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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8日晚，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座
无虚席，近2000位观众欣赏了由中国侨
联主办的“亲情中华·追梦中国”著名
美籍华人音乐家安宁钢琴独奏音乐会。
音乐会上，安宁激情诠释了贝多芬、贝
尔格、拉赫玛尼诺夫和肖邦的钢琴作
品。安宁的精彩演出，赢得现场观众热
烈回响。

“我愿意用音乐语言和这块土地沟
通，并愿意把自己对音乐的理解，与大
家共同分享！”作为北京出生、美国成
长的音乐才俊，回到梦开始的地方，安
宁难掩演出成功的喜悦。安宁说，“这
次音乐会所演奏的曲目，好多年没有弹
奏了，可以说是一种‘回访’。再度拜
访老朋友，感觉既新鲜又充满热情。”

安宁出生于音乐世家，4 岁跟随父
亲学习钢琴，6 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

小，8岁时全家赴美定居，16岁夺得美国
肖邦钢琴大赛第一名，并以少年钢琴家
的身份与美国克利夫兰管弦乐团登台演
出。从那个时候开始，安宁活跃在国际
乐坛上，收获着掌声与鲜花。他以俊朗
的外表、沉静的性格、优雅的气质、虔诚
心灵与激情演奏的完美统一，赢得了无
数赞誉。

“虽然从小跟着父母到了美国，但
我外公一直在给我寄中国的书看，我对
中文和中国一直保持兴趣。”安宁说，

“在美国讲英文，老师同学朋友都是美
国人，但我还是不一样的，我有一个找
寻自己的任务。”

近年来，安宁常常应中国著名交响
乐团和音乐院校邀请，举办独奏音乐会
和主持大师班讲学。此次中国之行，除
了在国家大剧院的独奏音乐会，安宁还
先后在深圳大学举办音乐会和艺术讲
座；与深圳交响乐团合作在深圳音乐厅
演出；与国际知名小提琴家钱舟在湖南
大剧院和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钢琴与小
提琴音乐会。

在不断精进钢琴艺术的同时，安宁
一直在为中国钢琴教育尽一份心力。“中

国的学生都很优秀，技术准备也不错，但
是音乐感上有的就是差一点点，我想这
就是音乐文化的问题了。”安宁说，“中国
学琴的孩子不少是在压力之下，没有安
静的心，都想要成为下一个郎朗，但即使
你弹得再快，音乐语言不能从你的心里
出来，你还是差一点。我举个例子吧，我
喜欢看花样滑冰，参赛选手都完成了动
作，技术上没有太大差别，但分数还是有
高低，这就取决于你展示出来的美。”

“我庆幸从小在西方学习古典音乐
的过程中，没有陷入成名、赚钱的压力
与焦躁。这让我有机会更接近于音乐本
身。音乐是一种信念，而不是讨好听
众，赚取掌声的手艺。乐曲自有其呼吸
和韵律，而我要做的，是让音乐自己说
话。”安宁说。

安宁表示，这些年来，他唯一无法
改变的是对音乐的一个“痴”字。当这
个世界越来越功利，音乐界也越来越商
业化时，支撑他站在舞台之上的力量，
就是对音乐的热情。他说：“许多人千
里迢迢来听我演奏，这就是我们站在舞
台的意义，我就是为这些被音乐感动的
人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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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教育与对
外汉语教学虽侧重点各
有不同，但并非是孤立
绝缘的两股力量，日后
还应将两种资源尽快整
合在一起。”华东师范大
学对外汉语学院院长吴
勇毅在第三届世界华文
教育大会期间接受媒体
采访时如是说。

争 论

据不完全统计，全
球不包括以汉语为母语
的国家和地区，学习中
文 的 人 数 已 达 数 千 万
人，100多个国家2000余
所 高 校 开 设 了 汉 语 课
程。而海外各类华文学
校也有2万所，在校学生
数百万人。

但近年来华文与中
文、华语与汉语的称谓
及定义的区分，以及对
外汉语教学与海外华文
教 育 的 资 源 重 叠 等 问
题，引发海内外相关学
界和教育界的激烈争论。

北京华文学院华侨
华人与华文教育研究中
心副主任李嘉郁认为，
华语、汉语、华文、中
文是相同事物在不同条
件下的称谓，其相关的
标准定义需学术界整合
统一，而这也是华文教
育标准化进程的内容之
一。

“当前，学术界已有
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
需通过权威渠道发布统一标准。”李嘉郁说，
相较对外汉语教学，华文教育有其特殊意
义，特殊的关键在于华文教育还有承担传授
中华语言和文化的责任。

融 合

海外知名华文教育家梁培炽早前也曾刊
文指出，海外的华人作为住在国当地的少数
族群——华族，他们的语言自然称为“华
语”，书写的文字自然是“华文”。这样的正
名，对华人族裔的成长有益，并帮助华族迅
速地融入主流社会。

“华文教育具有独特性，它以汉语为母语
进行教学实践，传承中华文化。而对外汉语
教学则是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让其他族裔
理解中国和中华文化。”吴勇毅说，现今，华
文学校中也会有其他族裔学生入学。

吴勇毅认为，随着海外“中文热”的兴
起，两种教育模式必有其重合之处。“单从教
学方法看，华文教育有特殊的内容与方法，
但对于华裔第三代之后的华文教学，必然出
现与对外汉语教学相重合的内容。”

李嘉郁也认为，由于对外汉语教学在师
资、教材、教法方面发展较快，而华文教育
对此多有借鉴，因此两种汉语教学模式的共
同点较多，走向融合也是必然。

多 元

2011 年，由华侨大学和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联合发布的首部《华侨华人蓝皮书》中指
出，世界“汉语热”导致华文教育面临新问题，
其中包括汉语国际推广与海外华文教育资源
配置的不平衡，海外汉语国际推广机构和华文
教育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和沟通等。

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在此次世界华文
教育大会上指出，华文教育和华文学校一直
是各国民众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重要渠
道，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和中外
人民友好交往的重要桥梁。

因此，李嘉郁呼吁，汉语国际推广这一
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举措，不可急功近
利，更不能忽视海外华侨华人这支规模庞大
的生力军，中国政府应加快推进两种资源整
合的步伐，使汉语及中华文化的传播更有
效、更多元。

海
外
华
文
教
育
具
有
独
特
性

陶
煌
蟒

海
外
华
文
教
育
具
有
独
特
性

陶
煌
蟒

12月8日，在首个国家公祭日前夕，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下简称纪念馆） 举行了“史料新证
——2014年新征文物”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今年纪念馆新
征集到的 7602 件文物史料。征集的文物内容涉及南京大
屠杀、性暴行、毒气战等日本侵华罪行，以及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等主题。

近年来，无数的海内外华人倾尽心力，希望通过无声
的铁证唤醒这一人类历史上空前惨案的世界记忆。此次纪
念馆的文物征集工作得到了海内外人士的热心支持和鼎力
相助，其中很多史料都来自于海外的华人捐赠。

海外华人捐赠珍贵文物

12月8日，美籍华人鲁照宁、陈灿培先生到南京，向
纪念馆捐赠了他们从世界各地搜集的百余件抗战文物。当
天，祖籍南京的鲁照宁先生带来了自己搜集的侵华日军酒
杯、新闻照片等文物史料共计73件。

据了解，这些珍贵的史料都是鲁照宁先生用自己的积蓄
从世界各地的拍卖网站竞拍得来。他表示，虽然搜集这些物
证难度很大，但是揭露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让全世
界人民知道这段历史真正发生过是他坚持的最大动力。

鲁照宁已移居美国34年，自2004年以来，他先后6次
为纪念馆共征集到各种文物史料580件，多与日军侵略南
京相关。

此外，美籍华侨陈灿培捐赠了美国发行的《生活》杂
志，其中刊载了日军在南京制造大屠杀惨案的图文记载。

丰富史料为日军侵华罪行添铁证

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表示，文物是历史的参与者，这是
任何第二手材料所不可代替的，它以自己的经历和存在提
供给观众原始的感性材料。

在鲁照宁先生为纪念馆捐赠的文物
中，很多都是国内首次见到的珍贵纸制
文物。他捐赠的照片中，有日军在南京
拍摄的慰安妇照片、南京沦陷后日军在
南京的生活照、国际媒体拍摄的日军占
领 南 京 的 原 始 照 片 等 。 其 中 《肯》

（KEN） 杂志内就有留在南京的美国人
以“THE SACK OF NANKING”为题
口述的南京大屠杀历史。

朱成山称，鲁照宁先生捐赠的文物
种类丰富，其中意大利、加拿大、法国
等媒体有关日军侵华暴行的披露，填补
了纪念馆的空白，很有研究价值。

在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
物证中，美籍华侨陈灿培捐赠了世界上
最早记录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图文报道，
即 1938 年 5 月 16 日美国发行的 《生活》
杂志，其中就有关于 1937 年 12 月 13 日
日军在南京制造大屠杀惨案的记载。

据朱成山介绍，这份证物是由当时在南京的美国人约
翰现场拍摄所得，由第三国刊登，见证了日军当年的暴
行，是一件最好的物证。

华媒华人助力国家公祭

12月初，来自世界五大洲14个国家和地区的16家海外
华文媒体采访团参观了纪念馆并与史学专家进行了深入座
谈。

座谈会上，海外华文媒体纷纷表示，目前关于南京大
屠杀的历史，海外宣传的力度还不够；他们将发挥自身传
播优势，更好地在国际上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首个国
家公祭日，更将是他们近期报道的重中之重。

已定居日本 30 年的 《中日新报》 社长刘成表示，作
为身处海外的华文媒体人，深感国家公祭日扩大南京大屠
杀真相传播面的迫切。刘成说：“日本80万华侨盼望着这
一天 （12月13日），海外几千万华侨华人盼望着这一天。”

今年的国家公祭活动得到了海外华侨华人广泛的响
应，在国内进行首次国家公祭的当天，大洋彼岸的美国、
加拿大等多地的海外华人与热爱和平的国际友人，将与南
京同步举行哀悼和纪念活动。

美国旧金山华人收藏家刘磊表示，“公祭是对生命的
纪念和祭奠，也是对战争的反思。”

海外华侨华人搜集的珍贵史料，见证着中华民族曾经
经历的沧桑，也守护着中华民族那段不容湮灭的历史记
忆。

海外侨胞搜集史料佐证日军罪行
吕文宝

天津市侨联

与视障学校

共建“菁鹰乐队”

本报电（蒋文辉） 日前，
天津市侨联侨菁会与天津市
视障学校共建“菁鹰乐队”的
启动仪式在天津市视障学校
举行（见上图）。天津市侨联
主席胡胜才出席。仪式上，侨
菁会代表向视障学校捐赠打
击乐器21件、管乐8件。

胡胜才指出，侨菁会是
由侨商创业二代和在津发展
的年轻侨企负责人组成的青
年组织。这次共建活动是侨
菁 会 增 强 会 员 社 会 责 任 意
识，参与社会公益，奉献侨
界 爱 心 的 一 次 有 意 义 的 活
动。希望侨菁会与视障学校
密切合作，共同把“菁鹰乐
队”建设好，使之成为侨联
组织参与社会建设、促进社
会和谐的舞台和载体。

12月6日至7日，第三届首都大学生科技创新作品与专利成果展
示推介会在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举行。一款由大学本科生开发，
服务全球华人客户，提供境外旅游、留学、吃住信息的手机 App成
为焦点。目前，这款软件已吸引到1000万元前期投资。

这个名为“‘四万公里’华人境外服务平台系统”的 App是一
款中文服务软件，可以为全球华人提供精准、理性、便捷、实效的
境外消费决策服务。项目创始人是澳大利亚的华裔留学生仇志强，
他与中国地质大学的本科生一起完成这个项目。

“地球赤道周长约4万公里，我们希望为全球华人服务，‘四万公
里’因此得名。”项目工作人员介绍说。仇志强学的是计算机专业，
他在中国读硕士和MBA时，与学习信息管理与信息工程专业的本科
生李群等人，一起搭建了项目框架，并计划用结合地理信息的综合
信息检索技术，使用户得到最便捷、准确的旅游、留学、餐饮等信
息。目前，“四万公里”网站日浏览量已达10万次以上，访问者分布
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 9月，该项目获 1000万元人民币投资，还在读大四的李群
等人已持有 10%的股份。此次推介会上，又有三四家投资机构或个
人希望为该项目追加投资，还有不少参赛的大学生希望与“四万公
里”合作。

“目前我们已经不缺钱了，重要的是寻找合作伙伴。”李群透
露，作为今年推介会的金牌项目，他们希望借助推介会寻找到有实
力的旅行社、留学服务机构等合作伙伴。

本报电（王贵全） 北京市侨办主任刘春锋日
前在出席北京市 2014年侨法宣传活动暨“侨界法
律大讲堂”报告会时表示，不断完善保护华侨华
人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的法律和制度体系，是适
应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需
要，也是推进侨务工作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根
本保障。

刘春锋指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将维护海外侨胞权益纳入中国涉外法律制
度的框架之中。这一重大决定，适应了海外侨情
的新变化，有利于维护侨益、凝聚侨心。

他强调，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维护和
促进祖国统一、推动北京“政治中心、文化中
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
升北京城市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而独特的作用。在新形势下，依法维护
在京侨胞合法权益将是今后首都侨务
工作的重中之重。

刘春锋说，通过社会各界的
共同努力，归侨侨眷和华侨华
人的合法权益必将得到更
好的尊重和保护，他们
在建设法治中国、促
进首都建设和改革
发展的伟大事业
中，也必将发
挥 更 大 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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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公里”获青睐
童曙泉

“四万公里”获青睐
童曙泉

美籍华人鲁照宁捐赠南京大屠杀珍贵史料。 （图片来源：《扬子晚报》）

““艺术水艺术水立方立方””杯国际书画大杯国际书画大展开幕展开幕
本报电（宋胜男） 12月12日上午，第四届“艺术水立方”杯

国际书画大展暨第三届中国创新艺术家提名展在北京国家游泳中
心 （水立方） 开幕。

“艺术水立方”国际书画大展已连续举办4届，得到了海内外
侨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众多艺术家的认可，成为有一定国
际影响力的文化交流、推广平台。

本次大展由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书画艺术委员会、北京国家
游泳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和《E美术》杂志社联合主办，展览为期7
天，展出100余件国画、油画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