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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观众（（一一）） 观众观众（（二二））

【万隆讯】8 月 28 日上
午，印尼玛拉拿达基督教大
学孔子学院举办感知中国
之汉服直播讲座。

感知中国系列栏目是继
云游中国系列活动之后，玛
大孔院推出的颇具中国文化
特色的直播讲座。本次讲座
意为让印尼师生及当地民众
感知中国的汉服文化，了解
汉服历史的传承与发展，认
识汉服的色彩配饰、服饰纹
样和形制类型等。

孔院教师王海娇和本
土教师戴君如特意身穿汉
服主讲《汉服》文化讲座。
作为感知中国系列讲座的
第一课，受到了观众的一致
好评，观看直播讲座的人数
达到了 215 人。观众们来
自 印 尼 万 隆 、雅 加 达 、泗
水、北干巴鲁、棉兰、坤甸、
唐格朗、望加锡、巴淡、班
达楠榜等城市。玛拉拿达
基督教大学、共同希望语言
学院、万隆国际外语学院、
彼得拉基督教大学、印尼
DARMA PERSADA 大 学 、培
民学校、播种学校、荣星学
校、阿难陀学习班、希望之
光 汉 语 学 习 中 心 、Dharma

Loka 学校等校师生参加了
本次讲座。

汉服是中国汉民族传
统服饰，它并不仅仅只是一
件衣服，其本身蕴含着丰富
的文化和历史。汉服文化
从三皇五帝延续至今，包含
了众多民族对汉服的融合
与改造，不断地完善自己，
集 中 了 无 数 中 国 人 的 智
慧。千百年来，汉服以其强
大的包容性屹立在历史的
长河中，成为一个非常成熟
并成体系的千年文化。

汉 服 主 要 有“ 上 衣 下
裳”、“深衣”等类型。“上衣
下 裳 ”还 分 为“ 襦 裙 ”“ 袄
裙”等形式，其中，“上衣下
裳”的冕服为帝王百官最隆
重正式的礼服。“深衣”则
是百官及士人的常服。汉
服种类讲解完毕，王海娇展
示了三张图片并提出问题，
询问观众们图中是“襦裙”
还是“深衣”，观众们在聊
天区纷纷写出正确答案。

不同朝代的汉服流行
的样式不一，汉朝的汉服以

“直裾”“曲裾”为主并以黑
色、黄色为贵。妇女的汉服
以曲裾为主，衣襟绕转层数
多 、下 摆 增 大 ，又 被 称 为

“三重衣”。
魏晋时期的汉服继承

了秦汉的遗俗，并吸收了少
数民族的服饰特色，在传统
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大多是
交领宽袖，袖口肥大的汉
服。妇女一般上身穿衫袄
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为
上俭下丰。主讲人还展示
了极具代表性的《洛神赋
图》，魏晋时期的汉服真实
地展示在观众眼前。

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
荣，服饰也更加华丽。女子
多系裙于胸上，裙子颜色绚
丽，红、紫、黄、绿争艳斗研。
男子多着圆领袍、襕衫。汉
服的特点为裙、衫、帔的统
一，领子有圆领、方领、斜
领、直领和鸡心领等。

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宋
朝的汉服是十分淡雅和质
朴的。女子汉服以衫、襦、
袄、褙子、裙、袍、褂、深衣
为主，大多是命妇之服。褙

子便服，在宋代妇女中比较
流行，其制以对襟为多，衣
襟部分敞开，不用钮扣或绳
带系连，衣长大多过膝，有
的与裙子齐。男子则着襕
衫、道袍、深衣、对襟半臂、
直裰等多种形制的汉服。

明代的汉服用纽扣代
替了系绳，衣服以竖襟、斜
襟，立领、圆领为主。衣裙
近似宋元两朝，但内衣有小
圆领，颈部加纽扣，衣身较
长，外有云肩、比甲。女式
裙子结合元朝蒙古族的特
点出现了前后像马脸一样
倒梯形的“马面裙”。男子
汉服形制有曳撒、道袍以及
带有补子的圆领袍。

汉服的历史久远，随着
时代的进步，汉服文化得到
了延伸和新的发展，现代社
会 仍 然 有 很 多 人 热 爱 汉
服。主讲人还介绍了 B 站
上的汉服博主、西塘汉服文
化节以及城市街头身穿汉
服的人们。

最后是有奖竞答环节，
101 位观众当场进入了孔院
设置的 quizizz 房间，限时答

题，排行榜上前五名参赛选
手可获得孔院送出的精美奖
品一份。Quizizz里共有五个
问题，即什么朝代的穿衣风
格比较开放，以胖为美？立
领是哪个朝代开始出现的？
下图中的汉服是襦裙还是深
衣？西塘文化节怎么才可以
免门票？请问旗袍是汉服
吗？Quizizz紧张又激烈的问
答很快就结束了，当场公布
获奖名单。

观众们会后表示汉服
讲座很有趣，具有很强的教
育意义，能够让大家在欣赏
美丽的汉服的同时，还能了
解它的历史与文化。

希望通过玛大孔院举办
的感知中国之汉服讲座能够
让印尼师生们感受到汉服的
魅力，了解汉服文化。玛大
孔院作为中印尼友谊的桥
梁，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继承者与传播者，我们将
继续讲好中国故事，让印尼
师生们感知到一个真实的、
极具传统文化与现代内涵的
魅力中国。

供稿：玛大孔院冯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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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屏山华文补习所最
早开办于 2004 年，当时的
主席是曾广发先生，校长钟
永光先生，也是横屏山华文
补习所的创始人。虽然后
来由于种种不可抗力的原
因，补习所在 2009 年只能
停办。但正是这些前辈所
打下的基础，为我们以后的
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曾在 2008 年被西加协
调选派到广州幼师培训，回
来后在上候华文补习班任
教了 3 年的当地华文教师
秦露露回到了家乡。她一
心想重开横屏山补习所，在
赤道基金会几位领导和山
口洋教师联谊会主席黄锦
陵老师的大力支持与鼓励
下，2012 年 8 月 1 日，横屏
山华文补习所又重新启动
了。一开始是由赤道基金
会的几位理事自掏腰包，筹
款租下一间旧房子当补习
所，租期三年。开头并没有
那么多学生，也没有校委，

因此，赤道基金会的理事们
就把补习所的所有事务都
交给秦露露老师管理。幸
运的是，在不断努力下，所
有工作都进展得比较顺利，
每个学期不断增加新学生。

但是，由于房子租期只
有三年，条件也比较差。一
直以来，秦露露老师等人都
希望补习所能拥有属于自
己的固定教学场所，能够维
持教学和不断发展，才可以
长期稳定地培养华文人才。

可能是机缘吧！2014年
10 月 6 日，雅加达八华学校
校董李丽英女士、梁荣升老
师在黄锦陵主席、赤道基金
会理事许保义先生和西加协
调主席郑洁珊女士的陪同
下，参观了横屏山华文补习
所。当看到在这么简陋的情
况下，学生们还能很认真地
学习，领导们深为感动。后
来，得知当地有建筑商愿意
把一间房子以优惠价卖给补
习所，李丽英女士就带头协

助购置了这间房子，其他人
也纷纷协助装修费等。

2016 年 6 月 16 日，横屏
山华文补习所的新会所完
工了，开幕活动的主题是：

“我们终于有个家。”当时
也成立了校委会，但补习所
管理工作还是由秦露露老
师负责。目前教师有：黎素
妮、韩树青、韩素妮和卓爱
凡，都是补习所自己培养出
来的年轻教师。

横屏山华文补习所采
用的教材是暨南大学编制
的《中文》。开学和放假时
间跟正规学校大致相同，补
习时间都是在下午。每个
班每周上课三天，每天二个

小时，等于每周六课时。随
着意识到掌握汉语的人能
够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而且
补习班收费很低，每个月只
有七万盾，横屏山的家长们
越来越多地送孩子到补习
班上课，这种情况一直持续
到新冠疫情之前，在横屏山
这样一个只有几百户居民
的小镇，补习班已经有 200
多个学生，大部分人家的小
孩都补习中文了。 因此，
虽然收入不算高，老师们还
是充满干劲，敬业乐业。

可能是老师们教得有些
吸引力，也可能小镇的环境
比较单纯，一般情况下，不少
学生都能在读印尼文正规中

小学的同时，六年之中也读
完了12册《中文》，就是我们
所认为的中文小学毕业了。

时间过得很快，2012 年
至今 8 年之间，补习班已经
有 四 届 小 学 毕 业 生（如
图）。已经选派了优秀生 4
位到中国厦门华侨大学读
本科，10 位到中国广州幼
儿 师 范 学 校 参 加 一 年 培
训。到外岛外地任教的有：
雅加达八华学校 9 位；雅加
达吉祥山学校 3 位；美里达
小天使学校 3 位；泗水新中
学校 2 位；泗水小太阳学校
1 位；雅加达巴中学校 1 位；
雅加达崇德学校 1 位；直木
港先锋三语学校 1 位。也
有继续深造的学生，坤甸共
同希望语言学院 3 位；丹戎
布拉大学 2 位。

2020年新冠疫情突然来
袭，补习班当然也受到了打
击，流失了一部分学生。但
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老师
们坚持线上教学，大部分家
长也支持，想方设法推动孩
子继续上课，比如时间一到，
就主动把手机让给孩子上
课。因此，很侥幸，在种种困
难中，横屏山补习所还是坚
持下来了，今年还派出了 8
位年轻教师到外地任教。

现在，补习所的校长就
是秦露露老师。秦露露校

长为补习所的发展作出许
多贡献。她不但脚踏实地
认真教学，培养出了多名华
文教师，本身也不断继续进
修，读完了暨南大学的华文
教育本科远程教育，又参加
了湖南师范大学的师范专
业硕士班，在忙碌的工作中
坚持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
教学和管理水平。她的言
传身教起了一个很好的带
头作用，不但老师们都向她
学习，补习班已有的四届毕
业生，大多数在毕业后也从
事与中文有关的行业。

横屏山华文补习所，当
初还如那幼弱的小树苗，在
秦露露校长和老师们的辛
勤栽培与各界爱心人士的
灌溉下茁壮成长了。它在
风雨中迎风挺立，花朵盛
开，果实累累，这些年付出
的艰辛努力渐渐有了回报。

虽然，如今由于新冠疫情
的缘故，面临一些资金和设备
方面的问题。但我们相信，一
定能克服困难，让横屏山华文
补习所这棵小树不断成长、不
断花朵盛开、不断结出果实。
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出
山村小镇，到外面更广阔的天
地经风雨、见世面，在原有的
基础上，继续学习更多知识，
为印尼的华文教育作出更多
贡献！ 黎素妮

山村小镇的华教风采
——西加横屏山华文补习所发展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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