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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印尼书法家协会的艺术交流活动，已从印尼走向国际，成为展现千岛华族传承中华文化的一

张闪亮的“名片”。而李秀贤女士，则被人们认为是这张“名片”当之无愧的设计推动者和代言人。

丁剑

1947 年 ，李 秀 贤 出 生
于 苏 门 答 腊 岛 北 部 一 个
名 叫 先 达 的 城 市 。 她 在
中 国 的 祖 籍 地 是 广 东 省
东部的丰顺，丰顺位于梅
州市南端、潮汕平原的西
缘，是一个被青山绿水环
抱 的 山 区 小 县 。 丰 顺 乃
是粤东著名的温泉之乡，
境内地热资源丰富，每个
乡 镇 都 有 很 多 的 温 泉 浴
池 。 可 能 是 祖 祖 辈 辈 常
洗温泉的原因，丰顺自古
多 出 俊 男 靓 女 ，皮 肤 细
白 ，眉 清 目 秀 ，李 秀 贤 虽
未在丰顺生活过，可是父
母的遗传因素，使她从小
就出落得十分漂亮，直到
年 近 花 甲 ，仍 美 丽 大 方 ，
丰韵不减当年。

2004 年 3 月 ，印 尼 一
家 颇 有 影 响 的 华 文 媒 体
曾 刊 登 了 一 篇 记 叙 李 秀
贤 成 长 经 历 的 人 物 通
讯。报道中写道：

还 在 她 幼 年 时 代 ，家
里 即 遭 遇 不 幸 ，她 的 父 亲
在 她 刚 满 一 岁 时 就 因 病
去 世 了 ，她 们 兄 弟 姊 妹 都
是 由 勤 劳 善 良 的 母 亲 一
手抚养成人。

李秀贤的童年与青少
年 时 期 在 平 凡 中 度 过 ，小
学 在 棉 兰 教 会 卫 理 学 校
念 书 ，中 学 就 读 于 棉 兰 南
安 中 学 ，毕 业 后 从 1966 年
到 1973 年 ，她 在 棉 兰 卫 理
学校当了八年教师。

由 于 从 小 缺 少 父 爱 ，
加 上 自 己 属 于 狮 子 座 的
女 性 ，在 她 的 血 液 里 天 生
就 蕴 藏 着 坚 毅 的 精 神 ，这
种 精 神 ，在 她 婚 后 开 始 凸
现 出 来 。 1973 年 李 秀 贤
与 张 庆 寿 先 生 结 婚 ，婚 后
立 即 伴 随 夫 君 迁 居 雅 加
达 ，共 同 创 业 ，开 拓 一 片
天 空 ，这 位 斯 文 娴 静 的 文
化 人 ，从 此 变 成 一 位 协 助
夫 君 打 理 工 厂 ，又 在 商 海
泛舟的“经济人”。

正 所 谓“ 性 格 决 定 命
运 ”，李 秀 贤 性 格 中 除 了
具 有 坚 毅 、忍 耐 的 一 面 ，
还受母亲的影响，有着温
柔 贤 淑 、宽 容 善 良 的 品
质 。 从 而 使 其 在 面 对 一
些 矛 盾 问 题 和 处 理 很 多
事情上，既能做到隐忍不
发 、不 动 声 色 ，又 能 做 到
处事果断，精明、强干、理
性、智慧。

30 年来，李秀贤和夫
君 一 道 ，夫 唱 妇 随 ，艰 辛
打拼，白手起家。他们肩
并 肩 一 起 创 办 企 业 的 理
想 ，也 是 由 花 到 果 ，喜 获
丰收；从一个生产纸箱的
小作坊开始，逐步发展到
今天，拥有大片厂房和 4
条 先 进 的 瓦 愣 纸 全 自 动
生产线，成为产品畅销千
岛 的 同 行 业 较 有 实 力 的
企业之一。

就 像 人 们 常 说 的 那
样 ，一 个 成 功 男 人 的 背
后，必定站着一位贤慧的
女 人 ；反 过 来 说 ，一 个 成
功女人的身旁，又何尝不
是 站 着 一 个 胸 怀 宽 广 的
男 人 。 李 秀 贤 人 生 最 大
的幸运之处，就在于拥有
一个兄长般呵护关爱、理
解 支 持 她 的 好 丈 夫 张 庆
寿先生。

在 雅 加 达 华 社 ，身 为
印 尼 客 属 联 谊 总 会 前 任
总 主 席 兼 创 办 人 之 一 的
张庆寿先生，其知名度和
影 响 力 不 亚 于 任 何 一 位
领 袖 人 物 。 他 现 任 印 尼
工 商 会 中 国 委 员 会 的 秘
书长，印尼大埔同乡会辅
导委员会主席，社会活动
繁忙，并时常奔走于印尼
与中国，为两国民间和官
方 经 贸 方 面 的 交 流 合 作
穿针引线、搭桥铺路。但
是，无论自己担负的责任
多 重 ，工 作 压 力 多 大 ，张
庆 寿 对 于 夫 人 李 秀 贤 担
纲主持的社会公益活动，

总 是 默 默 充 当 起 顾 问 的
角色，陪伴她做好组织发
动 工 作 ，无 私 奉 献 ，不 遗
余 力 ，时 刻 和 她 站 在 一
起。

与绝大多数丈夫在外
一手遮天，太太只在家里
做 小 鸟 依 人 的 华 族 家 庭
所不同的是，李秀贤女士
与 张 庆 寿 先 生 的 婚 姻 生
活 具 有 很 强 的 互 动 性 。
他 们 俩 几 十 年 来 相 濡 以
沫 ，休 戚 与 共 ，在 共 同 经
营着企业的同时，也共同
经 营 着 一 份 美 好 的 感
情 。 对 于 许 多 事 业 发 达
的成功人士来说，这是一
种难能可贵的境界，由于
不容易做到，所以令人羡
慕。

因 此 可 以 说 ，嫁 给 一
位好丈丈，应该是李秀贤
生 活 旅 途 上 找 到 的 一 个
永远发光的聚焦点。

有 了 成 功 的 事 业 、幸
福的家庭，李秀贤开始营
造 一 种 更 丰 富 多 彩 的 业
余 生 活 。 像 很 多 在 印 尼
歌 舞 之 乡 —— 苏 北 棉 兰
长大的人士一样，李秀贤
从 小 就 有 文 化 娱 乐 方 面
的爱好。她是一个老板，
但 首 先 是 丈 夫 的 太 太 和
三 个 孩 子 的 妈 妈 。 天 性
使 然 ，她 平 时 喜 欢 烹 饪 、
做手工艺品，也喜欢和女
性朋友们一起唱唱歌、写
写 中 国 字 。 而 她 在 社 会
活动中崭露头脚的契机，
就 始 于 1999 年 她 参 加 的
一个烹饪文化培训班，这
是 当 初 李 秀 贤 自 己 也 未
曾想到的事情。

那 时 ，雅 加 达 北 区 智
德 烹 饪 函 授 学 习 班 需 要
一位有组织能力的组长，
经 书 法 家 林 毓 明 先 生 的
推荐，李秀贤担任了这个
职务。一年后，智德烹饪
函 授 学 习 班 举 行 成 立 一
周年庆祝纪念活动，有人
建 议 把 烹 饪 学 习 班 改 为
印尼民艺学友会，将活动
范围进一步扩大，除了每
月 组 织 一 次 烹 饪 面 授 学
习班外，又加上民族舞蹈
学 习 和 定 期 举 办 医 学 讲
座。建议得以采纳，李秀
贤 由 组 长 而 当 选 为 民 艺
学友会主席，活动内容丰
富了，会员马上由 40 余人
增 加 到 70 多 位 。 她 把 这
一 成 果 归 功 于 学 员 的 团
结友爱，理事们的精诚合
作，以及副主席饶韵人女
士的全力配合。

2002 年 ，印 尼 民 艺 学
友 会 又 开 设 了 一 个 书 法
学 习 班 ，命 名 为“ 醉 墨 书
法学社”。李秀贤身体力
行 ，一 马 当 先 ，不 但 自 己
勤学苦练，还腾出自己公
司 写 字 楼 的 整 整 一 层 楼
的大厅，供大家在此笔走

龙 蛇 ，练 习 切 磋 书 法 技
艺 。 她 又 先 后 请 来 了 杨
松江、叶维汉、胡原菁、张
喜 顺 、沈 贤 士 、蔡 剑 声 和
彭 涛 等 几 位 书 法 名 家 联
合进行辅导。一时间，学
习 者 踊 跃 ，教 授 者 积 极 ，
响 应 者 众 多 。 在 李 秀 贤
等人的大力推动下，汉字
书 法 这 门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中古老的艺术瑰宝，又在
印尼重新发芽，焕发勃勃
生机。

2003 年 ，李 秀 贤 趁 热
打 铁 ，又 将“ 醉 墨 书 法 学
社”向印尼政府注册成立
了全国性的“印尼书艺协
会 ”（后 更 名 为 印 尼 书 法
家 协 会），从 此 会 务 一 发
难 收 ，蒸 蒸 日 上 ，会 员 由
雅 加 达 开 始 发 展 到 其 它
城市，艺术交流活动也从
印尼走向国际，成为展现
千 岛 之 国 华 族 传 承 中 华
文 化 的 一 张 最 亮 的“ 名
片”，而李秀贤女士，则被
人 们 认 为 是 这 张“ 名 片 ”
当 之 无 愧 的 设 计 推 动 者
和代言人。

在 华 族 千 万 、侨 领 如
云的印度尼西亚，多年以
来英才辈出，而其中热心
公益、造福华社之贤能人
士 ，亦 可 谓 灿 若 星 斗 ，数
不胜数。

但 是 ，在 这 个 华 文 被
禁锢了 32 年之久，又得以
重见天日的国度里，却极
少有人像李秀贤这样，仅
用 一 枝 毛 笔 、几 张 宣
纸，——还有一群志同道
合的歌友，便开启了印尼
与 中 国 以 及 新 加 坡 等 地
民 间 文 化 交 流 的 一 扇 大
门。

2005 年 9 月中旬的一
个 下 午 ，来 自 中 国 大 陆
的 我 们 ，在 雅 加 达 李 秀
贤 的 办 公 室 见 到 她 。 她

微 笑 着 ，静 静 地 望 着 我
们 ，言 语 不 多 ，和 蔼 可
亲。

正 采 访 时 ，李 秀 贤 女
士 的 好 朋 友 —— 印 尼 中
国 友 好 协 会 主 席 阿 卜 都
拉·乌玛尔先生匆匆赶来
了 。 乌 玛 尔 早 年 留 学 中
国，1963 年毕业于北京大
学历史系，先后在中国居
住了十四年之久，是个名
符 其 实 的 中 国 通 。 乌 玛
尔 当 年 在 北 京 曾 有 幸 结
识 了 当 时 的 中 国 外 长 陈
毅元帅，从此被陈老总的
风采深深折服。后来，由
于工作关系，乌玛尔又认
识 了 陈 毅 的 儿 子 —— 中
国 人 民 对 外 友 好 协 会 前
会长陈昊苏。

今 年 中 国 十 一 国 庆
节 ，吴 玛 尔 主 席 和 印 中
友 协 顾 问 李 秀 贤 女 士 等
友 好 人 士 ，又 接 到 了 来
自 中 国 的 邀 请 ，请 他 们
前 往 北 京 出 席 国 庆 观 礼
活 动 。 乌 玛 尔 便 想 起 了
陈 毅 元 帅 的 一 首 诗 ：“ 大
雪 压 青 松 ，青 松 挺 且 直 ；
要 知 松 高 洁 ，待 到 雪 化
时。”

他 今 天 来 找 李 秀 贤 ，
是 要 请 这 位 印 尼 书 协 的
女 主 席 ，把 陈 毅 的 这 首
诗 用 毛 笔 写 成 一 幅 书 法
作 品 ，带 到 北 京 亲 手 赠
送 给 陈 毅 的 儿 子 陈 昊 苏
会 长 。 乌 玛 尔 激 动 地 对
李 秀 贤 说 ：“ 陈 毅 元 帅 是
中 国 的 伟 人 ，他 的 这 首
诗 在 中 国 家 喻 户 晓 ，我
想 ，没 有 什 么 能 比 请 你
用 中 国 书 法 抄 录 这 首
诗 ，更 能 表 达 我 对 中 国
伟 人 的 怀 念 之 情 了 ！ 相
信 陈 毅 的 儿 子 一 定 也 会

很看重这份礼物。”
李 秀 贤 听 罢 ，庄 重 地

答应下来。果然，半个月
之 后 ，我 们 从 印 尼《国 际
日 报》的 报 道 中 看 到 ，这
位 凝 聚 着 印 尼 人 民 深 厚
情意的珍贵礼物，已经由
乌 玛 尔 亲 自 送 到 了 陈 昊
苏的手里。

这 时 候 ，我 对 李 秀 贤
在 印 尼 推 动 中 华 文 化 的
意 义 又 有 了 更 深 的 认
识 。 我 忽 然 觉 得 ，在 这
位 华 裔 女 性 的 身 上 ，实
在 有 一 种 许 多 企 业 家 所
没 有 的 眼 光 与 智 慧 ，她
看 得 那 么 远 ，关 怀 那 么
深 。 她 拥 有 金 钱 ，但 没
有 成 为 金 钱 的 奴 仆 ，而
是 用 这 些 金 钱 ，推 动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在 印 尼
华 族 社 会 浴 火 重 生 ，继
承 发 扬 ，从 而 催 化 了 人
们对真、善、美的渴望。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讲 ，这
个 女 人 的 风 韵 ，将 不 会
被 时 光 所 淹 没 、因 年 龄
而 改 变 ；她 的 生 活 之 树
长 青 ，她 为 之 所 做 的 工
作 ，将 留 给 这 个 时 代 许
多 亲 切 的 回 忆 ；她 为 此
付 出 的 努 力 ，无 论 昨 天 ，
今 天 ，还 是 明 天 ，都 是 光
荣的。

想 当 年 ，圣 人 孔 子 曾
在 一 条 河 边 感 叹 ：“ 逝 者
如 斯 夫 ！ 不 舍 昼 夜 ”，几
千 年 来 花 开 木 落 ，每 个
人 由 少 而 壮 ，至 老 而 逝 ，
概 莫 能 外 ！ 再 看 如 今 ，
李 秀 贤 女 士 和 她 的 夫
君 ，以 及 文 中 提 到 的 乌
玛 尔 先 生 均 已 作 古 。 往
者 不 可 追 ，来 者 犹 可
惜 ！ 我 们 活 着 ，纪 念 逝
者，且行且珍惜 !

（下）李秀贤：值得纪念的一位女性

李秀贤的书法作品李秀贤的书法作品

李秀贤生前在有关书法活动开幕式上致辞李秀贤生前在有关书法活动开幕式上致辞

挥毫题字的李秀贤挥毫题字的李秀贤

牛年新春正式开工。
与往年相比，刚刚结束的
这个春节假期，多了些特
殊 意 味 。 最 突 出 的 一 点
是 ，很 多 人 以“ 就 地 过
年”代替了跨越千山万水
的回家团圆。据统计，全
国 共 有 1 亿 多 人 响 应 号
召就地过年。

不 过 ，“ 此 心 安 处 是
吾 乡 ”，春 节 期 间 ，“ 原 年
人 ”花 式 过 年 ，也 过 出 了

“ 新 年 俗 ”“ 新 年 味 儿 ”。
如以往走家串户的线下拜
年被网络“云拜年”等方式
取 代 。 可 以 说 ，特 殊 的
2021 年 新 春 ，我 们 共 同 见
证了一场年俗的大变迁。

其实，年俗一直就是

流 变 不 居 的 。 从 农 耕 时
代到工业社会，再到如今
的网络时代，年俗的变迁
一直在进行，并且随着社
会 变 化 的 加 快 而 加 速 演
变 。 曾 几 何 时 ，网 购 年
货、线上抢红包等还被称
为“ 新 年 俗 ”，但 如 今 这
些 早 已 经 成 为 常 态 。 而
今 年 春 节 期 间 ，云 团 聚 、
短 视 频 拜 年 又 成 为 新 年
俗 。 如 某 短 视 频 平 台 数
据 显 示 ，小 年 到 初 四 ，平
台 拜 年 视 频 为 1.3 亿 个 ，
同 比 增 长 11 倍 ；此 外 ，媒
体报道称，由于就地过年
的流行，不少年货快递从

“老家”反向流向城市。
春节，在中国人心中

有着特别的分量，它的一
个 最 重 要 的 内 涵 就 是 团
圆 、团 聚 。 但 是 ，团 圆 的
方 式 本 身 也 在 发 生 变
化。比如，曾经它意味着
年 轻 人 从 工 作 地 回 到 老
家与父母团圆，后来随着
城镇化的推进，越来越多
的 父 母“ 进 城 ”和 子 女 团
圆 。 而 在 就 地 过 年 的 倡
议 下 ，今 年 春 节 期 间 ，不
少 人 是 在“ 云 端 ”和 家 人
团聚。抢红包、在线喝团
圆酒、短视频隔空拜年等
等 都 让 团 聚 有 了 新 的 表
现形式。

今 年 春 节 1 亿 人 原
地 过 年 成“ 原 年 人 ”，这
首 先 当 然 是 因 为 疫 情 防

控的需要，但其也未尝不
是 深 嵌 于 社 会 进 步 的 必
然 趋 势 之 中 。 如 有 统 计
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
总 数 量 自 2014 年 达 到 峰
值 2.53 亿 人 后 ，已 经 连 续
5 年呈下降趋势。也就是
说，越来越多的人本来就
因为城镇化、产业结构的
升 级 等 原 因 告 别 了“ 家 ”
与 工 作 地 分 离 的 状 况 而
选 择“ 就 地 过 年 ”；此 外 ，
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互
联网服务的升级，也让团
聚可以更方便地进行，未
必 每 个 人 都 需 要 在 春 节
这 样 一 个 时 刻“ 回 家 ”，
或 者 说 依 赖 于 线 下 的 团
聚。

事实上，年俗本身就
是应时而变的产物，也是
社 会 生 活 方 式 变 迁 的 一
个缩影。比如，今年春节
的相关祝福视频中，排第
一位的主题就是健康，而
不 少 地 方 也 提 倡 团 圆 饭
用公筷，这与我们正在经
历 的 疫 情 无 疑 有 直 接 关
系。而直播年夜饭、短视
频 拜 年 等 成 为 一 项 新 年
俗，也与我们业已习惯的
互联网生活，形成了一种
呼 应 。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来
说 ，无 论 是 短 视 频 拜 年 ，
还是抢红包，都是我们的
生 活 方 式 在 春 节 期 间 的
一种特别呈现，是一种水
到渠成的结果。

随 着 社 会 经 济 的 发
展 ，人 们 生 活 方 式 的 变
化 ，“ 过 年 ”“ 年 味 ”“ 团
聚”等的表现形式和内涵
都 在 被 重 新 定 义 。 从 通
宵 达 旦 地 排 队 购 买 春 运
火车票到高铁、自驾的流
行 ，从 打 电 话 到 直 接 语
音，从发短信到录制短视
频，从网购年货到家乡邮
寄“ 年 货 ”，我 们 都 在 不
断创造新年俗，也在适应
新 的 年 味 。 正 是 在 这 种
传 承 与 创 新 不 断 融 合 的
过 程 中 ，春 节 历 久 弥 新 ，
一 代 代 人 也 以 此 积 蓄 前
行的力量，来应对不断变
化的时代。
(原载光明网。作者：朱昌俊)

年俗流变，让春节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