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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学习始终不渝

据 新 加 坡 《联 合 早 报》 报 道 ， 近
日，新加坡第五届“与声剧来”广播剧
创作比赛在国家图书馆大厦举行颁奖典
礼。这次比赛由新加坡推广华文学习委
员会和电台 UFM100.3联合举办。比赛吸
引了来自新加坡 40 所中学、初级学院和
理工学院的561名学生参加，收到参赛作
品共236份，是历年来参赛人数最多的一
次。

担任颁奖典礼主宾的教育部兼人力
部高级政务次长刘燕玲致辞时表示，超
过八成的学生认为，参与和比赛相关的
一系列活动，激发了他们学习华文的兴
趣。

学习华语，是每一位新加坡华人的
“必修课”。从幼稚园开始，新加坡的华人
小孩还要经过小学 6 年、初中 4 年的学
习，漫长的华语学习对他们了解中华文化
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

在这次比赛中尤其瞩目的是一位印
度裔的女孩马玉琪，她与来自新加坡女
子学校的戴蕊琦共同以华语创作广播剧

《爸爸最重要》，夺取了本届广播剧创作
比赛最佳剧本奖的季军。目前正在修读
高级华文的她说，“这次能以华语创作广
播剧，在空中听到自己的作品，让我觉
得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家人也为我感
到骄傲。”

新 加 坡 非 华 族 加 入 华 语 学 习 的 行
列，展现了华语魅力与华文传播的潜
力。

华人以外的族群学习华文，对于加强
各族群对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理解，以及
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都会发挥积极
作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段颖在接
受本报采访时说道。

曾获得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奖学
金，目前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读的
新加坡华人陈柏男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道，自己受益于新加坡政府推出的“讲华
运动”，华语进步明显。“讲华运动”，或
称华语运动，是 1979 年由新加坡前总理
李光耀发起的语言推广运动，该活动在
2017年重新启动。

除了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华人，新
近移民也表达了对华语学习的坚持。2016
年入籍新加坡的华人安安在接收本报采访
时表示，会让子女继续接受华语教育，她
注重于华语的实际运用，表示，“学好汉
语，不代表会有更好的工作生活，但是还
是希望学好中文。”

双语政策“红利”减弱

在学习英语的同时，也要学习母语。
双语政策让新加坡在东南亚地区独具特
色。

“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发展历史和李光
耀的政治布局和国际视野都有很大关
系，从最初淡化华文教育到最后重视华
文教育，随冷战、新美关系、新中关系
变化而有所变化，对内则与政府的族群
治理政策相关联。”段颖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说道。

李光耀先生曾自豪地将双语政策称为
“建国基石之一”。他曾说道，正是由于新
加坡这种独特的双语优势，才使得新加坡
在不丢失文化传统及华文这个大市场的基
础上又能够与世界自由对话，实现充分的
国际化。

然而目前，新加坡的双语政策也面临
着挑战。据新加坡 《联合早报》 日前报
道，资深媒体人文树森表示，随着越来越
多中国人通晓英语，新加坡本地的双语优
势逐渐减弱。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张应龙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一方面，新加坡面临
着周边国家的挑战，例如马来西亚、印尼
等，这些国家的双语教育正在稳步发展与提
升。另一方面，新加坡面临自身的问题，多
年来推行“英语至上”的政策，使得新加坡
精通双语的人才实际上越来越少。

关于新加坡“英语至上”的政策，陈
柏男也表达了自己的切身感受。“新加坡的
年轻人的确缺乏学习华语的环境与动力，
你可以想象，在一个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
大环境中，在数学、科学、地理等科目都
是英文教学的校园环境中，大家对华语的
兴趣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大。”

华文传播再接再厉

如何提升新加坡年轻人学习华语的兴
趣？

新加坡教育部长王乙康日前在华文书
籍奖颁奖仪式上，鼓励学生与师长改变学
习华文华语的态度。他认为，学习华文的
关键不在于程度而在于态度，学习态度要
好，家长与学校也应多鼓励程度不好的学
生，先掌握语言的技能，再了解背后的文
化。

张应龙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表示，要
提升学习华语的兴趣，首先要超越把华语
仅仅当作一门工具语言的角度，把学习语

言和学习中华文化相结合。其次，要把学
习华文与实用结合起来。“随着中国与世
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懂得中文，
会有更大的施展空间。”

段颖也表示，“海外华人学习华文的
积极性有所回升，一是出于自身的族群认
同，二是出于中国崛起，走向世界所带来
的各种发展机会，内外因素一起激发了海
外华人学习华文的兴趣。”

在华语传播具体的方式方面，文树森
提出，新加坡本地华文媒体与影视可以

“黄飞鸿大战丧尸”这种吸睛的人物组
合、混搭的故事背景，去获得年轻观众群
体的高点击率。

谈及对新加坡政府推广华语的期待，
陈柏男说道，他希望自己曾受益匪浅的

“讲华运动”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希望政
府可以看到保持母语的价值，关注华语背
后的文化价值。而他自身也致力于华文传
播，创建了自己的教育科技公司，通过与
新加坡政府合作，开发一系列讲授华语的
软件和线上平台。

“这些年新加坡也引进了大量的中国
新移民，这些中国新移民可以发挥双语特
长，为新加坡保持自己双语教育的优势做
出贡献。”张应龙表示。

华语学习不仅是新加坡华人文化传承
的载体，同时也是华文传播的重要途径。
面临“喜忧参半”的现状，新加坡仍需再
接再厉。

近日，知名旅法华裔艺
术家王衍成个人绘画展在罗
马美术学院举行开幕仪式。
巴 黎 中 国 文 化 中 心 主 任 殷
福、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文
化参赞许蓉、罗马阿拉帕西
斯博物馆馆长克里斯蒂娜·
克鲁、罗马美术学院副院长
达尔马·芙拉斯卡瑞丽以及
中意艺术界人士、罗马美院
师 生 等 数 百 人 出 席 了 开 幕
式。

王衍成在当天的致辞中
指出，罗马是世界艺术的殿
堂，以前在学习美术史的时
候，自己了解到了罗马艺术
的过去；现在来到罗马，看
到了罗马艺术的现在；通过
罗马艺术界人士的交流，也
看 到 了 罗 马 艺 术 发 展 的 未
来。他表示，自己愿意成为
意大利国际艺术交流圈中的
一员，参与到意大利文化走
向世界的进程中去。

殷福表示，王衍成先生
的绘画多从中国宋代艺术成
就中汲取营养，形成自身艺
术高峰，而宋代和意大利文
艺复兴时期相契合，成为构
成此展的重要因素。

许蓉在致辞中说道，王
衍 成 是 中 国 知 名 画 家 ， 相
信 参 观 者 可 以 从 他 的 作 品
中 体 会 到 非 常 独 特 的 中 国
美 学 和 其 对 于 宇 宙 奥 秘 的

解读。
谈及自己的海外侨胞身份对艺术创作的影响，王

衍成指出，侨胞艺术家是两种不同文化间的一座桥
梁。

王衍成认为，自己应该做一个为搭建东西方艺术
之桥而生的人，在前辈们所未完成的事业之路上继续
前行。

王衍成回忆，自己是最早在油画中融入中国风
土人情的艺术家之一，“在 1980 年之前，中国的艺
术大师们主要创作主题性绘画，即艺术投向于生
活。而我在 1985 年美术新潮的时候走向抽象文
化，成为最早探索西方抽象绘画的中国艺术家中
的一员。对艺术的追求，促使我来完成中国与西
方两种文化的交流。”

王衍成指出，自己就是要把中国的优秀文化介绍到
欧洲来，把欧洲优秀文化引到中国去，为东西方文化交
流做力所能及的一切。 （来源：《欧洲时报》）

甘肃筹备侨界青年联合会

近日，甘肃省侨界青年联合会筹备组在兰州揭牌
成立，来自美国、意大利、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
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甘肃投资创业的侨商们共
聚一堂，探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商机，共享甘肃
侨商投资营商新政策资讯等。

该省侨联支持侨界青年筹备联合会，将为来甘投
资兴业的侨商以及在海外投资兴业的甘肃新侨胞搭建
平台，助力在甘侨商“抱团”发展，凝聚侨青力量，
推动投资项目更好落地。 （来源：中新网）

海南侨联倡议精准扶贫

日前，海南省侨联发起“脱贫攻坚侨界在行动”
倡议，动员侨界热心人士，支持海南省侨联扶贫点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吊罗山乡长田村解决民生困难。该
倡议得到积极响应、踊跃捐款，现场捐款和认捐数额
近8万元。

此前，海南省侨联已为长田村脱贫筹集资金30多
万元，帮助建立了 6个农民合作社，整村推进脱贫效
果明显，受到了县乡党政部门和村民的好评。此次募
捐的款项将全部用于帮助海南省侨联扶贫点发展生
产、提高技术水平、扶持可持续发展项目等。

福清设立为侨服务窗口

近日，福建省福清市公证处与福清市侨联江阴分
会联合设立的为侨服务综合窗口，在福清市江阴镇侨
联大院内正式挂牌成立。江阴镇辖23个行政村，93个
自然村，总人口近 9 万人，旅居国外华侨、侨眷属、
港澳台同胞达3.2万多人。

为配合江阴侨联搭建的“一侨一号”综合服务平
台开展相关业务，方便江阴镇及周边乡镇群众办理出
国人员经商、探亲、旅游，回国人员恢复户口、国外
出生儿童申报户口等所需的各类公证，福清市公证处
主动与江阴镇侨联协商，寻求合作，联合打造涉侨业
务综合服务窗口，推行“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
并联式审批、阳光下作业、规范化管理”的运行模
式，以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

温州宣传侨法和领事保护

日前，为进一步提升归侨侨眷维护合法权益的意
识，浙江省温州市外侨办开展以“学侨法、懂侨法、护
侨益、惠侨益”为主题的侨法和领事保护宣传进侨乡活
动。

在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侨法知
识，提供有关华侨回国定居、侨眷出国探亲等方面政
策的咨询服务，并发放《为侨服务手册》等宣传资料
300 多份。希望能够增强全社会的侨法意识，促进侨
法普及，切实保障和改善侨界民生，持续提升侨胞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均据中国侨网）

“我回家了。”6 月 20 日下午，在浙江省海宁市区干
河街 38 号，73 岁的徐行女士对着门头上“徐志摩故居”
五个大字深深凝望。

徐行是海宁诗人徐志摩的孙女，当天，她与丈夫毛昭
宸带着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一家 10 口从美国重回
故乡，听听徐志摩生前的故事，走走徐志摩曾走过的路。

跨过太平洋回乡

中国新诗百年史上，徐志摩堪称知名度最高的诗人之一。
他浪漫自由的诗意和人生故事，在整个汉语界几乎妇孺皆知。

1931 年，诗人徐志摩遭遇空难，生命永远定格在 35
岁。而87年后的6月，徐志摩孙女、年逾七旬的徐行携全
家从美国回到海宁寻根，先后前往徐志摩墓祭奠先人，来
到干河街瞻仰徐志摩旧居。

卷发，黑框眼镜，一举一动尽显优雅，这就是此次回乡
的徐行了。她曾在大学任职，一纸墨香留芳华，可能是职业
的原因，徐行的身上多了一袭书香气。

重新亲近自己的本源处，是一种心灵意义上的回家。
“过去时常听我的祖母说起祖父，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模
糊又深刻，那时心里就播下了乡愁的种子。”如今，这一

“颗”乡愁终于长大，就如一根无形的线，牵引着徐行返
乡。这一趟“回家”，跨过了太平洋。

老照片中的记忆

徐行和丈夫回海宁的次数不多，每一次回来，都是一
次全新的遇见。说起对海宁的印象，徐行用了一组反义
词：记忆中的海宁很“小”，现在的海宁变化很“大”。

徐志摩旧居台门上方有诗人表弟金庸的手书“诗人徐
志摩故居”，正厅有匾曰“安雅堂”，乃启功补书。主楼底
层两侧有徐志摩家世、生平及思想和文学活动陈列，展示
诗人短暂而绚丽多彩的一生。

看着墙上展列的一张张家庭老照片，徐行感慨万分。
“我以祖父徐志摩为荣，对他一生取得的成就万分崇拜。”

而在提及张幼仪时，徐行一张一张细细看过墙上的老

照片，没说话，却不禁湿了眼眶。他们兄弟姐妹4人全由
祖母张幼仪抚养长大，对祖母的感情特别深。看到墙上的
照片早已泛黄，她不由得想起祖母在最困难的时候，一个
人照顾他们的情景，顿时感慨万千。

对“根”的深情

徐行的儿子毛显孟和毛显伟高大英俊，温文尔雅，虽
然已年近五十，不会讲中文，但他们在曾外祖父雕像前的
留影，却是眉宇神似。他们对曾外祖父徐志摩的故事怀有
强烈的求知欲，每到一地，都用镜头记录下点滴，仿佛每
一个细节都是对徐志摩更深一步的探索。在他们的心中，
这不仅是大国的一代文豪，更是小家的精神骄傲。

“今天的旅程，我们一家人在海宁找回了自己的
‘根’，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离别之前，徐行一家人在
徐志摩旧居留下了感言：“虽于美国生活六十余载，却永
远铭记祖父母树立的奋进、坚强、爱人的精神，这是我们
的家风。” （来源：《海宁日报》）

内蒙古演出团
亮相斐济

近日，应斐济中国文化中心的邀
请，中国内蒙古文艺演出团体到斐济
参加“中国内蒙古文创产品展示周”
活动。

在斐济第三大城市楠迪举办的第
30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东亚太平洋
和南亚地区联合委员会会议上，演出
团惊艳亮相。内蒙古长调、呼麦、民
歌演唱、舞蹈和马头琴演奏等蒙古族
特色节目令现场嘉宾们赞叹不已。

张永兴摄 （来源：新华网）

新加坡华文传播喜忧参半
杨 宁 王 晴

侨 界 关 注

近日，新加坡第五届“与声剧来”广播剧创作比赛在新加坡国
家图书馆大厦举行颁奖典礼，这次比赛不仅参赛人数创新高，同时
出现了非华族的获奖者。华语学习带动了华文的跨族群传播。

另一方面，据新加坡有关人士表示，新加坡本地的双语优势在
逐渐减弱，在吸引年轻人学习华语方面，新加坡仍需有所作为。

图为新加坡教育部官员刘燕玲与“与声剧来”广播剧创作比赛的冠亚季军合照。
庄耿闻摄 （来源：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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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地来，带走对“根”的念怀
凌姝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