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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举办迎春音乐会

近日，斯里兰卡举办了“欢乐春节——2024 迎春美声
音乐会”，吸引了近千名当地的华侨华人、中资企业代表以
及斯里兰卡友好人士。在这场音乐盛宴中，来自中国南京师
范大学音乐学院等院校的师生演唱了《我爱你中国》《难忘
今宵》《可爱的家》《格拉纳达》等中外歌曲。斯里兰卡华助中
心中文学校的学生们也献上了精彩的舞蹈表演，为现场观
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的盛宴。

在音乐会上，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戚振宏发表致辞，强
调中斯两国在 2023 年达成的新共识，并对斯里兰卡的侨
民和企业在促进中斯友谊以及合作方面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表示赞赏。戚大使对斯里兰卡的华侨华人表示感谢，认为他
们在困难时期表现出的团结和互助的精神是友好关系不断
发展的动力。这场音乐会成为中斯两国人民共庆春节的美
好时刻，彰显了文化交流与友谊。 （来源：新华网）

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香港区颁奖

近日，香港举办了第24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香港
赛区颁奖礼，以嘉奖在比赛中表现卓越的参赛者。比赛由多
个机构联合主办，旨在引导香港学生深入思考与国家和世
界的关系，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升学生国民身份认同感。
来自近200所中小学的约1000份作品参与比赛，106份入选
复赛，这次比赛是全球华人学生共同展示中文素养和精神
风貌的盛会。

颁奖礼上，主办方为小学组和中学组的优胜者颁发了“嘉
庚杯”和“集友杯”等奖项。香港中华文化学院院长姜增和鼓励
学生们继续保持学习热情，追求卓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贡献力量。这一比赛不仅为学生提供展示才华的平台，更加强
了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和热爱之情。 （来源：新华网）

悉尼举行“四海同春”访演活动

近日，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
合会主办的2024年“四海同春”访演活动在悉尼举行。

“四海同春”艺术团献演了歌舞、杂技、武术、京剧、乐器
演奏和蒙古呼麦等十多个精彩节目，为当地华侨华人带来
一场极具中国韵味和春节喜气的文化大餐。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代总领事于杰在致辞中表示，“四
海同春”悉尼访演是中澳双方一次重要的文化交流，它将悉
尼春节系列庆祝活动推向了又一个高潮，同时也是澳大利
亚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生动体现，有力促进了中国与新南
威尔士州友好关系发展。 （来源：中新网）

江西南昌县在阿根廷举办慰侨活动

近日，江西南昌县慰侨活动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
利斯皇朝酒店举办。阿根廷江西总商会的会员们齐聚一堂，
共庆新春佳节，品味地道的中国美食，互致问候与祝福，现
场气氛热烈，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

活动由江西省南昌县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和南昌县归
国华侨联合会联合委托阿根廷江西总商会承办。这次活动
旨在庆祝新春佳节，弘扬中华文化，同时加深旅居阿根廷的
江西侨胞之间的友谊与团结。

阿根廷江西总商会会长刘芳勇在致辞中感谢南昌县人
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和南昌县侨联多年来对旅阿江西侨胞的
关心关爱。他表示，这次活动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新春佳节的
庆祝，更是南昌县政府对旅阿华人关爱的见证。

（来源：东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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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校长刘阿赫——

“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杨 宁 赵圆梦

澳大利亚书画家协会创始人邓学英——

把国画技法传给更多人
本报记者 杨 宁

澳大利亚书画家协会创始人邓学英——

把国画技法传给更多人
本报记者 杨 宁

1997 年 1 月，西班牙
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成立。3
个月后，刘阿赫来到学校，
接过了华文教育的接力棒。
教育的种子就这样悄悄种
下，长成一棵棵大树在塞维
利亚守望着——一根根枝
丫上结满了教育的果实，一
圈圈年轮上写满了过往的
故事。

乘风破浪乘风破浪

近年来，海南省海口市在西
海岸打造地标性品牌水上运动，
促进“文体旅”互通融合发展，推
动海口传统旅游消费和文化体育
消费优化升级。

图为近日，在海口西海岸，
帆船帆板等各类水上运动如火如
荼进行，为西海岸增添一道靓丽
的风景。

张俊其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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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2个孩子开始”

“成为老师，选择华文教育可以说是
一个机遇。”刘阿赫说，“之前我也试过在
其他领域工作。直到做了老师之后，我才
发现自己真的很适合很喜欢这个职业。”

大学期间，刘阿赫学的专业是国际经
济，从事教育行业是她未曾想过的道路。

“我觉得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我十分
喜欢小孩子，而学校这个地方又比较单纯
简单，我很愿意待在这里。”刘阿赫说。

1997 年 4 月 19 日是一个让刘阿赫难
忘的日子。这一天，她来到塞维利亚中文
学校，见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批学生：“我记
得特别清楚，刚见到这些孩子时我特别兴
奋。22个不同年龄的孩子挤在一间教室，
最大的11岁，最小的只有3岁。”

整个学校只有 22 个学生，面对长着
一副中国面孔却说不好普通话的他们，刘
阿赫感到紧张又激动。

22个孩子大都来自于中国南方，他们
在西班牙会说自己家乡的方言，对普通话
知之甚少。这让刘阿赫和孩子们的沟通变
得十分困难。

“当时，有一个年龄大一点的孩子普
通话还不错，又会南方方言，经常帮我做
翻译。我说一句，她译一句。现在想想真是
艰辛又有趣。”刘阿赫回忆道。

就这样，老师带着学生，大孩子带小
孩子一起学习——师生之间的关系也越

来越亲近。22个学生的父母大多数是开中
餐馆和做生意的，平常很忙，抽不出时间
陪伴孩子。西班牙学校的课程从周一上到
周五，塞维利亚中文学校的课程安排在周
六周日。周末来到中文学校上课逐渐成了
孩子们每周最期待的事。

一到周末，塞维利亚中文学校就充满
着活跃的气氛。有名年龄小的学生问刘阿
赫：“为什么中文学校每周只上两天课，能
不能再延长一点？”

看到孩子们对学校的喜爱，刘阿赫感
到十分欣慰。孩子们在一起，有着聊不完
的话题。塞维利亚中文学校逐渐成为他们
成长的大家庭。

“教师要终身学习”

教育如同种树。刘阿赫和学校老师们
种下的一棵棵教育树苗，几十年来扎根塞
维利亚、扎根华文教育，变得茂密而茁壮。

教师对于刘阿赫来说是未曾设想过
的职业。对于教师所需的品质，她认为：

“最重要的是教师要终身学习，和孩子们
一起成长。”

“当一个老师，需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知
识。除了语言，我们还需要教给学生其他的
知识。我自己非常喜欢看书，当了老师后，
教育领域的书我看了很多。”刘阿赫说。

进入 21 世纪，世界各地华文教育兴
起，海外中文学校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重
视。在众多学校中，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拥有

一个重要的优势——师资十分稳定。
来到学校的老师都对教育怀有热忱，

在塞维利亚中文学校待过之后，便被这种
温馨的氛围所吸引，选择留下来教学。

得益于这种稳定的师资环境，师生之
间非常熟悉，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成
长的过程中，这种稳定的环境对于孩子们
的语言文化学习都很有帮助，同时也有利
于塑造他们健全的人格。

塞维利亚中文学校的佳话口口相传，
许多在学校上过课的学生有了孩子后又
坚持了父母当初的选择。

刘阿赫回忆道：“有一次上课，我发现
一个学生特别眼熟，原来他的爸爸也在学
校上过课。父子俩长得特别像，一时间，我
都恍惚了，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感动。”

从塞维利亚中文学校走出来的学生
们去往世界各地，但心里满怀对学校的感
情。“有一次我们学校组织去参观马德里
大学，就是我们的毕业生在那里接待我们
的。”刘阿赫说，“逢年过节，还有一些毕业
生回来看望我们，给我们带了他们亲手做
的礼物。”

“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从塞维利
亚中文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文都十分流利，
其他方面的素质也得到很大提升。

“教育要面向未来”

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是西班牙乃至整
个海外比较老牌的中文学校。对于学校今

后的发展，刘阿赫说：“教育要面向未来。”
“时代发展真快。我们学校最开始的

几年，没有很好的中文教材，需要我每次
回国挑选好的教材带过来。而今，科技进
步了，各种信息资源很容易就能获取。学
生们懂的知识可能比我们这些老师还要
多。”刘阿赫感慨道。

“不要误人子弟”——刘阿赫一直把
这句话记在心里，时刻鞭策着自己。除了
日常勤勤恳恳的教学管理工作，她还会定
期对教学进行反思，组织其他老师一起商
讨改进课程结构。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如今
社会的迅速发展，对教师提出了一些新的
挑战。刘阿赫说：“我有时候也在想，教师
这个职业是否需要有一些新的定义。对于
教学来说，经验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光
有理论，纸上谈兵。我们这些老师经验都
很丰富，但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法也需
要学习了解，跟上时代的步伐。”

2023 年 10 月，西班牙华文教育大会
在马德里举行，刘阿赫作为塞维利亚中文
学校校长发言。她说：“教育是双向的。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也一直在学习。我们
是教育者，也是被教育者，需要不断学习，
不断进步，努力变成更好的老师和更好的
自己。”

“因为热爱，才会坚持。”在刘阿赫和
学校老师们的努力下，“22 个孩子和 1 位
老师”已经变成了“600 多个孩子和 20 多
位老师”，并将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
子成长。

国画是中华文化的灿烂瑰宝，一笔一画饱含着独特的
神韵。对祖（籍）国的热爱指引着华侨华人跨越山海，将富有
中国韵味的书画艺术带到海外，澳大利亚的书画家邓学英
就是其中一员。

中西合璧，互相交流

2012年，邓学英定居澳大利亚后，结识了一批对中国书
画怀有浓厚兴趣的华侨华人，大家对国画都非常热爱，但苦
于没有交流平台。于是，邓学英在悉尼组建澳大利亚书画家
协会，将国画爱好者聚集起来，共同交流绘画心得。

起初协会仅有十余人，如今已有200多个正式会员，爱
好者交流群也早已满员，来自各个国家的书画爱好者在群
里踊跃发言，相互学习。

邓学英说：“中国国画深受各国爱好者的喜爱，我们也
致力于促进中西交流。”

邓学英从小就对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她首先接触到
了西方的油画。素描时，她对着桌上的石膏定位、寻找光源、
透视……在描绘景物轮廓和明暗变化的过程中，她打下了
良好的“写形”基础。

后来，少年宫展出的一幅牡丹国画闯进了邓学英的心
灵。粉白交织的牡丹花在画家笔触下仿佛活了过来，这种西
洋画缺少的生动意境让她沉醉，她转向学习国画。

练习国画时，邓学英逐渐意识到中西融合的重要性。她
说：“国画讲求‘一笔成形’，即落笔之时就应该思考好这幅
画的构图，而素描强调的透视关系对国画大有裨益。”

于是，2023年邓学英和澳大利亚书法家协会创始人王
鹤联合举办了三次书画展，9月的主题是“中西合璧书画名
家精品展”，展出了21位华裔书画名家的佳作，包括油画和
国画。画展上，画家们相互交流学习，各有感悟。

传承文化，教学相长

邓学英说：“文化传承者是一艘渡船，载着中华文化航行
在海外的大洋上。”她孜孜不倦，努力为国画的海外传承搭建
桥梁。

写生对画家而言十分重要，鲜活的大自然可以涵养

艺术家们美的感知。为解决一些画家写生取材的困难，邓
学英积极与企业联系，将堪培拉的蘑菇农场“云河谷”打
造成书画写生基地。

在写生基地成立的当天，邓学英向蘑菇农场赠送了两
幅精心绘制的梅花画作，邓学英说：“将画家们带到堪培拉，
带到大自然，能推动悉尼和堪培拉艺术界的交流和互动。”

画家们的作品取材于自然资源丰富的云河谷，不同于
悉尼，堪培拉的自然风貌和人文风情能帮助画家们创新绘
画语言，国画的内容也超越传统的意象。

邓学英还希望将祖籍国的语言和艺术在大洋彼岸传承
下去。“澳大利亚当地的华侨华人很注重孩子的汉语学习。”
邓学英说。退休前，她常年在澳大利亚担任一所学校的老
师，负责教华人学生学习汉语和国画。

教授国画二十余载，邓学英也常受邀担任书画大赛的
评委，祖籍国电视节目的工作人员还联系她远程指导参与
书画大赛的青少年，共同守护孩子们的书画热情与梦想。

翰墨飘香，迎春送福

2022年，王鹤与邓学英得到授权，开始策划在澳大利亚筹
办“中国书画春晚”活动。澳大利亚许多知名书画家和诗人积极
响应，先展出佳作，后即兴泼墨挥毫，为观众送上新年的祝福。

书画春晚上，邓学英带领国画组的艺术家泼墨挥毫，龙
凤呈祥、松鹤延年、年年有鱼……吉祥喜庆的意象在他们的
画笔下呈现，传递着中国传统节日的内涵，也诉说着海外华
人对来年的美好期望。

书法家们用扎实的起、行、收笔功底，写就大气浑厚的
对联。红纸上落下的一个个“福”字，饱满的笔画反映出幸福
和喜悦。诗歌组的诗人则以欢快的诗朗诵，将大家带入春节
红红火火的氛围。现场的书画家和屏幕前的观众均可以清
晰地观赏画家的运笔技巧，艺术家们研讨技法，互学互鉴。
邓学英说：“我们要画好国画，将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发
扬光大。”

2024年书画春晚是两个协会主办的第三场书画春晚。
华裔陶瓷艺术家现身这场文化盛宴，讲述陶瓷的起源、发
展历程和制作过程。陶瓷的造型、线条和色彩充满艺术
性，与书画碰撞出绚丽的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