美德，帮助旅法侨界、在法
中国公民中的个人和困难群体，受到法国华侨华
人的广泛欢迎。

菲律宾的华人慈善事业同样有口皆碑。当地
的华人社团从1962年、1976年和1986年起，分别
开始在菲律宾全国尤其是贫困地区推动捐建农村
校舍、组织义诊、建设华人志愿者消防队，受到
主流社会和普通民众的赞赏。

古语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慈善和互助精神已深深根植于中华文
化传统之中，不管在国内还是海外，华侨华人都
一直并将继续扮演这一传统美德的重要践行者的
角色。

●上海
汪星侣收藏精品展开幕

据中新社3月 18日电 （记者叶艺勤） 为期 4 天的“侨韵臻
藏——汪星侣收藏精品展”于 3月 16日在沪开幕，开幕式上，上
海市华侨收藏协会常务副会长汪星侣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
借此机会唤起大家对文物的保护意识。

该展览由上海市华侨收藏协会主办，得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
侨务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展览以古陶瓷为载体，以“品鉴、保
护、传承、发扬”为宗旨，旨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促进上
海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助力上海侨界文化的建设。

●墨西哥
《孙子兵法》风靡墨西哥

据中新社3月 19日
电 （记者韩胜宝） 常在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图
书馆阅读 《孙子兵法》
的华人刘小姐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如今在
海外影响最大、最受崇
拜的中国优秀文化代表
人物莫过于两人，一个
是孔子，一个是孙子，
孔子学院以传播中华文化而誉满全球，《孙子兵法》以智慧应用而
扬名海外。

持有刘小姐相同观点的墨西哥华侨华人不在少数。在墨西哥
开中医馆的王先生认为，孙子智慧是无价之宝，一个人拥有孙子
智慧，并懂得运用孙子智慧，就能在海外从容面对一切。王先生
介绍说，目前中医针灸治疗已在墨西哥正式获得了官方许可，墨
西哥掀起了“中医热”，而中医之所以神奇，源于中国传统文化，
也应用了《孙子兵法》的智慧：用药如用兵！

图为墨西哥华人在图书馆阅读《孙子兵法》。 韩胜宝摄

●福建
大马侨亲捐建学校工程落成

据中新社3月19日电（李慧东、孙虹） 由马来西亚侨亲、拿
督斯里林耀东先生捐资兴建的福建省安溪县“毓秀学校”系列工
程日前顺利落成。

17 日，安溪县“毓秀学校”（原江水学校） 举行了新校名揭
牌、新校门落成剪彩、毓英亭揭牌和教师宿舍楼落成剪彩揭牌仪
式。林耀东及其亲友、福建省侨办侨政处处长俞鸿彬、泉州市侨
联主席陈晓玉、安溪县委书记朱团能等海内外嘉宾出席当天的活
动。

仪式上，福建省侨办侨政处处长俞鸿彬宣读福建省人民政府
对林耀东的表彰决定，并为林耀东颁发省政府授予的“福建省捐
赠公益事业突出贡献奖”金质奖章、奖匾和荣誉证书。

宋雨菲
宋雨菲

非盈利组织
硅谷社区基金会近日

发布了一份关于“华裔公
益慈善事业”的调查报告。该

报告显示，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倾
向于把多余的财产全部传给后代，但之后

的移民则更多地将财产用于本家族之外——海
内外各地区有了越来越多的华裔慈善家身影。

美籍华人陈灿培及其捐赠的抗战文物
图片来源：人民网

海 内 外 侨 讯

华裔慈善家：“讷于
言

敏

于
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