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华侨华人 责编：杨 宁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8年4月25日 星期三2018年4月25日 星期三

结中华文化之缘

“马来西亚建国中学有举办华语辩论
赛的传统，第一次看完比赛后我就被深
深地吸引住了。初三遇到我的辩论赛教
练，他是我人生的伯乐。参加华语辩论
赛让我收获颇丰。”马来西亚籍华裔陈咏
开，是中国一档热门网络辩论节目里小
有名气的辩手。在他心里，与华语辩论
的结缘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马来西亚是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之
一，华文教育在此落地生根，枝繁叶
茂。马来西亚全国中学华语辩论赛和全
国大专华语辩论比赛，是当地颇具影响
力的华语辩论比赛，每年吸引数以万计
的马来西亚华人学生报名。华语辩论是
马来西亚华文学校教授华文、传播中华
文化的重要手段。

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华人陈咏开，
从小就在华文学校结识了华语辩论，也
因此爱上中华文化。

首创于 1993 年的国际大专辩论会，
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汉语文化
品牌，在全世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代表
队的李子姜和墨尔本大学代表队的吴雨
薇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国际大专辩论
赛是自己对华语辩论产生兴趣的起点。
澳大利亚华人约占澳总人口的 3.9%。从
小就跟随父母移民海外的李子姜和吴雨
薇，身边都是蓝眼睛的澳大利亚白人和只
会说英语的华裔同学，很少有机会可以在
中学说中文，遑论用中文辩论。

直到进入大学，他们才有机会接触
并 尝 试 华 语 辩 论 。“ 华 语 辩 论 真 的 很
酷”，吴雨薇忍不住扬起了嘴角。在大学

里，他们加入华语辩论社，策划与中华
文化相关的辩题，组织全校乃至全澳华
语辩论比赛。华语辩论，给这群年轻的
华二代提供了一解中华文化“相思之
苦”的绝佳渠道。

播中华文化之种

一语“辩”世界，一语“变”世界。
华人辩手散落世界各地，同怀一颗

赤子之心，共有一份中华文化之情。
“华语辩论是当地人了解中华文化的

窗口。”李子姜说。“当我们以华人身份
发声时，无形之中就在传播中华文化。
通过华语辩论，当地人会认识到华人社
会的一些想法。”陈咏开表示。

“华语辩论赛是打破当地人对华人固
有印象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辩论是思辨
的过程，观众看华人辩手从不同角度解
读辩题、输出观点的过程，其实也是了
解和学习中华文化的过程。”吴雨薇说，

“中文是很美的语言，聆听华语辩论本身
就是一次完美的听觉享受。”

这些身处海外的华语辩手，始终抱
持对华语辩论、中华文化的满腔热情，
为华语辩论的推广不遗余力。

就读于耶鲁大学的庞颖，本科时是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辩论队的主力，先

后主办了六届中学生辩论营和五届狮城
杯中学生华语辩论赛，注重培养每一位
队员的辩论水平，尽可能地为每一个队
员创造和提供参加辩论赛的机会。

吴雨薇所在的墨尔本大学辩论队，
曾多次举办澳大利亚华语辩论锦标赛、

“信为杯”维州高中生辩论赛，吸引中文
爱好者，让更多当地人进入中华文化
圈，学习和使用中文。

已有9年华语辩龄的陈咏开，平时也
在一些辩论比赛和节目中担任导师，尽
己之长，培育一些优秀的辩手。

庞颖开心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新加
坡中学开始建立辩论队，常规的辩论赛
数量在增加，邀请华人作辩论指导的需
求也在增长。”

爱中华文化之美

对华人身份的自豪，对中华文化的
喜爱，是华语辩手们热情参赛的动力。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代表队的
成员陈之禾在采访时回忆起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2014年访问堪培拉，在澳华人自
发组织欢迎团体的故事。“当时很多华人
连夜乘坐巴士从澳大利亚其他城市赶往
堪培拉”，陈之禾说，“这种血缘和文化上
的联系是割不断的。”李子姜则表示，自己

在国外旅行被问到来自哪里时，会习惯性
地回答是中国人。华人的身份，深深地烙
刻在了这些年轻的华语辩手身上。

爱辩论，其实爱的是中华文化。“我
很喜欢中国，很喜欢中国文化”，吴雨薇
坦言，“参加华语辩论赛，而不是英语辩
论赛，本身就代表着我们对中华文化的
喜爱。”

辩论不仅是缜密逻辑的对撞和华丽
辞藻的对决，比拼的更是文化素养和知
识储备。参加华语辩论赛的过程，其实
也是学习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这次
华语辩论世界杯告诉我，语言的技艺是
可以不断精进的。赛事准备中对谚语、
俗语的查找让我们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
了解。”庞颖谈到。

吴雨薇在准备某次华语辩论赛时，
曾发电子邮件向墨尔本大学的老师请
教。她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中华文化特
有的思维方式，让这些长期浸淫在西方
文化中的澳大利亚学者甚为好奇。在邮
件往来之间，中西文化的对话便悄然发
生。“辩论是交流不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的过程，即使在赛场之外，也是如此。”
吴雨薇不禁感慨。

未来，这群钟情华语和中华文化的华
裔青年，定会把中文这种美丽的语言，连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道，播撒在不同的
国度。

华裔青年的华语不了情
曾繁强 王 希 刘雨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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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18华语辩论世界杯在北京落幕。此次比
赛吸引了15个国家和地区的500所高校。其中，有
几支来自海外的代表队格外引人注目。这些海外大
学代表队的辩手由外籍华人学生和从小赴外求学的
华侨学生共同组成。他们在华语辩论赛中学习中华
文化，也借推广华语辩论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谱
写了中华文化海外传承的青春组曲。

图为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代表队在2018华语辩论世界杯比赛现场

“中华文化大讲堂”日本开讲

由日本中华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和一般社团法人日本
企业家联合会共同举办的“中华文化大讲堂”近日在大
阪开讲。旅日著名画家李庚主讲，中华文学艺术家联合
会陈允陆会长主持。

李庚以“中国水墨艺术：中国的一本奇书 《芥子园
画谱》 及它的流传的故事”为题，用幽默风趣的方式，
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其在绘画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独特
见解。

演讲结束后，日本企业家联合会会长草田玛丽向李庚
赠送鲜花表示感谢。

澳十大杰出华青评选启动

近日，澳大利亚十大杰出华裔青年评选启动仪式在
悉尼新南威尔士州艺术馆举行。

此次评选的“金合欢奖”，凸显了澳大利亚的特色，
旨在表彰澳大利亚华裔青年对当地的贡献。

主办方澳中青年企业家协会主席甘现科致辞时表
示，澳大利亚十大杰出华裔青年的评选，将邀请各州的
政界、商界和社会知名人士以及专家作为评委，力求保
证评选的公正性、公开性和代表性。

中国风壁画将点亮美华埠

据悉，芝加哥华埠谭继平公园首幅中国风壁画项
目，将于今年5月动工。

作为芝加哥市区与华埠小区之间的联系，壁画项目，
独具匠心。设计师在灯笼内置入华埠1920年以来的古老
建筑、小区展馆、城市天际线、市中心标志性建筑的抽象视
图等，彰显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点亮华埠未来。

华埠更好团结联盟主席陈增华表示，壁画工程是
“华埠远见计划”的一部分。未来还计划在谭继平公园出
口设立更多艺术指示标识，让游客有更多机会认识华埠
小区。

（均据中国侨网）

华人齐聚德国参加滑雪比赛

日前，来自德、法、英、瑞、奥、意、匈等国的150
多名华人齐聚德国滑雪胜地楚格峰，参加由阿尔卑斯华
人滑雪俱乐部举办的华人赛事活动——2018华人滑雪杯
赛。

此次大赛设置了少年儿童组、男女单板、男女双板
共 5 个组别的比赛。组委会成员詹壮表示，希望通过此
次活动的举办给华人滑雪爱好者搭建一个良好的交流平
台。

据悉，阿尔卑斯华人滑雪俱乐部致力于推广华人滑
雪运动，成员多为旅欧多年的华人。

（来源：《欧洲时报》）

本报电 4月22日下午，第四届“左手爱情·右手
事业”大型海归及优秀单身青年交友公益活动，在天
津鑫茂天财酒店婚博园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天津
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天津市青年联合会、天建联股份
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天建联留学人员交流服务中心
承办。

近 400 名单身青年到场参加了活动，主要是教
师、医护人员、公职人员、银行职员、高级白领和创业
青年。现场气氛火热，“左右脑”、“爱要大声说出
来”、“汉字大比拼”等活动环节精彩多样，当场就有5
对青年成功牵手，还有12对青年表示希望进一步加
强了解，很多青年上台表达了对组委会的感谢。

“左手爱情·右手事业”海归及优秀单身青年交
友公益活动是一个为年轻人拓展人脉、衔接资源、
提供服务的帮扶平台。经过3年的发展，影响力和
美誉度持续提升，已经成为服务海归新侨和广大青
年的优质载体及品牌项目。该活动采用“婚恋交
友”与“创新创业”，“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
有机结合的创新形式，把优秀青年聚在一起交朋
友、找伴侣、聊合作、畅发展，同时邀请相关部门
领导与青年面对面，宣讲政策、拉近距离，增强年
轻人干事创业的信心，延伸政府部门的工作手臂。
促进爱情事业双丰收，是这项活动的最大亮点。

目前“左手爱情·右手事业”组委会已经接到美
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国家海外侨领
的邀请，筹划把这个项目向海外延伸。主办方希望
通过这个项目为更多的海内外华人青年做好服务，
同时更好地宣传天津，为天津招才引智贡献力量。

图为活动现场图为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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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4月22日，加拿大温哥华市市长就“排华
历史”做出正式道歉，当地华人后裔感慨落泪。历时一
年完成的题为《从排华到平等公民权利：检视早期华裔
居民所受温哥华市歧视政策》报告证实，温哥华市过往
的确存在歧视华人的政策，多名温哥华市议员发言，赞
扬华人的贡献。

有据可查的加拿大第一批华侨移民，系1788年来自
澳门。第二批华侨自 1858年从美国为淘金移民加拿大。
第三批移民则是因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修建而来。另据加
拿大华人移民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显示：从 1881年 1
月至1884年6月，共有15701名华人进入加拿大。

第一批修建铁路的中国劳工从广东招募，共 5000
人，九成是以台山人为主的四邑人。在白人的世界里，
中国劳工完全没有地位。同样是劳工，薪酬却大不相
同，白人的薪酬是华工的1.5至2倍，但最艰苦、危险的
工程均由华人承担。这 5000名华工修完西部段铁路后，
只剩下1500人，也就是说，仅修建西部路段，就有3000
多名华工丧生。华工用血汗和生命打通了洛基山脉的崇

山峻岭，将横跨加拿大的大铁路铺到了太平洋边上。
倘若没有广大华工当年修筑这条血肉铁路，加拿大

怎会发展得如此快速？
倘若没有今天中国的强大，加拿大华人真不知能不

能等到这个“迟来的道歉”。
今天，海外华侨华人有6000多万，散布于世界很多

国家。他们在为自己讨生活谋发展的同时，积极融入住
在国社会，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增进住在国同中
国的交往，贡献了很多，社会地位也上升很快。

海外华侨华人都明白：祖 （籍） 国是海外侨胞的精
神家园，正是因为中国强大了，海外侨胞在住在国的地
位才得到提升，才得到尊重。

新时代，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世界，实现世界大同。
在新时代，海外侨胞在当地的地位会越来越高，在中外
交流上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对中国和世界的贡献会越来
越突出。

（作者为香港著名建筑设计师）

有感于迟来的道歉
高誉纹

没有哪一项科技的发展像人工智能一样令人
既期待又不安。若机器拥有了“自主意识”，人类
将面对一个怎样的世界？在各类科幻作品中，人
们的探讨层出不穷。

和天马行空的文学想象不同，华裔科学家李飞
飞对此的回答既严谨又冷静：“人工智能发展刚刚
起步，现阶段机器所能完成的任务很简单，距离文
学艺术的想象还非常遥远。”

日前，由凤凰卫视主办的“影响世界华人盛
典”在北京颁奖。凭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巨大贡
献，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谷歌云人工智能和机
器学习首席科学家李飞飞成为科学研究领域的获
奖人。

她所从事的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领域是人
工智能的重要分支，致力于让机器“看见”和识
别物体，并推断物体的立体形状，甚至理解事物
之间的关联，人的情绪、动作及意图。

大千世界，视觉信息五花八门，让机器“看
懂”并非易事。

为此，李飞飞于2007年发起图像识别数据集
计划，为计算机图像识别建立起庞大的数据库。
目前这一计划已拥有上千万张经过人工筛选、标

注的图片。
自2010年至2017年每年举办的图像识别数据

集物体识别竞赛，吸引了全球顶级高校和研究机
构的参赛者。这项赛事致力于裁决出哪种算法能
以最低的错误率识别出数据集中的图像，被许多
人称为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奥林匹克”，极大地推
动了该领域向前发展。

图像识别数据集计划也让李飞飞成为了人工
智能领域的“明星”。回望来路，这位如今被业界
聚焦的科学家却有着坎坷的成长经历。

李飞飞于1976年生于北京，16岁随父母移民
美国。她从零开始学习英语。为了筹集学费，她
在餐馆端过盘子、当过清洁工，也开过洗衣店，
日子过得比较艰辛。

1995年到2005年，李飞飞先后求学于普林斯
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博士毕业后，她选择了
当时并不被看好的计算机视觉领域。在图像识别
数据集计划启动时，由于研究冷门，经费严重不
足。最困难时，她曾笑言“重开洗衣店筹措经
费”。

人工智能学科的发展不过近60年历史，但公
众对其发展前景空前关注。人工智能的未来在哪

里？和人类的未来会发生怎样的交互？李飞飞认
为：“不论机器变得多么智能，它所反映的、代表
的将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人工智能是一门非常年轻的科学，在未来很
长的一段时间内，它将持续发挥生命力。”李飞飞
期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该领域，把以人为
本的精神带给未来科技，让人工智能“散发温
暖”。

（来源：中新网）

李飞飞：让机器拥有一双“慧眼”
冉文娟

李飞飞：让机器拥有一双“慧眼”
冉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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