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开无声，岁月无痕，一转眼，我们已迎来了《桃李
园》200期的生日。在《桃李园》走到100期的时候，专栏主
编、丹华校长李佩燕特写了一篇名为《一路跋涉一路歌》的纪
念性文章。她在文中介绍了《桃李园》的来历，回顾了它起步
之初的艰难，以及逐步成长、终结硕果的历程：丹华文化教育
中心于2000年在荷兰鹿特丹宣告成立后，《桃李园》也应运
而生，专刊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推动海外华文教育”为宗
旨，满怀“明日定将桃李芬芳”的期望，定名《桃李园》。在
以黄音先生为首的一批热心中文教育的荷兰侨界翘楚的支持和
关爱下，在李校长和丹华宣传策划员董仕铭的坚持努力下，《
桃李园》一路跋涉一路歌，终于获得春色满园，桃李芬芳。

我加入《桃李园》的编辑工作是在百期之后，《桃李园》
已进入平稳发展期，与李校长和董仕铭的合作也非常愉快顺
利，三人之间沟通顺畅，对彼此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都互相尊
重和理解。虽然没有经历过跋涉阶段的艰辛，但自身份由读
者转为编辑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出版工作的不易。别的且不
说，作为编辑，最怕的莫过于截稿期。有时候，截稿期已迫在
眉睫，手头上资料还不齐全或者文章尚未完稿，急！有时侯，

因与报社沟通出现偏差，误了截稿期，更急！《桃李园》的截
稿期一般都在周日晚上，所以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荷兰难
得阳光灿烂、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为写稿憋在屋里
苦思冥想；当别人都在享受周末、假期悠闲时光的时候，我们
却在赶稿、赶制版、赶审稿，有时甚至要挑灯夜战；当假期或
者会议尚未结束，人还在旅途时，我们已在心里打起了底稿，
只为赶上下一期专栏。所以，每期《桃李园》的版面看似轻松
亮丽，背后却隐藏着不少付出。

多年来，《桃李园》不改初衷，一直以心系华文教育的
丹华老师和坚持中文学习的丹华学生为主体。幸运的是，我们
拥有这么一批令人骄傲的好老师、好学生、好家长，他们也成
了《桃李园》最坚强的后盾，最忠心的读者。每逢丹华举行教
研活动或教学巡视，老师们就有一篇篇感想体会发表了。每逢
作文大赛或是重大活动，学生们就有参赛作文和课堂习作发表
了。此外，一些热心的家长也加入了投稿队伍，写出自己辅导
孩子的心得与大家分享。多年来，《桃李园》也紧跟丹华师生
的足迹，把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投射到专栏上：看！中国海军护
航编队首次访荷，鹿特丹港口出现了丹华老师欢呼雀跃的身
影；巴西足球世界杯，丹华师生穿上橙色衣衫，形成一片橙色
海洋，为荷兰国足呐喊加油；鹿特丹市政议会选举，丹华老师
到场聆听，为亚裔候选人捧场；新春佳节，在碧荷基金会的帮
助下，丹华学生剪纸、做灯笼，热热闹闹迎接中国年……

除了丹华师生外，很多关心丹华的校外客人也走进了《
桃李园》：陈旭大使刚履新上任，就和刘春参赞一起到丹华观
摩教学，鼓励和支持老师们传承中华文化，推动海外华教，令
人如沐春风；丹华的良师益友李明欢教授与老师们推心置腹座

谈，告诉老师们海外华教要“播爱今日、收获明天”；德国波
恩华侨中文学校多次来丹华学习交流；法国里昂小熊猫中文学
校久慕丹华之名，专程派老师来听课取经……特别值得一书的
是，国务院侨办“第三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专题片”摄制组去
年底专程来丹华拍摄，拍摄组成员被丹华感动，又专门为《桃
李园》写下一篇文章，预祝“丹华的未来会更好”。

走进丹华成就了一篇篇美文，而丹华成员走出去，也带回
了一篇篇华章。近年来，校长李佩燕多次回国参加海外华文教
育研讨会，每次会后，李校长都奋笔疾书，赶着把大会的精神
和自己的习得传递给荷兰华教同仁们。为了加强交流，交换教
学经验，一批丹华老师利用秋假专程前往德国波恩友校听课学
习，写下波恩的经验。为了实现自己做老师的愿望，提高自身
教学水平，丹华助教张佳敏专门自费到北京语言大学进修，写
下了“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培训的感想”。2014年夏天，在
随丹华老师一起去新疆师大培训之后，原丹华老师郭章蓉和代
尔夫特老师王卓宇为《桃李园》奉上了“新疆行，一次心灵上
的回归”、“新疆人、新疆情”两篇充满深情的文字……

一篇篇文章，一张张照片，200期来，《桃李园》登载的文
字内容，不胜枚举。在此，作为编辑人员的我们发自内心地道
一声“感谢”：感谢有你，与我们同行，看花开花落，赏桃李
芬芳。200期的路，不短，但也不算长。这一路走来，虽然存在
很多不足，但我们贵在用心真诚。希望不管是过去、今天还是
未来的《桃李园》，都能为推动海外华文教育尽力。泰戈尔写
过很美的一句：“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我
们丹华《桃李园》也拥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年年看所有梦想绽
放，岁岁迎满园桃李芬芳。

看花儿绽放   迎桃李芬芳
— —写在丹华《桃李园》200期之际

赵艳

丹华建校15年  《桃李园》200期

春 天 来 临 之 际 ，
丹华迎来校刊《桃李
园 》 2 0 0 期 的 生 日 。
回首每一期的足迹，
每一期的故事，点点
滴滴，历历在目。“
桃李园”如今已是春

华秋实，硕果累累，丹华人多少年来的求
索、奉献和心语，都在这里系上了一个个
完美的花结。每当我们走进“桃李园”，

扑面而来的是桃李的芬芳，尝的是华文教
育甘甜的硕果，品的是华文教育喜讯的欢
欣，读的是丹华成员们的殷殷中华情。

丹华，把中华文化传承与发扬，深深
植根异国他乡。在此，我真诚的祝贺《桃
李园》创刊200期，感谢为丹华今天的成
就而付出艰辛努力的黄音先生、李佩燕校
长和《桃李园》各位辛勤的园丁，祝愿《
桃李园》不断带给我们华文教育更美好的
风光，祝福丹华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祝福丹华走向
更加灿烂的明天

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  郭敏燕

我 喜 欢 听 丹 华 孩
子们充满朝气和自信
的读书声，我喜欢看
丹华老师们温暖而亲
切的笑容。15年700
多 个 周 末 ， 丹 华 人

用坚持担下了海外华文教育沉甸甸的责
任，200期《桃李园》里浸润着这份恋乡
眷土的朴素情怀。今天的丹华已然枝繁叶
茂，但他们真是蛮拼的，还来不及擦去辛
劳的汗水，已向着新的目标昂首前行。丹
华精神值得点赞！

为丹华精神点赞！
中国新闻社视频新闻部专题部主编  陈艳红

欣闻丹华《桃李园》专刊出
满200期，止不住浮想联翩……

再登网站，重阅图文并茂的
期期旧刊，细读新朋老友的篇篇
大作，更觉丹华师生熟悉的身影
历历在目，数度拜访丹华的诸多
往事跃然脑海……

万语千言，道不尽对丹华友人的殷切思念；千祈
万祷，表不尽对丹华事业的由衷祝福！

谨此草就心语数行，遥致敬贺之忱。

鹿港潮平天地阔，
丹华景美道德隆。
园刊贰佰文风健，
桃李盈门志气弘。

施教宁辞万里远，
兴学愿济五洲同。
频频网络传佳讯，
正喜春风雨露浓。

心香一瓣寄丹华
国侨办咨询委员、厦大教授  李明欢

海 外 中 文 教 育
事业是由无数默默付
出的人和事构建起来
的。为了华裔后代不
忘祖籍国语言，为了
中 华 文 化 在 海 外 传
播，荷兰丹华文化教

育中心十五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桃李
园》教育专刊连续出版200期就是这份耕

耘的佐证。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十五年

来，学生送走一批又一批，丹华仍在坚
守；十五年来，办学地点换了一处又一
处，丹华仍在坚守；十五年来，教学手段
不断更新变换，丹华仍在坚守……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祝愿丹华
文化教育中心在坚守中再创辉煌！祝愿 
《桃李园》在进取中迎接下一个200期！

贺 词
人民日报海外版《学中文》版主编  刘菲

贺   信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

欣悉贵中心《桃李园》教育专栏出版

200期，特函致贺。

望贵中心秉承专栏宗旨，传播先进教

学理念，团结和带领荷兰中文学校积极传

承和弘扬优秀中华文化，为促进荷兰华文

教育发展和中荷文化教育交流多作贡献。

祝《桃李园》教育专栏越办越好！

国务院侨办文化司
2015年3月16日

丹华学校全体教师丹华学校负责人

庆 贺

2015年3月29日

200期
（特刊）丹华文化教育中心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