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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我和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的115位华文教育工作
者参加了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办，北京市政府侨办承办的
2015年“示范学校和华教机构负责人华夏行”活动。活动分两个
地点：北京和山西。10月13日至16日在北京举办活动，为了使
久居海外的华文教育工作者对中华文化有更深切的感悟和理解，
北京侨办精心筹划，在元明清三代最高学府国子监举办了欢迎仪
式和中国传统文化讲座，在中国戏曲学院开办了国粹京剧艺术讲
座，在百工坊体验了中国传统手工艺制作等多项活动。17日至23
日代表们赴山西，山西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可以说，古迹在山
西的民间遗落，文物在黄土地上散落，山西就是中国古代的艺术
博物馆，也是华夏文化的摇篮。代表们在山西上了一堂前所未有
的生动的文化历史课。

北京华文教育论坛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文化司司长雷振刚在欢迎仪式上不仅
对115名华文教育工作者的到来表示欢迎，还就近年来华文教育
工作者的杰出贡献表示感谢。他鼓励广大华文教育工作者坚守使
命，成为新时期海内外华文教育事业大发展的开拓者。

在北京活动期间，国侨办和北京侨办举行了华文教育论坛，
代表们深入探讨华文教育的未来和发展。论坛上，多位校长和机
构负责人表示：专业化教师在海外华文教育领域还非常稀缺，海
外华文教育必须重视提高教师的华文教育水平。定期回中国接受
系统培训非常重要。为此，国侨办将联合各省市侨务部门，继续
推行“走出去”“请进来”的教师培训机制，预计到2017年，实
现对3万人次的海外华文教师进行系统的专题培训，并将对大部
分教师进行考核认证。一些还老师认为：教材本土化也很重要，
因此，在完善“通用型”教材体系的基础上，应该积极组织专业
力量编写“适销对路”的华文教材及相关教辅读物。国侨办将鼓
励和支持海外各个华文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远程教学、网
络教学、互动教学和新式快速教学，打造更多“网络华文学校”
，让更多的华文教师和华裔青少年受益。另外，在提升活动内
涵、提高活动成效上国侨办大力支持有实力的省市侨办、华文教
育基地院校组织有地方特色的中学生艺术团组和少量专业艺术团
组“走出去”，到海外举办“中华文化大乐园”，开展中华才艺
学生交流活动，把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活动送到华裔青少年的校
门口。我在华文教育论坛上发言，汇报了丹华学校近期的主要工
作以及今年教师培训和夏令营的圆满成功，对国侨办文化司关爱

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表示感谢！对参加会议的校长、机构负责人的
工作精神表示敬佩！

在华文教育论坛上，北京华文学院副院长郭熙应邀出席并
发表讲话，他指出：海外华文教育要开展大华文教育，要开展
一技之长，开办特色的教学模式，这意味着华文教育要走向产业
化。“一带一路”一旦成功，两者必双赢，不过，双赢的前提是
需要双方语言的沟通，语言是一带一路的铺路基石。海外的华文
学校需要培养能够与当地企业合作伙伴沟通的人才，帮助中国企
业培养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华文学校提供的人才正是两国文
化交流者的切入点。”“一带一路”是推动华文教育进入新高点
的动力所在，但学校资金短缺问题是各校困难之处。郭熙多次表
示，海外华文教育产业化需要推进。假如产业化成功了，就有了
充足资金，不仅可以贴补家庭贫困学生，对于成绩优秀的学生则
可开设奖学金，反而动员更多人学习华文。不过，会后部分代表
表示：产业化是需要条件的，而且各国的国情不同，假如华文学
校公益性立即转为产业化，短时间内将可能使大部分习惯公益性
学习的华文学生放弃学习，或将会把家庭困难、热爱华文的学生
关之“门外”。

北京十一学校的启示

北京市十一学校原为中央军委子弟学校，由中央军委于1952
年创办，是海淀区改革试点校。1995年3月开始正式运行“学校
国有、校长承办、经费自筹、办学自主”为特征的“国有民办”
制办学体制改革。2004年被评为北京市高中示范学校。十一学
校拥有一支师德高品位、专业高学识、能力多方位、科研高水平
的优秀教师队伍。学校常年有来自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外籍教师
近百名。学校在教学上注重“对话与交流”、教育上实现“沟通
与理解”、管理上追求“效率与和谐”、文化上讲究“民主与包
容”，是办学优质学校，十一学校已经得到家长、社会的高度认
同。

我本人不仅非常赞赏该校先进的办学理念，而且对该校学
生可以针对学校、老师、学校管理、校长等提出各种意见，充分
发扬民主特别赞赏。同时也欣赏他们生动活泼的语文教学：一堂
为我们安排的汉语短语类型的语法课，上得十分生动，教师注重
引导学生把汉语语法运用到语言实践中去，难点、重点突出。学
生之间的交流，师生的互动都做得非常好，教学语言也幽默、生
动。该学校校园规模大而漂亮，设备现代化，这比欧洲很多学校
都要先进，同样是中学，北京十一学校的面积是荷兰一般学校的 
10 倍以上，十一学校是我们在海外难以见到的中学。当我漫步在

十一学校的校园时，看着这一座座高大上的教学楼，我脑海里突
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悲哀：海外华文学校的校舍一直是华文教育的
瓶颈，只有创办者、开拓者才能深切感受海外租借校舍的困难！
我心底在呐喊：我们何时何日能突兀见此高大上的教学楼啊！不
过，在北京十一学校里，我看到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成功和希望，
我衷心地祝福她！

山西——展示中国古老而深沉的历史画卷

当我踏入有五千年文字记载的山西，一直被古老而深沉的历
史和文化感动着。

第一站：曲沃晋国博物馆。令人震撼的是在该遗址的核心
区域，发现了九组十九座晋国诸侯及夫人墓葬，十座车马坑，发
掘出土各类珍贵文物一万两千件。该馆自2009年破土动工后，这
座拥有中国商周时期最大车马坑的博物馆备受关注。我目睹出土
战车48辆，战马105匹，这可是中国所发现的商周时期最大的车
马坑，比秦始皇陵的车马坑早600年啊！2014年10月1日晋国博物
馆才正式开馆，我们现在就能一睹千件以上文物真品的展览，万
幸！

第二站：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
槐树。”洪洞大槐树是闻名全国的明代迁民遗址。洪洞大槐树是
历史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移民，被称为“世界移
民之最”，多少年来，大槐树被当作“家”、被称作“祖”、被
看作“根”，成为亿万古槐后裔寻根祭祖、探本溯源的圣地。我
特意寻根祭祖，找到李姓的始祖为利贞、李耳。

第三站：山西临汾丰富的活动内容有：在山西师范大学聆
听讲座；到临汾公园观看旗袍协会表演；参观闻名古今的尧庙。
尧是中国古代传说的圣王，学习《论语》者便知：子曰:"大哉！
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
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孔子说：“帝尧
作为一代君王是多么伟大！他像崇山一样高高耸立着，上天是最
高大的，帝尧就是在效法着上天！他像大地一样一望无际，民众
无法用现有的词语来形容他伟大的德行！他真伟大，他的功业和
所制订的礼仪制度是如此灿烂辉煌。”在尧庙，我心底仅一句
话：伟哉！尧帝。

第四站：山西王家大院。赫赫有名的王家大院是民居艺术
馆，整个建筑群依山就势，层楼叠院，错落有致，气量宏伟，其
建筑技术、装饰技巧、雕刻技艺可以说是超凡脱俗，具有很高的
历史、艺术价值和文化品位。我站在王家大院的高处远眺，感觉
自己就像走进了中国几千年文化的艺术殿堂，十分激动。

第五站：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平遥古城被世界纪录
协会评为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鸟瞰平遥古城，形同一只
欲行未动的乌龟，“龟”头南尾北，东西四门比拟为龟之四足，
民间故有“龟城”之说。当晚我们观看了《又见平遥》的演出，
令我感叹不已。《又见平遥》是一个致力于创新并取得重大突破
的大型实景演出，它讲述一个血脉传承，生生不息的动人故事。
演出结束后，我们几乎每个人都饱含热泪，生动的故事在脑海中
久久挥之不去。

第六站：华北屋脊——五台山。重阳节当天我们有幸登中国
佛教首府，国际佛教文化中心五台山。其因五座山峰环抱整片区
域，故而得名，它在2009年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五台
山是中国唯一一个青庙（汉传佛教）黄庙（藏传佛教）交相辉映
的佛教道场，因此汉蒙藏等民族在此和谐共处，多朝皇帝前来参
拜……

国侨办“示范学校和华教机构负责人华夏行活动”最后在山
西太原圆满结束了。十二天的华夏行，让华文教育工作者能在北
京和山西实地感知中华文化，对华夏文明的起源、发展和人文景
观有了更深了解，大家更深切地感悟到中华文化使者的职责，衷
心感谢国侨办和北京侨办对华夏行的精心筹划，我们将坚守华文
教育的使命，共同推动华文教育的持续发展！

设华文教育交流平台，实地感知中华文化，
共同推动新时期华文教育持续发展

— — 记“2015年示范学校和华教机构负责人华夏行”活动 
李佩燕

丹华国学班已经开讲近两个月，国学班赵艳老师因参加中文教育协会
活动而不能任教，学校安排我给国学班代课两次。截至到上周，国学班已
经学习了《三字经》约三分之一的内容，《大学》总序部分的学习也已经
完成，这次代课是继续学习《大学》还是开始新内容呢？经过慎重考虑和
细致地备课，我准备借着临时代课的机会，带着同学们涉及一般课程不会
包含的国学内容，一起探索神秘的国学领域——《周易》。

由于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文化断层，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没有机会在课堂
里正面接触《周易》。《周易》总是被标以“神秘学”“玄学”“迷信”
等负面标签，《周易》实为中华文化的“总源头”、是国学各流派的“万
源之水”的事实往往不为人知。

课堂上，我们从讨论中国人和荷兰人的文化差异出发，寻找中国人的
文化源头。打开《周易》的神秘画卷，我们看到了熟悉的阴阳太极，再由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演八卦，八八六十四卦。我们试图从《周
易》的角度了解世界，了解亘古不变的变化背后永恒不变的本质规律。孔
子的思想也深受《易经》的影响，并为《易经》撰写了《十翼》即后称《
易传》，以帮助后人了解和学习《易经》。《周易》即是《易经》和《易
传》的合称。

太极图和八卦图自远古时期中华文字出现之前就开始影响华夏民族。
《论语》、《中庸》、《道德经》等国学经典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讲都是《
易经》思想的延续，反映了华夏民族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和对世界的认
识。《周易》博大精深，终其一生未必能了解其精髓。这次我的课程试图
帮助学生定位一颗夜空中耀眼的恒星，以期扩大丹华学子的国学深度和广
度。今天在课堂结束前，学生们兴趣盎然地尝试着给自己算了一卦，并参
照六十四卦象图，找到了自己的卦象。至于对卦象解释和理解，则需要他
们不断努力深入参悟中华文化才可见端倪。愿丹华国学班同学在国学之路
上快乐前行！

丹华快乐的国学驿站
杨立红

转眼深秋，家门前的栗子树和枫树叶，随着乍起的秋风，摇曳起舞，抖
落着一地的金黄醉红。刚过了中秋，又迎来了重阳节。生于荷长于荷的小洋儿
子，因为文化和地域的不同，常对中国风俗节日一知半解。每至重阳，听我
拿起电话，向远方的父母问候！他也总是抢着向外公外婆请安。可每次放下电
话，又总有问不完的问题：妈妈，什么是重阳节？重阳节有什么好玩的？也会
有个“重阳老人”派礼物吗？对儿子的问题我尽可能地作答，可由于没有切身
的体验，因此他也没留什么深刻的印象。

今年的重阳节，儿子终于有了一次亲身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化节日的机会。
儿子接受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的邀请，参加该会主办的多国语言朗诵《菊
花诗》网络活动。按主办方的要求，儿子需要用荷兰语朗诵唐朝元稹的“菊花
诗”并拍摄成视频上线播放。听到将有很多小朋友会观看，儿子禁不住有点小
兴奋，也积极配合着准备。可由于时间仓促，如何能将诗人的名句尽可能原汁
原味地翻译出来，而译出来后儿子能否诵读也是一个未知数，毕竟他才六岁，
处于儿童学习语言的初始阶段。虽然心中忐忑不安，却要行动快捷如风。与先
生先解释了大意，又找出英文的译文对照，最后在老洋爸爸的鼎力协助下出炉
了荷版的“菊花诗”。果不其然，儿子初时的朗诵未尽人意。一是句中的生字
多不认识；二是不解诗中之意；三是小孩子拍摄时坐不住。针对以上三点：我
先是录制了老洋爸爸的诵读，与小洋儿子反复地听录音；接着又用中文解释了
诗的含义；最后一遍遍地鼓励、纠正、重拍。真是“一遍一遍又一遍，两遍三
遍四五遍，六遍七遍八九遍，流逝时光看不见”。从儿子放学拍到晚上吃饭，
听着儿子用心地朗读着那荷文诗词，我的心也如菊花般一瓣一瓣地绽放开来。
虽然他的语速不甚流畅，最终还是将全诗完整地朗读了下来。

录完视频，儿子天真地说：妈妈，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要种这么多的菊花
了吧，因为冬天要来了，“此花开尽更无花”！呵呵，望着儿子得意的笑脸，
我知道这次的读诗庆重阳，在他幼小的心里已播下了一粒文化的种子，也希望
这粒种子能“我花开后你家发”，在异国的土壤中越开越盛，如璀璨之金菊。

重阳诵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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