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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如王羲
之、欧阳询、颜真卿、
虞世南、褚遂良、赵孟
頫、柳公权等书法宗师
辈出，褚遂良的书法有
一种空灵俊秀之美，正
所谓‘褚书提笔空，运
笔灵，瘦硬清挺，自是
绝品’。”

古稀之年的印度尼
西亚文远书画苑院长欧
阳文植如是说。

欧阳文植常年研习
褚遂良书法，如今已成
为印尼华人圈的知名书
法家。今年中秋节，由
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外事办公室联合
主办的 2022 年“花好月
圆”中秋文化交流活动
走进印度尼西亚，他在
互联网上与云南的书法
家进行了一场跨越山水
的中秋笔会。

欧阳文植 1949 年出
生 在 印 尼 ， 其 父 母 于
1940 年由中国广东汕头
移居印尼。“我自小就喜
欢 练 习 书 法 ， 父 母 常
说：字如其人，一个人
的品行、性格和举止可
从他写的字中看出来。”

长大后，欧阳文植
进入印刷行业，与各种
文字打交道。“中文、英
文、阿拉伯文……世界上
有上千种文字，文字在承
载信息的同时，亦呈现出
不同的书法艺术美感。”

作为一名华人，他
尤爱中国书法之美。欧
阳文植认为，中文由点
和线组成，线条之所以
能给人美感是因为它能
使人产生相应的感受，如水平线使人感到广阔、平
静；垂直线使人感到挺拔、升腾；曲线使人感到柔
和、流动；斜线使人感到危急和险峻。“中国的书法
家善于利用线条的表现功能，运用笔墨技巧展现出
各种意境和情趣。”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欧阳文植因工作繁忙，无
闲暇时间研习书法。直到 2003年，他因病逐渐退出
印刷行业。2008年赋闲后，他闷闷不乐，身体健康愈
发不佳，于是想起了书法。在书写时，伴随着毛笔的
轻、重、缓、急、提、按、顿、挫，他找回了快乐。

“练习书法有助于健康。”欧阳文植说，练习书
法必须精神集中、排除杂念、平心静气、意气并用
地“调心调息”。而在书写过程中，要姿势端正，身
直头正，臂开足稳，密指执笔，掌虚腕平，这就是
在“调身”。

后来，他在印尼成立了文远书画苑，汇聚一批喜
爱中国书画的华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他们常常
到中国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多地进行书画交流。

在与中国书法家探讨切磋的过程中，欧阳文植
加深了对中国书法的认识。“书法的线条相互协调才
能产生艺术美感，书法的理想境界就是和睦，是以
宽阔的胸怀、上善若水的气魄做到兼容并蓄。”

近年来，欧阳文植带领文远书画苑成员在印尼
出席各种活动，努力展示中国书法线条之美以及其
所蕴含的“和睦”理念。令他欣喜的是，越来越多
的印尼民众喜欢上书法，进而学习了解到中华文化。

（据中新社）

缘起

1996 年，还在读高二的我很幸运地
获得了去莫斯科大学学习的机会。7个学
年的本硕连读后，我回到家乡陕西西安
工作。利用我的俄语优势，从事对俄贸易
相关工作。一次偶然机会，生活向我打开
了另一扇门。

2003 年，我在新疆出差期间，巧遇
莫斯科大学的同桌叶琳娜，由她引荐，
结识了正在中国进行工作访问的哈萨克
斯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捷列先科先生。
作为中哈两国建交的参与者，捷列先科
先生对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关注，热情地
邀请我担任他的中文翻译。这是无比的
荣幸，我当场就高兴地答应了。

就此，我和哈萨克斯坦结缘。2003年，
大家对哈萨克斯坦几乎完全不了解，印象
中的关键词无非是张骞、西域、沙漠、戈
壁、飞鹰等。到了那儿我才发现，这个国家
是个大宝藏，是个被风沙掩盖着的金矿。
我们这个邻国，地广人稀、资源富饶。我觉
得，充分挖掘其潜力是一条光明大道。

捷列先科先生对中国非常感兴趣，
也与中国保持了密切往来。那时，我常
陪同他到访中国，同时会尽我所能地整
理中国的发展经验，供他参考。有一次
他问我，希望在某个城市建设一个花园
广场，但是政府资金不足，中国有没有
相关经验？我就整理了西安大雁塔广场
的建设开发案例提交给他：当地政府与
房地产公司合作，政府提供地，公司负
责建设。我感动于他对中国共产党治理
能力和国力增长的真心佩服，也很高兴
能够传递中国宝贵发展经验。

没想到，我又得到了一个机会，得
以充当中哈之间的“超级联系人”。

穿梭

2005 年，欧亚经济论坛成立之年，
应陕西省政府邀请，捷列先科先生第一
次访问陕西，到了我的家乡西安。他对
我说：你的家乡很漂亮，是古丝绸之路
的起点，从地图上看又位于中国的中心
位置。将来，这里会是中哈合作的一个
关键地区、活跃地点。你应该多在这里
精耕细作。

2008年，随着捷列先科先生的工作重
心偏向哈萨克斯坦国际一体化基金会，我
被任命为基金会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代
表处就设在西安。从此，我开始作为哈方
驻华代表穿梭于两国，肩负从中国招商引
资、拓展中哈人文交流的责任。

基金会是个大平台，我负责牵线搭

桥，对接中方企业和哈方资源。我们花
12 年时间帮助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考
察并投资建成水泥厂，花 8 年时间帮助
哈萨克斯坦用中国的技术和理念建设 2
座小型水电站，花 12年时间学习借鉴中
国冶金技术和工业经验开发哈萨克斯坦
有色矿藏，用中国技术、中国经验、中
国设计帮助哈方建设了几个农业工业生
产制造项目。

没想到，前方还有更多机会在等着
我。2009 年，陕西省主要领导第一次率
团出访哈萨克斯坦。代表团发现，无论
是在油气开采加工领域，还是农业领
域，陕西与哈萨克斯坦都高度互补。会
晤中，哈方提出，希望双方互派代表机
构，加强长期合作交流。因此，我得到
了来自家乡的一项新任命：陕西省商务
厅驻哈萨克斯坦商务代表处总代表。

2010 年，因为在中国的招商引资工
作出色，我晋升为基金会秘书长。我的
工作重点是推动陕西与哈萨克斯坦的合
作。对于陕西企业在哈现状，我总结了
四个“最”：落地企业最多，有120多家，从
省市级国企到民营企业都有；合作领域最
宽；合作程度最深；人员往来最频。此外，
在哈留学的陕西学生也特别多，可能占在
哈中国留学生总数的1/6。

本着对那些经我引荐招商进入哈萨
克斯坦的中国企业负责到底的态度，我
在 2017年又多了一个社会身份：哈萨克
斯坦陕西商会会长，可以尽我所能参与
保护在哈中国企业和留学生的利益。

探索

有人笑问：你到底代表谁的利益？
我的追求是：探索实践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合作的新方法。与哈方商务部门
打交道时，商会会长的身份比政府代表的
身份更易得到信任；到中国招商引资时，
基金会秘书长的身份最适合推介宣传；而
进入政务和法律层面的商讨时，商务总代
表的身份更利于开展商事磋商来保护企
业利益。不同身份之间的转换，可以获得
更好的效果，实现大家的互利共赢。

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后，中哈交流合作越来越紧密，我也更忙
了，常被访客堵在办公室，甚至有人专程
从深圳来拜访。但是，我逐渐有了挫败
感：合作洽谈的成功率太低。我思来想
去，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信任不够。

于是，本着“别人不干我们干，当
仁不让抢先干”的心态，我于 2017年成
立了陕西陕哈集团有限公司，把 3 个我
任职的资源平台带来的合作信息作为目
标，自己落实项目，解决我在充当“桥
梁”过程中遭遇的各种“痛点”，也抢抓
自己的发展机遇。

经过几年实践，我完成了很多原来有
想法却得不到支持的项目。比如，为了打
开西安与中亚国家的空中联系，发展客运
和货运的直航运输，我们促成西安与哈萨
克斯坦努尔苏丹和阿拉木图合作，分别在
2016年和2020年开设直航并加密班次。

2018 年，陕哈集团对哈合作业务开
展的第一年，我们就实现了 6500万元人
民币的营收。实践证明，中哈合作是值得
信任的。如今，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
哈合作日益紧密。我愿做中哈更高水平更
大规模合作的助推器，希望越来越多的中
哈企业可以抓住这波机遇。

上图：何诚 （右二） 陪同哈地方政
府代表团考察陕西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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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侨胞何诚——

愿做中哈合作的助推器
本报记者 张 红

哈萨克斯坦侨胞何诚——

愿做中哈合作的助推器
本报记者 张 红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何诚是哈萨克斯坦陕西商

会会长和陕西陕哈集团董事
长，也是哈萨克斯坦国际一体
化基金秘书长，还被聘为陕西
省商务厅驻哈萨克斯坦商务
代表处总代表。疫情前，他常

年往返于中哈两国，时间在两
国之间基本均分。大家称赞他
有远见、抓住了“一带一路”这
个机遇，他笑言“机会总是青
睐有准备的人”。

以下是他的自述。

秋收时节，云南省罗平县的广袤大地上，金色稻田把
大地装饰得如诗如画。当地农民利用晴好天气，积极开展
秋收秋割。图为九龙街道山后村的稻田景色。

毛 虹摄 （人民图片）

侨 乡

新 貌

云南罗平：金秋大地稻菽香

1898 年，在孙中山“教育救国”思想的感召下，
世界第一所近代华侨学校在日本横滨建立。120 余年
间，这所学校几经变迁，成为如今的横滨山手中华学
校，依旧站在引领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潮头，探索
不止。

19 世纪末，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前身“大同学校”
建立时，海外华侨教育还普遍沿袭传统私塾模式，教
学内容也局限于儒家经典。在日华侨华人为求变革，
探索新式教育，一手创办大同学校，开设 9门近代化
课程，首推男女学生同班，就此开启世界近代华文教
育先河。

此后，学校经历曲折，师生分散又重聚，校舍
毁坏又重建，几经更名后在 1957 年定名为横滨山手
中华学校并沿用至今，成为日本五所全日制华文学
校之一。

“我们跨越三个世纪的办校历史无可替代，但积
累下的教育经验和模式可供广大华教同仁借鉴推
广。”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校长张岩松表示，当前，海
外华文教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转型压力，海外华校
只有团结起来，集思广益，才能探索出可行的应对
路径。

华校转型趋势虽早已显现，但新冠肺炎疫情的到
来按下了加速键。

2020年2月26日，考虑到日本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持续增加，疫情形势日渐严峻，张岩松做出了休校、
改上网课的决定。

彼时日本口罩短缺，许多人因缺少防护感到恐
慌。忙于转向网上教学的同时，学校还将热心侨胞捐
赠的口罩免费邮寄到每位学生家中，以解燃眉之急，
许多学生家长因此感动落泪。

“面对冲击和挑战，我们最有效的武器是团结，

要稳住人心。”此后几个月，张岩松一边追踪疫情，
一边安排线上课程、组织教师培训，学校形成成熟的
线上教学模式，也获得家长认可，当年招生报名人数
创历年新高。

“团结、挑战、创新、引领。”张岩松如是总结疫
情下转危为机的心得。但他同时表示，虽然海外华校
在疫情中积累了一定的线上教学经验，但华校转型升
级是更为宏观的时代课题，实践中的海外华文教育从
业者仍然对未来发展道路感到困惑。

为了探索海外华文教育在新时期的发展之路，张
岩松于2020年底发起成立全球华校联盟，希望形成全
球华文教育共同体，凝聚群体力量。

“联盟筹备成立时，全球各地的华校代表不顾时
差，几乎‘随叫随到’地参加线上会议。”张岩松表
示，这些华文教育人有着同样的坚守与执着——让中
华语言与文化在海外代代传承。

“海外华文教育最终要实现‘育人’，这与教书完
全不同。”张岩松认为，海外华文教育要传承的是

“勤劳奋斗、自力更生、包容开放、进取创新、团结
互助、诚信守则、敬祖爱乡、善邻友好”的华侨华人
精神，无论是海外华侨华人社会，还是 120余年来始
终引领新潮的横滨山手中华学校，都是在这一精神的
激励下传承至今。

“海外华文教育应当在技术上实现数字化、网络
化、数据化和智能化，通过转型升级赋予每所华校‘自
我造血’的生命力。”张岩松表示，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将
继续发挥自身凝聚力与影响力，形成辐射全日本华文
教育组织的华文教材中心、华文教师培训中心和华裔
学生活动中心，并依托全球华校联盟的交流机制，将实
践经验广泛分享给世界各地的华文教育工作者。

（来源：中新社）

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勇立潮头百廿载
门 睿 于 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