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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界 关 注

专家学者解读华侨兴教——

“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报记者 徐令缘

教育救国，启迪民智

“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海外华
侨华人怀着赤诚之心，在不同领域内贡献
着他们的力量。我们看到，中国教育现代
化问题将这些华侨知识精英与他们的故乡
紧紧联系在一起。”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
产学院教授、陈嘉庚研究中心主任曾玲是

“华侨华人与中国教育现代化”学术研讨会
的主要策划人，她谈道：“在内忧外患的局
势之下，‘教育救国，启迪民智’是这些南
洋华商与华侨华人知识精英为中国现代化

‘开出的一副方子’。”
在中国近代风起云涌的舞台上，活跃

着一批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奔走呼号的华
侨华人，留下诸多令海内外学子至今难忘
的故事。

医学专家伍连德不仅在防疫领域贡献

突出，同时心系中国公共卫生的未来，投身
医学院的创办与公众卫生知识的教育中。

厦门大学与集美学校的创办者陈嘉
庚，耗费巨资兴办教育。资金困难之际，
他“出卖大厦，维持厦大”，此举被黄炎培
评为“毁家兴学”。厦大前任校长林文庆受
陈嘉庚所托，与他立下“为厦大奋斗到死”
的约定。

“回国前，林文庆在南洋事业有成，
身份显赫。他接受邀请，回到中国当厦大

校长，主要源于他对故乡的情感以及对教
育事业的重视。林文庆认为，与其在政治
经济领域发挥自己的能力，不如投身教育
事业。这不仅因为他本人学识广博、融贯
中西，在教育领域有所专长，更因为他相
信，青年掌握了知识才能真正成长为国家
的栋梁之材，解决教育问题才能解决中国
的根本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
黄贤强说。

多元共进，殊途同归

“中国教育现代化百年历程中，华侨
贡献显著。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也惠及侨
胞自身。”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
人研究院教授陈奕平从暨大校史展开讨
论，深入阐述暨大作为官办侨校在中国现
代教育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陈奕平谈到，暨大的设立与中国教育
现代化的缘起和发展紧密相关。作为官办
侨校，暨大创办的初心之一，是为东南亚
华侨子女提供接受教育的场所。为适应与
本土不同的生源特征，暨大在教学方案和
培养模式的设计方面天然具有国际化视
野，暨大与教育现代化理念的发展要求天
然契合。

设立董事会制度、单独招生……暨大
创造性的办学模式和管理机构设置方式，
充分体现侨校特色。暨大保留中华文化传
统的同时吸收海外教育理念，这种实践为
中国教育现代化提供了诸多宝贵经验。

“南洋华商与华侨华人知识精英倡导
‘教育救国’，提出了一批颇有建设性的具
体解决方案。”曾玲认为，精英教育只是陈
嘉庚教育理念的一部分，他同时心系公民
教育的普遍推行。陈嘉庚曾言：“教育为立
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自 1913 年创办
集美小学，他始终关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
和公民教育的发展，先后主持创立航海、水
产、会计等等职业学校，同时兴建博物馆。

黄贤强将华侨华人对中国教育现代化
的贡献总结为“多元共进，殊途同归。”他
谈到，华侨华人在中国兴办教育时，专注
于不同领域，秉持着不同理念。但他们兴
办教育的目标“殊途同归”，无论高等教育

还是职业教育，让中国人得到更好教育、
储备更多人才为国服务，是他们共同的理
想与心愿。

中西结合，家国情怀

“华侨华人重视教育，无论自己家境
如何贫困，都要让子女接受教育。他们十
分重视子女对中华文化的传承。”陈奕平指
出，华侨华人参与中国教育现代化源于他
们对祖（籍）国的情感和对中华民族、中华
文化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华侨兴教兼顾中
华文化认同与国际视野，是中西结合的产
物，也体现浓厚的家国情怀。他们认为，
教育现代化不是完全西化，而是在中国自
身传统与文化传承基础上展开的现代化。
直到如今，中国教育依然走在世界文明成
果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上。

“了解华侨华人投身中国教育事业的历
史、动机和特点，有利于引导更多力量参
与中国教育现代化。”陈奕平说。

黄贤强提到，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共
同体的认同感是他们为祖（籍）国无私奉献
的重要推力。同时，华侨华人群体聚焦教
育问题，还有几方面影响因素：一是中华
文化长久传承的崇文重教理念，二是对

“教育兴国”理念的认同，三是国际化视野
与海内外资源对接的能力。三者共同作
用，让教育事业成为南洋华商与华侨华人
知识精英们在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格外
关注的领域。

南洋华商与华侨华人知识精英们为什
么在中国兴办教育？曾玲说：“除了强烈的
家国情怀，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他们在教
育事业中探索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前进方
向。许多南洋华商与华侨华人知识精英在
中西文化之间往返穿梭，思想呈现出‘东
西交汇’特点，形成中西结合的多元价值
体系。多元包容的人文情怀、融通东西的
文化理念，让他们心怀对中国现代化发展
方向的展望，走入培养人才的教育领域。
可以说，华侨华人的贡献为中国教育现代
化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对中西结合
理念的思考与实践，对当下甚至未来仍有
指导意义。”

近代以来，海内外中华儿女多方追
寻救国图强之路。一批南洋华商与华侨
华人知识精英提出“教育救国”主张，并
身体力行将此理想付诸实践，留下如厦
门大学、集美学校等意义深远的成果。

近日，“华侨华人与中国教育现代
化”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办。此次会

议由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厦
门大学档案馆（文博管理中心）、华侨博
物院主办，厦门大学陈嘉庚中心承办，陈
嘉庚纪念馆、厦门侨史学会协办。海内外
学者围绕“华侨华人与中国教育现代化”
这一主题进行了为期2天的研讨，深入探
讨华侨兴教的历史意义与当代内涵。

据福建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消息，第一届中国侨智发展大会将于 12月
20 日至 22 日在福州举办。大会以“五洲聚

‘福’汇侨智，同心共圆中国梦”为主题，围
绕经济发展等重点领域，开展侨界人才交
流合作。

福建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永礼表
示，大会将着力打造全国华侨华人政策措
施的发布平台、全球侨界专业人士联谊互
动的交流平台、侨界学术与创新成果的展
示平台以及侨界人才项目资本的对接服务
平台，努力建设“聚侨智、促发展”的常设
性国家平台。

据王永礼介绍，大会立足福建、服务
全国、面向海外，预计安排 17 项重要活
动，包含业界学术交流、创新成果展示，
科创现场竞技、产学研用对接，智技成果
推荐等。

此次大会立足新时代、融入新格局，
坚持“新侨”与“老侨”并重。大会邀请嘉宾
来自五大洲 3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既有影
响广泛、卓有成就的侨界老一辈科学家、
学术专家，也有思想活跃、朝气蓬勃的新
华侨华人和华裔新生代代表（年龄45岁以下
的占50%）。

“本次大会的定位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发
展趋势，发挥华侨华人人才资源优势，汇
聚侨智，促进重点领域海内外人才交流合
作，助力中国科技变革和产业升级。”中国
侨智发展大会组委会副主任、中国侨联副
主席程红表示，汇聚侨资侨智，助推“两国
双园”等重点项目建设，推动“一带一路”经
贸合作和科技成果共享。

福建福州是全国重点侨乡。如今，有
430多万榕籍乡亲分布在 170多个国家和地
区。近年，福州全力优化涉侨营商环境。
2022年以来，福州累计引进落地 17个侨资
项目，合同外资共计5.31亿美元。

据了解，大会邀请侨界专家和技术人
才、海外专业社团、侨商代表、重点科技
社团、侨界青创代表和国内科技园区、企
业界、科研院所、高端智库、投资机构重
点人士等相关代表出席。 （据中新社电）

由宁波博物院与中国华侨历史
博物馆联合主办、上海中医药博物
馆协办的“侨行万里 一脉岐黄——
华侨华人与中医药文化展”日前在宁
波帮博物馆拉开帷幕。

展览以实物、文字、图片等形
式，回顾了华侨华人与中医药文化
的海外发展史，展现了世界各地“宁
波帮”同乡及商会组织在中医药文化
传播领域的贡献。展览期间，观众
可近距离参观中草药标本墙、中药
铺历史风貌场景及千顷堂书局出版
的珍贵中医药书籍等。

据介绍，自唐宋至明清，宁波中医
药界名家辈出，涌现出陈藏器、臧中
立、滑寿等百余位名医；寿全斋、香山
堂、冯存仁堂等一批甬城中医老字号
品牌流传至今。在近代，“宁波帮”商人
群体在中药贸易领域扮演了重要角
色，甘陕川、豫鲁冀、两广等地的药材商
帮常在宁波买卖药材。宁波近代发达
的金融业也带来了货款汇兑优势，为
来往药材商帮开展业务提供了便利。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2024 年 3 月
10日。

本报记者 林子涵摄影报道

图① 观众参观包含中医药内容的侨批展品。
图② 展厅一角。
图③ 展览搭建的中药铺历史风貌场景。

“侨行万里 一脉岐黄”展览
在浙江宁波开幕

““侨行万里侨行万里 一脉岐黄一脉岐黄””展览展览
在浙江宁波开幕在浙江宁波开幕

陈嘉庚像矗立在厦门大学校园内，静静守望着这所“博集东西各国之学术与精神”的百年学府。 厦门大学供图

厦门大学芙蓉湖景色。 厦门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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