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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香港校友会发倡议
吁携手共促香港局势稳定

华侨大学校友总会微信

公众号于 8月 9日刊发《华侨

大学香港校友会倡议书》，针

对过去两个多月，香港发生的

一系列暴力事件，呼吁所有华

大香港校友，众志成城 ，旗帜

鲜明反对各种挑战“一国两

制”的违法犯罪活动，支持特

区政府和警队公正执法，坚决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统一和

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文章摘编如下：

过去的两个多月，香港发

生了一系列暴力事件，秩序失

守，社会动荡，我们的美丽家

园遭受摧残，令人深感遗憾和

痛心。

长期以来，华侨大学逾

8000 名香港校友秉承爱国爱

港的优良传统，活跃在香港各

行各业，拥护“一国两制”，为

香港社会繁荣发展辛勤工作，

贡献智慧和力量。华侨大学香

港校友会团结华大香港校友，

为维护香港稳定和繁荣发展

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作为香港的主人，我们所

站立的地方，是我们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共同家园，我们怎

样，香港的未来便会怎样。在

此艰难时刻，我们呼吁并希

望：所有的华大香港校友，众

志成城，旗帜鲜明反对各种

挑战“一国两制”的违法犯罪

活动；精诚团结，支持特区政

府和警队公正执法，坚决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统一和香港

的长期繁荣稳定。所有的华大

香港校友，踏实做好自己的本

职工作，从我做起，建设好自

己的“小家”，守护我们美丽的

“大家”！

香港的未来，掌握在我们

自己的手中，香港的繁荣稳

定，是全体香港人的福祉！我

们愿同所有的有识和正义之

士，同广大的爱国爱港阵营一

起，凝聚共识，携手共促香港

局势稳定！

让我们共同为香港早日

恢复安宁而努力！

在福建漳州开营
第十一届海峡论坛·第三届

海峡两岸(漳州)青年交流周之

漳台港澳青少年非遗研习营 8

月 10 日晚在福建漳州开营，

近 80 名漳台港澳青少年参加

此次研习营，活动持续至 8 月

14 日。

活动主办方披露，此次活

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研习为

主线，以定向越野打卡非遗项

目的方式，组织四地青少年结

对同吃住，携手走进漳州古

城，品味闽南传统特色小吃，

感受土楼和官畲特色村寨文

化，聆听《两岸渊源与九龙江

文化》讲座，体味东山风土人

情，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和漳州

一中等，近距离了解漳州历史

人文底蕴，领略漳州的发展成

就。

漳州是台胞重要祖籍地，据

统计，台湾现有 2300 万人口中，

祖籍在漳州的约占 40%，至少有

113 姓近 1000 万人的台胞根在

漳州。

漳州团市委副书记、市青

联主席陈昕在开营仪式上指

出，这是一次“有朋自远方来”

的交流之旅、“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的成长之旅、“海内存知

己，天涯若比邻”的友谊之旅。

“漳州有木偶，台湾也有木

偶，同学们在研习过程中可以

多思考，梳理两岸文化渊源关

系。”她希望，台湾青少年通过

实地研习活动，开拓视野，与当

地文化对比，她还希望以此为

起点，今后多交流，共同培育这

朵友谊之花。

“今日台湾随处可见有人用

闽南语交谈，这部分传承自大

陆祖先们移入台湾时带来的家

乡母语。”中国国民党宜兰县党

部副主委、宜兰县青年工作总

会总会长简铭翔在开营仪式上

如是说。

简铭翔建言，两岸青年可

通过闽南历史寻访与交流，举

办两岸互相寻访之旅，寻找两

岸可融合之处和文化共同点来

共同推动两岸青年的闽南文化

交流合作。 （张金川）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名师巡讲”活动
走进日本

由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主办，

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山西省海

外交流协会承办的“名师巡讲”活动

8 月 11日在日本东京千代田国际教

育集团举行。

本次名师巡讲是继 2015 年“中

国文化海外行”之后在千代田国际

教育集团举行的又一次大型国际汉

语教育交流活动。本次巡讲邀请到

了优秀班主任、高级教师郭佳，优

秀教育工作者、一级语文教师申虹

等。各位名师为在日华人华侨及其

子弟送上了一堂堂生动有趣的汉

语课。

本次活动的最大看点就是由各

位名师进行现场授课。首先是郭佳

老师的公开课———《敕勒歌》。郭老

师用猜字、朗读等生动有趣的方式，

对《敕勒歌》中所涉及的汉字文化进

行了详细讲解，充分调动了同学们

的热情。

第二堂课是由申虹老师带来

的《汉字与中国文化》，通过汉字的

起源和发展、性质与特点、以及汉

字里的文化、汉字教学与汉字传

承四个方面的阐述，还有对汉字

学习实用技巧的传授，加深了学

生们对汉字文化的全面理解和

认知。

第三堂课还是郭佳老师的公

开课———《给孩子一副好口才》。

郭老师从“首先老师自己要有一

副好口才”“坚信人人都能有一

副好口才”“培养孩子练就一副

好口才”三个方面，对如何培养

孩子的口才提出了切实可行的

操作方案。

斐济23名学生

获颁2019年
中国政府奖学金

斐济 23 名学生 8 月 7 日获颁

2019 年中国政府奖学金。他们表

示，将不负重托，努力学习，更好地

了解中国，将来为斐中两国友好及

两国人民友谊贡献力量。

中国驻斐济大使钱波当天在

颁奖典礼上致辞说，中斐两国不

仅是同甘共苦的好朋友，也是实

现互利共赢合作的好伙伴。希

望此次中国政府奖学金获得者

能够珍惜宝贵机会，努力学习

中国语言与专业知识，将来不

仅能够为斐济经济与社会发展

做出更多贡献，也能够发挥友

好使者的作用，架起增进两国

和两国人民之间理解和友谊的

桥梁。

斐济教育部代表布雷表示，

斐济教育部对中国政府向这些

学生提供的帮助表示赞赏，并期

待他们能够学有所成，为斐济未

来的繁荣与进步，为斐中友好做

出贡献。

23 岁的斐济学生代表奈瓦卢

鲁阿表示，他很期待在中国的留学

生活，并希望他们这批留学生，能

够刻苦学习，更好地了解快速发展

的中国，将来学成报效国家，为斐

中友好添砖加瓦。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已

为约 200 名斐济学生提供了中国政

府奖学金。 （张永兴）

第十八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决赛第四

场 8月 6 日在长沙落幕。综合本场及前三场决赛答题

成绩，五大洲排名前三位的选手成功晋级，成为全球

15强。

据了解，挺进全球 15 强的选手分别是大洋洲组的

百阳、小马、潘泰勒，非洲组的诗雨、陈安忆、林夏，美洲

组的罗明彦、李萌、贝安成，欧洲组的家松、玛丽亚、安

子轼和亚洲组的蒋天改、杨金玉、金雷声。

本场决赛分“听力热身赛”“汉字九宫格”和“学长

带你看中国”三轮。在诗词题大考中，选手花式科普了

中国古代人度酷暑的方式。“中国比非洲更热，我在非

洲的时候皮肤是巧克力色，来到中国后就变成了碳黑

色。”非洲加纳选手那森幽默的言语令现场众人哈哈大

笑。

被誉为“诗词小王子”的巴西选手李萌用白居易诗

句“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讲解“避暑之道”。“这句

诗表达的意思是心静自然凉，只要你的内心平静下来，

就不会感到这么热。”李萌非常喜欢中国诗词，李白的

《夜宿山寺》和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他张口就

来。

成功晋级 15 强的埃及选手诗雨学习汉语四年，去

年在中国江西山区支教的经历让她想要成为一名汉语

教师，今年 9月她将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就读国际教育

专业研究生。“今天比赛结束后，有些朋友要离开，虽然

不知道是否有机会再见面，但我相信我们会保持联

系。”诗雨说。

据了解，晋级选手接下来将分为三组分别前往上

海、河北、山东进行文化体验活动，多维度体验中国的

传统文化和创新科技。 (唐小晴 吴嘉玲苏芷妍)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

全球 15强诞生

马来西亚举办
“中国 - 东盟儒学国际论坛”

2019“中国 -东盟儒学国际

论坛”日前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居

林市举行，来自中国、马来西亚、

新加坡、柬埔寨、日本、韩国等国

家的30余位学者专家出席论坛。

本届论坛主题是“全球视野

下的家庭伦理”，由马来西亚吉

打州立法会议长阿末卡欣主持。

他说，我们要维护世界文明的多

样性，提倡民众要本着尊重他人、

互相爱护、宽容仁爱的精神与人

沟通。他呼吁与会专家集思广益，

共同为创造和谐社会而努力。

中国驻槟城总领事鲁世巍

表示，儒学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

成部分。这次论坛的举办，正值

中马建交 45 周年，很有意义。他

说，中马文化交流与对话是两国

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论坛

的举办对促进社会和谐很有意

义，期待未来有更多类似活动在

马来西亚举办。

2019“中国- 东盟儒学国际

论坛”由马来西亚道理书院、山

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新加坡

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及中国哲

学史学会曾子研究会联合主办。

(林昊王大玮)

澳中友协举办“汉语奖”评选活动
澳中友好协会首都地区分

会 8 月 11日举办“汉语奖”颁奖

仪式，共有 24名中学生获奖。

来自梅尔罗斯中学的七年

级学生斯蒂芬妮·坎贝尔有幸获

奖。她说，中文是一门很优雅的

语言，学习中文可以跟更多的人

交流。斯蒂芬妮还没有去过中

国，但她的父亲去过上海，称赞

上海是一座忙碌、伟大的城市，

并希望女儿去中国看一看。

“中国是澳大利亚非常重要

的贸易伙伴，澳中两国之间、学生

之间的交流也很频繁，”澳中友好

协会首都地区分会主席卡罗尔·凯

尔说，“学习中文的学生越多，就会

有更多的人到中国去，去那里工作

或者学习，把知识带回来。”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公使

衔文化参赞杨治说，语言的学习

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会对

中国的历史文化越来越感兴趣。“一

个孩子带动两个家长，整个家庭都

会对中国产生兴趣，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文化的影响不断扩大。”

由澳中友好协会首都地区

分会主办的“汉语奖”评选活动

创办于 1991 年，每年一届，覆盖

首都地区及周边设有中文课程

的学校，旨在鼓励当地学生学习

中文并了解中华文化。

（白旭 岳东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