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华文教育 2022 年 9月 23日

编辑：翁舒昕 美编：钱小凤

www.xmweekly.com

院校连线

华教人物

华教资讯

本报讯 据大公网报道 9 月

9日，厦门大学举行黄宜弘楼提

升工程竣工和启用仪式。香港

著名财经作家、企业家、慈善家

梁凤仪博士出席仪式。

黄宜弘博士是香港企业

家，也是原全国人大代表、原香

港立法会议员，他还有一个非

常珍贵的身份就是福建厦门

人。去年，在厦门大学百年校

庆前夕，黄宜弘博士和梁凤仪

博士伉俪传承父辈黄克立先

生的爱校情怀，慷慨捐赠黄克

立先生的母校厦门大学，襄助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大楼提

升工程，支持厦门大学教育事

业。为感念黄宜弘博士及梁凤

仪博士伉俪兴资荣教的爱校

之情，教育厦大师生传承感恩

文化、弘扬嘉庚精神、厚植家

国情怀，厦门大学将教育研究

院办公大楼以黄宜弘先生名

字命名。历时一年多，黄宜弘

楼提升工程竣工并启用，极大

提升了教育研究院的教学和

科研条件。

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荣致

辞时表示，黄克立先生是厦门

大学的杰出校友，一生心系祖

国发展和统一事业，为香港的

顺利回归和繁荣稳定作出了积

极贡献。他十分牵挂母校的发

展，学校思明校区克立楼就由

其捐建。黄宜弘博士传承父辈

爱国兴教的高尚情怀，把赤诚

爱国之心、期盼强国之情转化

为支持教育的实际行动。“黄老

学长两代人的爱心捐赠，是对

‘嘉庚精神’的具体践行与实际

弘扬，今天，借黄宜弘楼启用之

机，希望同学们弘扬这种崇高

精神，胸怀‘国之大者’，厚植家

国情怀，肩负新时代赋予的使

命担当。”张荣如是说。

“我想对厦门大学说三句

话：‘感谢厦门大学!很感谢厦门

大学!非常感谢厦门大学!”梁凤

仪博士说，千言万语只汇聚成

了这三句话，表示她的感动、感

谢、感恩和祝福。先生黄宜弘博

士认为，平生能够对祖国包括

香港的教育事业奉献微小的成

绩，是他最大的荣幸。梁凤仪很

感谢厦门大学，让先生的“一点

点资产用得其所”，她认为厦门

大学接受捐赠，“是认同了宜弘

对国家、对社会、对故乡、以及

对香港所付出的努力和苦劳，

这是我们最感荣幸的。”

在厦期间，梁凤仪博士受

邀在厦门大学美育教育特色示

范平台“博雅茶座”举行“心系

祖国”演讲及签书会，以“爱”为

主题，阐述要珍惜个人的小爱，

更要注重及培养对国家民族的

大爱。 （苏榕蓉）

华侨教育家李春鸣：

开拓东南亚华侨进步教育事业

20 世纪上半叶，以华侨教

育家李春鸣为代表的一群华侨

知识分子，在印尼雅加达创办

中华中学(简称华中)。这所学校

曾经享誉整个东南亚，被誉为

东南亚华文教育的一颗璀璨明

珠。

李春鸣，生于 1894 年，名霆

震，号村民，江苏南通西亭镇

人。1916 年毕业于南京国立高

等师范。1919 年，经教育界名人

黄炎培推荐，李春鸣由著名侨

领陈嘉庚招聘赴南洋协助开办

华文学校，之后又先后在马来

西亚、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地担

任华侨学校育训主任、教学主

任、校长等职。

东南亚早期华校长期存在

八股式教学和殖民化教育的体

制弊病。1939 年，李春鸣因不满

华校“董教合约”等不平等条

款，联合张国基等 3 名有志华

侨教育的教师，在印尼雅加达

独立创办华侨学校———中华中

学，李春鸣亲任校长。

为了创办这所新型华文学

校，他们不畏艰难，白手起家。

有“书法家”之称的李春鸣，通

过为当地商号题字来募集办学

经费，并组织全校师生开展捐

款和建校劳动，同时依靠当地

华侨实业家的支持，在雅加达

终于办起华侨自己的华文学

校。经过不断建设，华中发展成

为集中学、师范、幼儿园为一

体，各类教育设施完善的华侨

学校，鼎盛时期在校生人数达

5000 之多，被当年来校视察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东南亚

最具规模的华侨中学。

在学校教育实施中，李春

鸣完全摒弃当地华校传统守旧

的教育方式，制定“品德为修、

科学是攻”的教育方针，确立

“公俭勤朴”为华中校训，亲自

撰写校歌，营造校园文化，坚持

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开创了

东南亚华侨进步教育事业先

河。

在李春鸣任校长的 27 年

间，华中为当地和东南亚社会

培养数万华侨子弟，很多学子

成长为实业家、银行家和学者

型人才。在中华文化的浓烈熏

陶下，一代代华中学子日后成

为强大的爱国力量。新中国诞

生后，有数千华中学生告别父

母，回到祖(籍)国怀抱，参加新

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

的骨干，在文化、科技、医学等

领域作出贡献。

1954 年，李春鸣率领印尼

华侨观光代表团回国参加国庆

观礼，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周总理对其一生清贫，致力于

华侨进步教育事业的爱国、开

拓之举给予高度赞扬。1955 年，

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参加印尼

“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在中

国使馆再次设宴款待李春鸣及

其华中学生代表，赞扬华中学

生们的爱国热情。

多年之后，华中虽然不复

存在，但李春鸣开创的华侨进

步教育事业，在东南亚华文教

育史上留下深远影响。

（唐志昌 来源：人民日报海

外版）

厦门理工学院携手厦门外图

发行闽南文化有声书
本报讯 据福建日报报道 近

日，“咪咕—厦门理工闽南潮流

文化联合实验室”与厦门外图

集团合作，在台湾地区推介《皆

喜闽南———闽南文化生活日日

观》一书。

《皆喜闽南》有声书由厦门

理工学院影视与传播学院副教

授黄婉彬主编，共分 12 个章节，

每章详述 2 个节气，全书包含

17.4 万字、355 幅插画、355 条音

频。该书以日历的形式，串联起

闽南文化的方方面面，展示了诸

如闽南民间信俗、闽南非物质文

化遗产、民间四季养生等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开辟的“每

日一句闽南话”版块，通过有声

书的形式，让读者能够利用零碎

时间学习闽南话。

据介绍，《皆喜闽南》有声书

由“咪咕—厦门理工闽南潮流文

化联合实验室”出品。已有 32 所

大陆院校订购，并在台湾台北的

3家书店首批投放 100 册。

此外，该书还在新加坡、马

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销售 1500

多册，并被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永

久收藏。下一步，书籍原创团队

还将根据读者反馈意见，进行第

二阶段创作。（杨珊珊徐丽麟）

首都海外华文教育联盟在北京成立
本报讯 据中新社报道 首都

海外华文教育联盟成立仪式暨

2022 海外华文教育论坛 9 月 18

日在北京大学举行。首都高校

相关院系、重点中学、重要社会

办学力量等 15 家联盟首批成员

及百余所海外华文学校代表在

线下线上共同参会。

北京市侨联党组书记严卫

群在致辞中表示，成立首都海

外华文教育联盟是助推海外华

文教育发展的创新之举，是深

耕海外华裔新生代的重要抓

手。联盟要充分发挥综合优势，

特别是联合优势、首都优势、侨

优势，守正创新，合力助推海外

华文教育事业发展。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

中心党委副书记宋永波表示，首

都海外华文教育联盟的成立紧

扣当前海外华文教育所需，紧盯

华侨华人对海外华文教育发展

所盼，有利于推动海外华文教育

提质增效。未来将充分发挥首都

北京文化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

优势，协调各方资源，支持海外

华文教育发展。

成立仪式结束后，首都海外

华文教育联盟举办了以“新时代

海外华文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的 2022 海外华文教育论坛。

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等专家围

绕相关议题做主旨演讲并展开

交流研讨。 （门睿）

“全球华侨华人青少年征文”活动启动

本报讯 据中新网报道 日

前，“文学之桥连五洲”诗歌朗

读活动暨“首届全球华侨华人

青少年征文”活动在十月文学

院正式启动。作为第七届北京

十月文学月的重要活动之一，

该活动旨在充分发挥文学在

引导文化观念、沟通思想情感

方面的作用，搭建面向海外华

侨华人青少年文化教育传播

新平台。

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著

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在启

动仪式上向想要参与征文活

动的海外华侨华人青少年表

示，是写作创造了文明，写作

满足了人们的自由欲望，写作

使孤独得以安放。他表示，通

过此次征文活动脱颖而出的

优秀作品，一部分将在《十月

少年文学》杂志上进行发表，

另一部分将集结成图书出版，

面向全球发行。

后续，《十月少年文学》杂志

社将联合各组织单位，广泛发动

海外华文学校参加，吸引世界各

地华侨华人青少年积极参与，以

文会友，赓续中华文脉，以笔为

媒，书写时代故事，激发华裔青

少年的爱国热情。 （高凯）

近 30 名台湾青年

在安徽安庆体验黄梅戏文化

本报讯 据中新网报道 共享

中华文化盛宴，共叙两岸同胞

亲情。近日，“2022 宜台青年黄

梅戏文化体验营”活动在安庆

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30

名台湾青年才俊齐聚安庆，共

享黄梅戏文化之旅。

活动中，黄梅戏现场体验

环节最受台青们的喜爱。现场

化妆体验时，化妆师精心打扮

的台青版“董永”和“七仙女”

被大家团团围住，俏丽的扮

相，精美的服饰，让大家赞叹

不已，频频拍照留影。在演唱

身段体验环节，更是欢声笑语

不断，初次接触黄梅戏的台湾

青年们虽然神态有点僵硬，姿

势有些笨拙，却依旧努力而认

真地跟着老师一招一式地学

习，感受着中华传统文化的魅

力。

台湾青年们纷纷表示，此次

活动体验意义非凡，不仅能够

“零距离”领略黄梅戏文化的魅

力，还深入了解安庆经济社会和

文化建设取得的成果，并表示将

结合亲身经历、切身体验，积极

推介安庆和宣传黄梅戏，吸引更

多台湾青年到安庆参观参访交

流。 （赵强张复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