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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中华”慰侨演出走进挪威

本报电（记者贾平凡） 1月 25日，由中国侨联、北
京市侨联、北京演艺集团联合主办的“亲情中华·北京情
思”春节海外慰问演出活动首次走进挪威卑尔根。活动
在卑尔根 HVL音乐厅举行，当地 500多华侨华人观看了
艺术家的精彩文艺表演，演出圆满成功。这次活动得到
了挪威卑尔根孔子学院、西挪威科技大学、卑尔根华人
华侨学者联合会的热烈响应和友情支持。

演出前播放了由北京市冬奥组委制作的北京2022年
冬奥会宣传片，演出节目突出中国元素、民族特色、北
京印象，包括京剧、双人舞、河北梆子、二胡演奏、杂
技以及《我和我的祖国》《节日欢歌》歌曲等，获得了阵
阵喝彩。

北京侨联艺术团春节慰问演出活动，是北京市侨联
的品牌活动之一，自2002年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了17
年，共为 50多个国家，70多个城市的华侨华人演出 100
多场，深受海外侨胞的喜爱。

广东侨界作品阅览库正式揭牌

1月 24日，由广东华侨博物馆、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
会、《华人》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广东侨界作品阅览库揭牌
暨《华人》杂志创刊 40周年赠刊”仪式在广东华侨博物馆
举行。

广东华侨博物馆副馆长张康庄在致辞中说，广东华
侨博物馆长期致力于收藏、展示、研究华侨历史文物，
宣扬华侨文化，希望通过与华侨华人及侨界开展广泛合
作，打造侨胞的精神家园，利用华侨历史文物、作家作
品讲好中国故事、广东故事、华侨故事，推动侨界文化
交流，宣传侨胞历史贡献，弘扬传承华侨精神，彰显华
侨华人在新时代的新风貌。 （据中国侨网）

重庆市委统战部慰问南侨机工

春节临近，重庆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侨联党组书
记史全波一行，带着新春问候和祝福，前往重庆永川区，看
望慰问重庆市唯一健在的南侨机工蒋印生以及南侨机工
遗孀盈明英。

对于重庆市委统战部一行的看望，92岁的蒋印生十
分开心，在交谈中表达了对祖国强盛的祝福，并对重庆
市统战系统多年来的慰问与关怀表达了感谢。

据悉，重庆市委统战部将在春节前联合重庆市侨联
一道，通过“普遍走访、重点慰问、政策宣讲、感情交
流”等形式，走访慰问侨界人士，进侨门、知侨情、解
侨困、暖侨心，凝聚侨界力量，共庆盛世佳节。

（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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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侨乡中国年·国际“村晚”在青田方山龙文化礼堂启幕。700余
年历史的古祠堂中，悬挂着世界各国的国旗；戏台上，当地村民和外国友人轮
番登场，一起开展“村晚”联欢。

来自乌克兰、柬埔寨、葡萄牙、美国等国家的42名国际友人、10名海外宣传文
化大使与青田市民共度“侨乡中国年”，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和青田特色文化，感受
侨乡带来的浓浓年味儿。

华文教育大有可为
孙少锋 金 旭

侨 界 关 注

1月2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
副部长谭天星发文称，分布在世
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
万华侨华人是中国和世界交往交
流、合作共赢的重要资源和力
量。长期以来，他们积极传承中
华文化、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
国故事、促进中外友好交流。海
外侨胞在世界各地兴办的2万多
所华文学校就是传扬中华文化的
重要平台。

侨乡喜过中国年侨乡喜过中国年

图①：春联，是过年的象征，是文化的传承。国际友人跟着师傅们拿起毛
笔，学写春联和“福”字。

图②：随着锣鼓声响起，一尾尾鲜艳的鱼灯“游”在人群中，时而上下翻
飞，时而飞腾跳跃，分外动人。在舞灯师傅的指导下，国际友人有模有样地完
成了一场鱼灯舞。

图③：抓田鱼活动吸引了不少外国友人的注意。大家纷纷换上装备，感受
一番抓田鱼的乐趣。

吴瑶雯 吴楚楚 徐佳佩文
张永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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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更要走进去
“我想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华文教

育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是我从
事华文教育事业的初衷。”菲律宾红烛华
文教育基金会咨询委员张杰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表示，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海
外华校、华文教育机构遍地开花，不断
汇聚世界目光，海外华侨华人对中文和
中华文化的热情也日益高涨。

2003 年，张杰前往菲律宾，成为一
名华教老师。2007 年，又去泰国，为当
地华文教育倾入自己的满腔热情和心
血。他之所以下定决心投身于此，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他切身感受到华文教育还
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

张杰坦言，大多数海外华校都是华
侨华人自己开办的私立学校，其中80%的
学校面临着资金不足、教学管理机制不
完善、优秀华文教师匮乏等问题。这些
都制约着华文教育的发展。

“虽然华文教育在海外需求很大，但
是师资力量的不足仍是现今面临的最大
困难。”海外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协
同创新中心主任贾益民表示，当前华文

教育向着低龄化和职业化发展，海外华
文教育需要及时调整以适应新变化。

“海外华文教育既要‘走出去’，更
要‘走进去’，不能简单地把国内的教学
模式和思维搬到国外。”张杰说，泰国华
文教育之所以办得好，是因为得到了当
地政府的支持和宽松的国家政策。

传播文化，做中国名片
“和许多海外华侨华人一样，我希望我

的孩子能充分感受中文的魅力，感受祖先
的智慧和民族的力量，成为中华文化的传
播者。”生活在英国的陈云霞在接受本报采
访时说，同为教育工作者，她深知学好中文
和中华传统文化对华侨华人的意义。

“我的孩子最喜欢的故事是 《孔融让
梨》，他学习到了尊老爱幼、谦虚礼让的
中华传统美德。这会在潜移默化间影响
着他的成长。”陈云霞说。

华文教育是“留根工程”，是培育后
代、绵延发展的大事。但不少华裔子女的
中文水平处于“会说不会写，能听不能
读”的阶段。为了让“华二代”“华三代”热
爱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化，许多家长会
让孩子参加“寻根”活动。通过了解家乡文

化，让“中国”二字在他们心中扎根生长。
贾益民指出：“海外华侨华人越来越

意识到学习中文并不仅仅是在学习语
言，更重要的是在传承中华文化。中华
文化是他们的根之所在，他们的魂之所
在，也是他们的梦之所在。通过华文教
育讲好中国故事，华侨华人大有可为。”

华文教育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华
侨华人的支持，更离不开华教老师的付
出。北京华文学院教授李嘉郁感慨良
多：“二十余载的华教生涯里有着无数个
感动和难忘的经历。华文教育的目标之
一就是，推广中华文化，培养具有中华
文化气质的人。”

“在某次北京就餐时，一个华裔学生
忽然发现了墙上的倒‘福’字，十分惊
奇，原来视而不见的东西此时引起了他
莫大的兴趣。待得到答案后，喜笑颜
开。”李嘉郁表示，一旦来到中国，原有
的那一点中华文化的浸润，几乎立刻就
化为要了解中华文化的强大动力。这在
相当多的华裔学生那里都得到了印证。

讲故事，要因地制宜
“想要讲好中国故事，就别用我们想

当然的方式去给别人讲，而是要用别人
容易接受的方式去说。”张杰表示，办好
华文教育光有热忱和坚守还远远不够，
要联系学生的生活来呈现中华文化之美。

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教育资源的
不断丰富，华文教育打破了书面教学的
局限，为海外莘莘学子感受中国魅力提
供了新路径。

据张杰介绍，由于泰国交通发展相
对落后，学生们对中国高铁发展的兴趣
不大，因为“不懂”“不喜欢”。但将生
动的高铁图片、视频资料呈现在他们面
前时，学生们有的大为惊叹，有的欢呼
雀跃，希望有机会能到中国亲自体验高
铁的舒适便捷。

“你会发现，外国学生对中国的印象
渐渐立体，不只是停留在唐宋诗歌、武
术、京剧等层面。”张杰说。

对此，李嘉郁表示，“除了注意语言
文化教学，华文教育也要注意到其他方
面的问题。比如，结合当地华人社会的
特点，华文教育在居住国文化教育体系
的定位要因地制宜，最大限度地发挥华
文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上图：华文老师为学生讲述中国历史。
（照片由李嘉郁提供）

附属广州交响乐团的广州青年交响乐团
正在进行“少年基础班”招生。该计划获得
广州市委宣传部及广州市教育局的认可与支
持，至今已有几千人提交申请，报名将于1月
31日截止。在刚刚落幕的 2019广东国际青年
音乐周上，担任艺术总监的著名大提琴家马
友友认为这项计划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我
们在做的事情并不是训练专业的音乐家，而
是塑造未来的公民”。

广青交首次公开招收 6 岁~9 岁、具有音
乐潜质，且愿意学习乐器的小学生，经初
试、复试后，择优录取 126 名学员进入首期

“少年基础班”，免费接受为期3年的专业规范
的乐器演奏技术训练。学期结束后，经考核
成绩优异者可晋升至广青交的少年交响乐团。

马友友 5岁开始学习大提琴，“少年基础
班”使他回忆起年少学琴的时光：“我听到这
个计划时，有种发自内心的兴奋，儿童音乐
教育一直是我人生的一部分。在父亲带着我
们全家移居美国时，就建立了一个儿童乐
团，这个乐团现在由我的姐姐和姐夫——也
就是乐团的指挥管理，明年就是乐团的 50周
年。我 7 岁第一次在乐团演出，直到乐团 50
岁那年，我还是会和乐团一起演奏。”

马友友表示，如果有机会给广青交少年基
础班的同学们上第一课，会跟同学们说：“要
学会欣赏声音的美，也要为能够发出自己的声
音而自豪！透过演奏为声音赋予自我的价
值，对于你们尤其重要。这个声音将成为你
的一部分，小提琴的声音是你的，长笛的声
音是你的，连敲锣打鼓的声音也是你的。这
种声音的归属感会让你喜欢一件乐器，而当
你喜欢一件乐器时，你会千方百计发掘更多

的可能性。你会在音乐上花大量的时间，专注力无穷无尽。”
音乐教育的目的和意义一直是家长们关注的问题，马友友也分享了

自己的看法。“有的孩子会和家长说自己想学习音乐。家长们可知道，有
这种愿望的孩子真的很了不起。孩子们性格各异，人生也将各有精彩。
如果在人生的开端，孩子就勇敢地告诉你想学习一些东西，譬如音乐，
父母应该给予重视和鼓励。因为孩子很天真、很直接，从来不会掩饰内
心的想法。如果我是家长，我会说‘那你就去做吧’，因为孩子能清晰准
确表达自己的愿望非常难得。如果有一个平台能让这些孩子相聚在一
起，就更难得了。好的老师能让孩子爱上自己所学的东西，这对于未来
发展个人的爱好有莫大的帮助。”

对于广青交推出的“少年基础班”公益计划，马友友十分赞赏，并
鼓励大家积极参与。他提到，“广青交少年基础培训班将茁壮成长并有所
作为。我希望能见证和参与它的发展，因为它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音
乐可以让人了解自己的内心并发现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以及对这个世
界真实的回应，这种自我认识对孩子们找到人生方向很有裨益。与此同
时，并非每一个人都要将音乐当成自己的职业，玩音乐本身也很有趣。
一个有音乐天赋和基础的人从事和音乐毫无关系的事情，是很正常的。”
2019年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乐团里，有个来自香港地区的乐手演得非常
棒，但音乐并不是他的职业理想，他学习的是心理学。“说到底，我们在
做的事情并不是训练专业的音乐家，而是在塑造未来的公民。音乐可以
创造合作，它和想象有关。”马友友说。

马友友认为，音乐教育反映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而不仅仅是一种技
艺。“音乐教育氛围最大的贡献不仅停留在音乐的层面，它真正的意义是
让人们关注社会的发展，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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