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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马来西亚、文莱等

东南亚国家的 30 多名金门

籍青少年，6 月 3 日在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

点———福建省泉州市踏上

“海丝”之旅，并在随后 6 天

的时间里寻找和感受祖地与

“海丝”的印记。

当天，第二届东南亚金门

籍青少年祖地行———泉州“海

丝”之旅在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启动。

马来西亚巴生兴华中学

学生陈伟彬今年 17 岁，这是

他第二次来到中国。“虽然我

生长在马来西亚，但从小就

接受华文教育，对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化充满向往。”陈伟

彬向记者表示，希望通过此

行和当地青少年深入交流，

学习更多知识，再把所见所

闻与马来西亚的家人和朋友

们分享。

福建省金门同胞联谊会

副会长、泉州市金门同胞联

谊会会长林荣表示，东南亚

金门籍青少年祖地行活动自

去年开始举办，今年在泉州

举办第二届，通过架设一个

互相学习、交流的平台，帮助

引导东南亚金门籍青少年更

好地了解中国，增进对中华

文化和祖籍地历史文化的了

解。

文莱福建会馆青年团团

长蔡信 认为，中华文化历史

悠久、厚重多样，就像深埋地

下的宝藏一样等待被挖掘，期

待有情怀、有深度、有实力的

人去提炼、包装，方能持久推

动它传播到世界各地。

“此次活动为海外华裔青

少年筑造了一座了解祖籍国

的桥梁，让他们能够认识并深

入了解我们祖先生活的地方，

进一步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蔡信 说。

泉州是中国著名侨乡，至

今依然保留着大量“海丝”遗

存。活动期间，东南亚金门籍

青少年将倾听闽南文化讲座、

体验陶瓷及影雕制作、观看端

午民俗表演、徒步穿越古城

等，切身感受泉州厚重的文化

底蕴、多彩的文化遗产及巨大

的发展变化。 （孙虹）

亚齐省的莎曼舞、苏门答

腊的萨满舞、多巴湖传统舞

蹈、印尼民歌、印尼传统武术、

印尼“国乐器”昂格隆演奏

……5月 26日，龙舟池畔，一

场集视觉、听觉、味觉于一体

的印尼文化嘉年华在华侨大

学华文学院火热上演。活动吸

引了近千名“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留学生参加。

当晚，印尼在厦

留学生身着盛装，载

歌载舞，以民族舞蹈、

音乐、武术、诗朗诵等

形式，展示印尼的民

俗风情，让观众大饱

眼福。离舞台不到十

米的亚洲各国美食会

场上，各种令人垂涎

欲滴的亚洲美食“轮

番上阵”，营造出另一

场享饕餮盛宴。

印尼驻广州领事馆杨思

荔领事表示，“印尼文化嘉年

华是中国与印尼友好往来的

体现，希望印尼在华留学生成

为两国友谊的桥梁”。

据悉，近年来华文学院启

动“精彩亚洲.对话文明”系列

活动，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工程、“风雅中华”境外生

经典诵读、丝路语言文化体验

营、泰国水灯节、东南亚泼水

节等，营造了“一元主导，多元

融合”的校园文化。

厦门市在华印尼学生协

会主席洪智煌介绍，“今年印

尼文化嘉年华的节目是全体

在厦印尼留学生历时 3个月

精心准备的。”在展现印尼传

统文化的同时，也增进了对亚

洲其他国家文化的了解，体会

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深

刻含义。 （林毅彬）

日本神户中华同文学

校 120周年校庆 5月 25日

在神户文化厅举行，当天中

日各界友好人士及教师、学

生、家长代表等近千人出

席。

据介绍，1899年，戊戌

变法引领者梁启超先生在

神户中华会馆，号召华侨办

学兴教，由此诞生了神户华

侨同文学校这一民族教育

的摇篮。此后，经历战火洗

礼、诸多灾难等考验，再经

多校合并、更名，神户中华

同文学校跨越世纪薪火相

传，发展壮大至今。

日本兵库县知事井户

敏三在致辞中称赞该校自

建校以来，培养了一代又一

代在国际社会上活跃且大

有作为的人才，为日中友好

和兵库县的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他希望学校能继续

传承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

把学校作为国际教育交流

的基地以及培养国际社会

人才的基地，进一步开展更

加充实的活动，作出更多贡

献。

正率团访问日本的中

国侨联主席万立骏当天也

出席了该活动。万立骏表

示，中国侨联是党和政府联

系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

胞的桥梁和纽带，是侨胞的

家，期待与大家多联系、多

交流、多合作。万立骏也祝

愿神户中华同文学校越办

越好，让更多孩子从小种下

中华文化的种子，同时播撒

友谊的种子，让中日友好长

成参天大树，长成茂密的森

林。

当天的庆典上，校方

播放了回顾学校 120年历

史的短片，学生们还表演

了朗诵、舞狮、舞蹈、武术

等富有中华文化特色的节

目。

（吕少威）

日本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举行 120周年校庆

大马甲洞华小

成培育华裔学生重要角色
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道，马来西

亚吉隆坡甲洞华小靠着先辈艰辛热忱创

校，从初期数十人的学堂，蜕变至目前的 3

所大型学校，走过超过一个世纪的辉煌岁

月。目前，甲洞华小董事部也兴起欲打造四

校的念头，继续造福甲洞区内的华裔子弟。

甲洞华小源自于 1909年创校的开明

学校，该校于 1950年代初在学生人数剧增

的情况下发动建校，并在新校舍落成及迁

入后，正式易名为“甲洞公立学校”。

甲洞公立华小的学生人数不断增加，

并开始增建分校。其中在 1961年起分为甲

洞华小一校及二校，两校共用校舍，直到

2014年二校迁入新校舍。另一方面，甲洞华

小三校在 2007年正式开课，迄今 3所学校

学生总数超过 5000人。

“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

比赛墨尔本赛区比赛落幕
第 12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

赛墨尔本赛区比赛 5月 31日晚在墨尔本

文法学校落下帷幕。来自马塞兰中学的十

年级学生亚历克斯·德·塞萨里最终脱颖而

出，获得第一名。

本次比赛以“携手汉语、筑梦未来”为

主题，分为中文演讲和才艺展示两个部分。

在演讲中，选手们从学习汉语的经历、眼中

的中国、为什么喜欢中国等角度讲述了自

己对汉语的认识和对未来梦想的追求。在

才艺展示环节，选手们各显其能，既有打太

极、抖空竹等传统文化表演，也有中文流行

歌曲演唱和魔术、小品等。

塞萨里的中文演讲清晰流畅，抖空竹表

演技艺娴熟，获得了在场评委的一致好评。

赛后，塞萨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尽管中文学起来有难度，但其中的乐趣和

收获也很多。学习中文让他接触到悠久的

中国文化和历史，也让他的人生有了更多

机会。

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是澳大利亚

最早开始中文教学的州之一，目前全州有

270余所中小学开设中文课。本次比赛吸引

了来自维多利亚州和塔斯马尼亚州 16所

中学的 25名选手参赛。 （郝亚琳）

第 13届韩国汉语演讲大赛

决赛在首尔举行
由韩中学术文化交流协会主办的第 13

届韩国汉语演讲大赛决赛 6月 1日在韩国

首尔国立大学举行。来自韩国各地的 152

名选手参加了本次比赛，比赛分别为幼儿

园组、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大学组、成

人组、团体组。

很多参赛选手讲述了他们通过学习中文

给生活带来的改变，对中国固有观念的改变，

以及对未来规划的改变。选手们从演讲稿、动

作设计到服装都经过了精心准备，他们的中

文水平也令在场的评委赞口不绝。

中国驻韩国教育参赞力洪在致辞中

说，希望本次演讲大赛能够“以汉语为桥

梁，以中文为纽带”，以中文比赛促进文化

传播，以文化传播促进中韩之间的理解，为

中韩两国友好发展培养更多的文化使者，

为打造中韩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责任

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多做贡献。

韩中学术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申京淑

女士表示，希望通过举办汉语演讲比赛使

每一位参赛者成为汉语学习的传播者，让

更多的韩国人参与到学习中文的热潮中，

提高他们对中文学习的兴趣，加深对中国

文化的理解，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为中韩

两国友好交流做出贡献。 （张昀）

5月 25日，印尼泗水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成立

8周年庆典活动暨“新时代背景下印尼孔院的建

设与发展”座谈会在该院举行。

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顾景奇、泗水国立大学

第 一 副校 长 邦 姆 邦·尤利 安 多 (Bambang

Yulianto)、印尼东爪哇华文教育统筹机构主席

李光迈、印中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席胡建章等出

席庆典活动。

顾景奇用中印尼双语致辞时，联系中印尼两

国文化交流，风趣幽默地为大家阐释了“忠、孝、

悌、义”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儒家思

想。

邦姆邦·尤利安多回顾了泗水国立大学与孔

子学院 8年来的合作经历，感叹该校中文系在孔

子学院帮助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本土汉语

教师和莘莘学子。

当天下午的孔院开放时间，众多学生和民

众津津有味参与体验了中国乒乓球、毽子、剪

纸、五子棋、七巧板等趣味活动，对中国文化有

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对学习汉语也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

据介绍，印尼泗水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于

2011年 5月 19日。8年来，该院已从单纯语言文

化服务机构转变成能为语言、文化、经济等提供

服务的全方位、一体化多元平台。 （林永传）

泗水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成立 8年

发展成多元服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