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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书法、武术、汉服……近年来，海外华文教育发展
如火如荼，并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多姿多彩的中华
传统文化活动，使华裔青少年有机会学习中华文化，“云游”
祖（籍）国大好河山，领略祖（籍）国发展风貌。如今，全球
华文学校百花齐放，法国小熊猫学校就是其中一员。

文化为桥 跨越山海

“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着大地般
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稚嫩的童声构成第四届

“全球华语朗诵大赛”法国赛区的主旋律。作为大赛承办方之
一，法国小熊猫学校一直将传播中华文化、推广华文教育作为
办学目标。

小熊猫学校隶属法国中法家庭联合会，其成员主要来
自中国新一代移民家庭和热爱中华文化的法国家庭。

“我们联合会是在一次偶然机会下成立的，”法国中法家庭
联合会主席、小熊猫学校校长罗坚介绍，“2012年，我和身边68
个中国移民家庭共度春节。气氛正酣时，有人提议成立一个家
庭联合会，方便移民家庭互通有无，聊慰思乡之情。更有人对子
女的中文学习表示担忧，提议成立一个华文学校。”

2013年，法国小熊猫学校正式成立。回忆办学之初的种
种困难，罗坚感慨万千：“那时，我们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
甚至想过在快餐店上课。我们曾一度感到迷茫和挫败。然
而，看到孩子们眼中学习中文的热情，我们就坚定了办学信
念。”如今，在中法家庭联合会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小熊猫学
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荣获海外“华文教育示范学校”称号。

创新课堂 寓教于乐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面对当今教育技术日新月异的发
展，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者既要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也要不断
创新教学形式，提升办学质量。

罗坚介绍：“华文教育非常考验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课堂
设计。教师要懂得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运用多种教学
手段帮助学生创造自己的作品。惟进取也，故日新。我们的华

文教师会定期组织学生参加动漫课堂、实景课堂等新型中文
教学活动，以趣味华文课程吸引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

华教老师叶婷婷表示：“有效的文化传播要建立在双方
共同欣赏与理解的基础上。正如法国有木偶戏，中国有皮影
戏，两种艺术形式既有不同点，又有相似之处。在日常教学
过程中，我会设计木偶戏、皮影戏等表演活动，让学生亲身体
会两种文化各自的独特魅力。”

推动海外华文教育高质量发展是许多华侨华人的共同
诉求。“我希望孩子领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让民族精神在
她心中落地生根。”学生家长栗俊表示，“从孩子三岁起，我
就让她系统学习中文。如今，她很愿意用中文表达观点，经常
与同伴分享传统文化故事，这让我倍感欣慰。”

杜墨子今年 10 岁，是小熊猫学校的一名学员。对他而
言，中华文化生动又有趣。他说：“我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绘画
比赛和全球华语朗诵大赛。这些活动都是我主动报名参加
的。我真的很喜欢中华文化，希望有机会能到中国看看。”

线上课堂 教学相长

新冠疫情暴发后，“停课不停学”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
闯入生活，也给法国华文教育带来很大挑战。

罗坚表示：“疫情之初，很多老师和家长对线上教学持
否定态度。线上教学怎样保证课堂互动？如何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怎样满足不同程度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质疑的声音很
多，也对华文教师提出更高的授课要求。”

“我们最小的学生只有 3 岁，注意力集中时间短，”叶婷
婷介绍，“我们必须浓缩课堂内容，把一节课控制在 20 分钟
左右，还要设置丰富多彩的课堂互动环节，利用字卡抢答、
角色分配、玩偶教学等游戏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打造
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让学生在线上教学中获得更多参与感
和成就感。”

罗坚表示：“线上华文教育大有可为。线上平台不仅可以
进一步扩大华文教育影响，还可以融合多元智能方法改善华
文教学质量。相信在一代代华教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会有
更多华裔青少年融通中外，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传
播者。”

法国小熊猫学校——

中文教学妙趣横生
睿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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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亚裔总商会举办圆桌会议

近日，全美亚裔总商会在洛杉矶举办面向亚太裔小商业
主的圆桌会议，探讨发展现状和困难，吸引了近百人参加。

与会的小商业者与联邦和洛杉矶相关部门官员对话，反
馈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如劳动力缺乏、联邦补助申请
复杂、企业经营困难、语言障碍等，让政策制定者更了解亚
太裔社区需求，以便找到解决方案。

全美亚裔总商会会长董继玲介绍，总商会代表全美265万
亚裔小商业者及企业家，与全美120多个少数族裔商会及伙伴
组织合作。去年，通过总商会的“亚裔坚强”计划，亚裔小商
业者收到了400万美元补助金。

（据美国中文网）

欧洲华人律师协会举行2023年度年会

近日，欧洲华人律师协会在瑞士苏黎世举行协会年度会
员大会以及“在新纪元下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法律挑战”主题研
讨会，以庆祝欧洲华人律师协会正式成立十周年。

大会选举组建新一任理事会，推选顾群继任协会会长。在
主题研讨会上，发言嘉宾就中欧投资和商业活动中的常见问题
进行了广泛讨论。参会专家根据各自的工作经验和体会，提出
了富有启发、切实可行的建议和观点。

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在欧执业和工作的协会会员
的专业提升、视野拓展提供助力，并为进一步加强律师与企
业的合作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促进了中欧律师
界和商界的业务交流与合作。

（据《欧洲时报》）

法国侨妇联庆祝成立15周年

近日，法国华侨华人妇女联合会成立15周年庆祝活动在
巴黎举行。

中国驻法国使馆临时代办陈栋、使馆领侨处参赞万磊、
法国华侨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陈岚、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蔡
君柱等嘉宾与旅法侨界妇女代表共同出席庆祝活动。

陈岚在致辞中表示，协会历任会长在不同时期克服各种
困难，在团结侨胞、活跃侨社、公益慈善、促进融入等方面
作出贡献。蔡君柱表示，长期以来，旅法侨界妇女自强自
立、吃苦耐劳，是旅法侨界发展建设的重要力量。15 年来，
法国华侨华人妇女联合会用自身行动书写中华女性的美好篇
章，在推动中法民间友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中新网）

两家湖北商会暨联谊会在非洲成立

近日，肯尼亚湖北商会暨联谊会、南非湖北商会暨联谊
会分别在内罗毕、约翰内斯堡成立。中国驻南非约翰内斯堡
代总领事周育江等到会致辞并揭牌。湖北省侨联代表团分别
在两地参加了商会暨联谊会的成立大会。

肯尼亚湖北商会暨联谊会会长邹广川表示，商会为在肯
华人搭建了共同家园，它将成为湖北和肯尼亚之间进一步密
切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南非湖北商会暨联谊会会长乔玉镜表示，商会将尽力为
会员提供服务，维护华侨华人合法权益，促进中国、南非贸
易关系的发展，推动商会创新发展，提高服务水平，解决会
员实际问题，建立与中国企业之间的交流平台。

（据湖北省侨联微信公众号）

南美河是海南母亲河——南渡江上游
的一条支流，发源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霸王岭片区，附近有海南长臂猿的栖息地。

近年来，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积极
搭建完善“县、乡（镇）、村”三级河长湖长体
系，各级河湖长实行动态管理，已设置河长、
湖长公示牌257块，河湖管护员380名。

图为近日，在白沙县青松乡青松村，
河湖管护员巡护南美河。

李天平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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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融合 打开思路

来自广东省汕头市的华侨陈斯嘉
本科毕业后前往美国求学，此后一直
在洛杉矶从事当代艺术研究。陈斯嘉
的父亲陈传生是剪纸非遗传承人，在
父亲的影响下，陈斯嘉自小便对剪纸
十分熟悉。

2016年，揭阳潮汕机场面向公众公
开征集艺术作品，以提升机场的文化氛
围。这次偶然的机会让陈斯嘉开始思考
剪纸是否有传统形式以外的可能性。

在构思作品时，陈斯嘉首先想到了
潮 汕 机 场 的 国 际 航 空 运 输 协 会 代 码

“SWA”，这对她来说是“家的代码”。“之
前在北京学画时，有次过年回家，所带
的画超重了，但手头现金不足，无法支
付超重费用，当时我差点急哭了。有个
大叔看到我行李箱上的‘SWA’三个字
母，便说‘我也到汕头，这些画算我的。’
在大叔的帮助下，我顺利地回到了家。”

创作作品时，陈斯嘉与父亲合作，
自己负责创意，父亲负责剪纸，打造

“既传统又现代”的潮汕风格。两人联合
创作的公共艺术作品《SWA》以“SWA”三
个字母为载体，以非遗剪纸为表现手
法，集合潮汕地区的历史文化要素，描
绘潮汕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十几个民俗活
动。现在，《SWA》成为潮汕的地标，是
游客落地潮汕必到的“打卡点”。

谈及设计理念，陈斯嘉说：“潮汕
是著名侨乡，潮汕机场有许多国际航班
和国内外旅客，是华侨华人回乡的第一

站，需要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以展现
潮汕的文化和传统。而若仅是展现传
统，则与机场现代化的氛围格格不入。
因此需要将现代与传统结合，将文化与
艺术结合。”

“和父亲的这次合作让我看到了剪
纸和当代艺术结合的可能性，也打开了
思路，明白剪纸可以更有创意地运用在
不同场景、不同作品上，我对剪纸的魅
力有了更深层次的感受。”陈斯嘉说。
自此，陈斯嘉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
剪纸元素，并在此过程中与家乡及家乡
文化有了更深层的连接。

尝试变革 推动传播

在推动传统剪纸与当代艺术“破壁”
的过程中，陈斯嘉做了许多尝试。

与 传 统 剪 纸 材 料—— 红 纸 相 比 ，
陈斯嘉作品的材料比较多样。“材料不
仅是载体，更是艺术表达的一部分，
因此，材料也需要与当代有联系，需
要和主题息息相关。”在陈斯嘉的作品
当中，可以看到如杂志广告、档案等
视觉材料，让作品带上了时代的痕迹。

在设计方面，传统剪纸强调“连续
性”，要“一张纸不剪破”，而陈斯嘉的作
品则是用许多不同材料的剪纸拼贴、连
接、堆积，组合成带有传统中国山水画
构图的风景，让观众通过作品中的碎片
化信息“一叶知秋”。

同时，陈斯嘉非常关注作品与观众
的互动和情感连接，希望观众也能参与
到创作中。“我希望我的作品与观众有

关。观众融入艺术创作过程，才更容易
对作品产生亲切感，也能从作品中得到
更多感触。”

在设计美国北堪萨斯城雕塑 《绽
放》 时，陈斯嘉首先向当地民众征集
意见，探寻当地民众心中的北堪萨斯
城“城市记忆”，然后以剪纸的形式表
现跨河大桥、当地吉祥物蜜蜂等。“这
也是推广剪纸的过程，能够让当地民
众对作品、对剪纸产生亲切感，剪纸
并不是远在东方的艺术，剪纸也能够
与他们息息相关。”

陈斯嘉还通过多种方式向美国民众
传播剪纸艺术。除在当地开讲座、工作
坊外，她还将剪纸与日用品结合，尝试
开发面向大众的衍生品，让艺术生活
化，让生活艺术化，让大众在使用的过
程中逐渐了解剪纸。“剪纸这项艺术需
要保护，更需要传承。我希望大家通过
我的作品了解和关注这项艺术。有爱才
有保护，才能实现传承。”

对陈斯嘉来说，剪纸也意味着家
乡，时刻提醒她在前行时不要忘记来
时路。

记录经历 引发共鸣

艺术源于生活，陈斯嘉常在作品中
融入自己的生活经历。陈斯嘉自小便远
离家乡，因此格外关注有关“迁徙”“移
居”“移民”的问题，乐于探索不同地
域的差异性和包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文
明互鉴的思考。

在最新系列作品“跋山涉水”中，陈

斯嘉以剪纸作为视觉语言，讲述自己作
为第一代移民的经历。对陈斯嘉来说，

“跋山涉水”是一段充满了冒险与收获的
旅程。“它反映了很多移居他乡、他国
的人的故事，包括我自己。远离家乡的
理由有千万种。往外走的这条路上，每
一个人都有艰辛的时刻，也有觉得有回
报与值得的瞬间。”陈斯嘉说。

在作品中，陈斯嘉采用了许多与移
民社区有关的资料，如餐馆菜单、签证
申请表等，将其做成剪纸，再拼贴成作
品中的山和水，记录下移民、移居群体
这些共同的经历和感受。外界也得以通
过这些信息感知并了解这个群体的喜怒
哀乐。观展人在陈斯嘉的作品前常常驻
足良久，思考甚多。

一次艺术展上，一位犹太人引起了
陈斯嘉的注意。“他在我的展位前停留
了很久。作品里餐馆的菜单让他想起自
己和家人曾在那个餐馆用餐，每次都看
到老板在店里忙得满头大汗。这让他对
餐馆老板、对中国人产生由衷的敬意。
这件作品也串起了他许多关于中国社
区、移民后裔的记忆。”陈斯嘉回忆。

这正是陈斯嘉不断追求的——让作
品表达自己所想，带给他人更多感触。

“我希望通过‘跋山涉水’系列作品，让
大家看到个体的喜怒哀乐和奋斗，看到
移民群体为加入当地所做出的努力，希
望能有助于打消对于移民群体的误解和
污名化。”

“好看与否不是最关键的，更重要的
是作品与当下社会有怎样的联系，能否
反映艺术家的思考、批判和建议，能否
与观众产生深层的连接。”陈斯嘉说。

旅美艺术家陈斯嘉——

推动传统剪纸与现代艺术交融
杨 宁 范晟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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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艺术拥有 1500
多年的历史，流派众多，
流传甚广。近些年，华侨
华人不断推动这项传统艺
术现代化，融合现代艺术
理念与传统剪纸，探索剪
纸的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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