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据中新网报道

2022 年线上中华文化大乐

园———亚洲园 (第十五期)10

月 20 日在成都和蒙古国乌

兰巴托同步开园。来自中蒙

两国共计 300 余名学生和教

师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参加了开园仪式。

本次线上活动为期 11

天，以中华文化为主题，围绕

中国传统文化和四川人文自

然，在课程设置上，融入四川

特色元素，开设汉语言教学、

才艺赏析、专题讲座、“云端”

游教 4 大类共 78 节课程，涵

盖听、说、读、写四种汉语言能

力学习，中华武术、国画、声乐

等多艺术类别。其中，专题讲

座课程将展示独具四川特色、

享誉海内外的三星堆、大熊猫

和川菜文化，呈现一场巴蜀文

化的饕餮盛宴。 （岳依桐）

2022 年线上中华文化大乐园

———亚洲园（第十五期）开园

本报讯 10 月 18 日，华

侨大学与厦门立林科技有限

公司（下称“立林科技”）签署

协议共建港澳台侨学生国情

教育基地。根据协议，华侨大

学港澳台侨学生将通过该基

地开展国情、社情、民情等相

关研习活动。

华侨大学副校长王建华

对立林科技长期以来支持华

侨大学办学表示感谢。他指

出，此次签约共建基地，为港

澳台侨学生深入了解国情、社

情、民情提供宝贵机会，也为

港澳台侨学生发挥专业技能

提供了实习实训平台。他希望

本校港澳台侨学生珍惜研习

实践机会，在求知中弘扬爱国

情、在笃行中砥砺强国志、在

收获中助推报国行。

“对于一家科技公司来

说，优秀的人才可以促进企

业的发展。”立林集团董事长

陈旭黎希望更多的华大学子

毕业后结盟立林集团，在技

术钻研和海外市场开拓方面

发光发热，“一个人走得快，

一群人走得远，立林将提供

一个优秀的平台，帮助学子

们沉淀经验，共谋未来，建立

起清晰的职业生涯规划，实

现人生价值。”

签约仪式前，华侨大学

师生还参观了立林智慧社区

整体解决方案和立林智慧生

活体验馆，深入了解立林家

服数字化运营平台。

（张永强 黄沛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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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连线

本报讯（记者 翁舒昕）10 月 23

日，由厦门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

委员会、市侨联主办，华侨大学华

文学院、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厦门联

络总部、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承

办的在厦华裔留学生线上线下座

谈会在港澳中心举行。

厦门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

委员会主任胡政兴、市侨联主席陈

俊泳、市侨联副主席邓飚、华侨大

学华文学院党委书记袁媛以及市

卫健委、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集美学校委员会、市印联会等相关

部门负责人和在厦华裔留学生代

表等 30 多人参加本次座谈会。

陈俊泳主持会议，她希望通过

多个职能部门“面对面”与华裔留

学生们交流，能直接解答华裔留学

生的难题和疑惑，让大家了解相关

的政策，同时也通过华裔留学生向

更多新生代华裔、华侨传播留学的

有关政策。

来自印尼、缅甸、菲律宾、老挝

等国的在厦华裔留学生代表就签

证、航班返国、隔离政策、毕业创业

等问题发言。参加座谈会的各相关

部门先后给予了详细的解答。座谈

会还通过网上直播平台，与部分海

外的留学生连线，让他们及时了解

国内情况，并答复他们线上提出的

疑问。

胡政兴总结发言，他表示，在

厦华裔留学生座谈会已经连续举

办了五年，针对性强，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他还强调线上线下留学生

提出的问题，各部门要注意收集和

归纳，无法现场解决的问题，各相

关部门要策划展开调研等工作，多

方了解研究，为留学生们寻找解决

途径。

当天还举办“侨为桥，共携

手，一起跨境，同创未来———侨青

侨企华裔留学生对话沙龙”。交流

会上，六名电商行业从业者介绍

了跨境电商的基本情况和发展现

状，从跨境电商进口、出口等方面

对跨境电商中隐藏的“商机”进行

剖析，并通过真实生动的案例介

绍了华裔留学生跨境电商创业故

事。留学生们纷纷表示，今天收获

满满，对电子商务和跨境电商产

业有了更多的认识，同时也增加

了他们毕业后留在中国就业的期

待和信心。

本报讯 据中新社报道

“昨天你认识的中国是长城、

故宫和长江，而今天的中国

是创新、高铁、5G 和天宫。”

在“一带一路”乐队推出的新

歌《带你认识大中国》中，几

位在华留学生用悠扬的旋律

与中英文结合的歌词将自己

对中国的喜爱唱了出来。

“一带一路”乐队 2013

年由南昌航空大学外国留学

生自发创立，历任的乐队成

员有来自印度、孟加拉国、南

非等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

目前，该乐队的成员分别是

来自坦桑尼亚的主唱兼键盘

手丹尼尔、来自赞比亚的贝

斯手阿贝、来自津巴布韦的

鼓手尼亚瑟和主唱奥德丽。

“乐队里会有老成员因为

毕业等原因离开，也会不停有

新鲜血液加入，但我们希望这

个乐队能够一直保留下去，成

为一个‘品牌’。”南昌航空大

学国际交流处处长谢华表示，

“一带一路”乐队用歌声来表

达对中国的理解，把中国唱给

世界听。 （李韵涵刘玉洁）

本报讯 据新华网报道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 10 月

23 日举办 2022 年秋季中国

文化节，吸引数百名民众前

来现场感受中国文化魅力。

活动中，墨西哥城孔子

学院中方教师弹奏古筝，跳

民族舞，表演舞龙舞狮，将现

场氛围带入高潮。演出后，孔

院教师摆设展台，向参观者

教授中国传统剪纸、京剧脸

谱绘制、中国结制作，并展示

了书法、茶道、武术等。

中墨混血女孩萨雷妮在

文化节上参演多支中国传统

舞蹈。长期在孔院学习的萨雷

妮说，在中文教学之外，孔院

教师还耐心教授她中国传统

舞蹈，帮助她通过学习和实践

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在生肖签名展示台前，墨

西哥青年埃里克斯在排完长

队后展示刚拿到的中文签名。

“中文真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语

言，我要把我中文名字的签名

好好保存，仔细欣赏。”

墨西哥城孔子学院院长

周玲燕介绍，中国文化节截

至今年秋季已成功举办十三

届。近年来，墨西哥民众对中

国文化兴趣日益浓厚，孔院

教师现场传授中国传统文化

技能，有助于当地民众深入

了解中国。 （吴昊 王伊然）

“从 19 岁开始，我的生活就与

中国联系在了一起。”现年 83 岁的

哈萨克斯坦汉学家克拉拉·哈菲佐

娃近日接受记者专访，谈起了她与

中国结缘的故事。

1962 年秋天，哈菲佐娃被派往

北京大学学习，这也是她第一次去

到中国。“在北大中文系学习的一

年时间，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

迹，让我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有此经历的哈菲佐娃，逐渐走向汉

学研究的道路。作为哈首位系统研

究中国问题的女性、首位高校汉语

教研室负责人、首位系统整理中国

与中亚关系史学的哈学者，哈菲佐

娃在哈萨克斯坦汉学界创造了多

项第一。

“我时刻关注着中国，尤其是

大学里的变化令人难忘。”2019 年

5月，哈菲佐娃受邀到北京参加亚

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大，她见到

了许久未见的中国老同学，“一同

回忆起勤奋学习的旧时光”。

“我走到曾经住过的 26 号楼，

如今那里已变成研究生宿舍。年轻

的学生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们朝

气蓬勃的样子令人鼓舞。”哈菲佐

娃说，“现在的北大校园，漂亮，有

朝气，充满现代化气息，不仅教学

设备世界一流，硬件配套设施齐

全，师生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

大变化，尤其值得赞赏的是，中国

学生的心态越来越开放了……”

在她看来，北大校园的变化，

可以看作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进

步的缩影。“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取

得坚实成效，其他设定的任务目

标也将完成。这些发展成就，不仅

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声望，同时让

中国在国际舞台赢得了更多敬

意。”哈菲佐娃表示，近年来，随着

世界对中国尊重感的提升，中国

声音正被更多倾听，这同时也使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承担起更大的

责任。

“每一次去北京，我都会拜访

我的中国朋友，与他们交流对我而

言是有趣和有益的。尽管在一些重

要问题上，我们有不同的看法，甚

至有些观点是截然相反的，但我们

始终保持宽容，仔细聆听对方。”在

哈菲佐娃看来，开展文化对话需要

宽容、理解和一些相互之间的让

步，还需要耐心、时间以及双方精

神和智力上的共同努力。

研究汉学几十年，也是研究中

国数十载，哈菲佐娃见证了中国的

发展历程，足迹遍布中国多地。“中

国在我的生活经历中占据重要位

置。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都或多

或少与中国有关。无论是在官方还

是私人层面，我与中国人民有着广

泛的接触，但我仍不能说熟知中

国，因为中国的变化就在我们眼前

发生。”

在西安，哈菲佐娃曾看到晨练

的老人在舞剑，这让她觉得“中国

人很有耐心，也非常温和优雅”；在

哈尔滨，她与友人一起在零下 40

摄氏度的北方冬天里迎接红火热

闹的中国新年，“中国城市风貌”令

其印象深刻；在甘肃，她感受过黄

河四季风光，她觉得在这里出土的

“铜奔马”(又名“马踏飞燕”) 就是

“丝绸之路”最具诗意的象征……

“我们更多是通过一个国家

的人民，通过与之交往来感受这

个国家。”谈起从事哈中文化交流

的感触，哈菲佐娃举例说，在中国

工作期间，需要经常乘坐出租车。

“中国的出租车司机是十分有趣

的交谈者，他们喜欢谈论当前大

家关注的话题，并且观点很有意

思。”

文化沟通可以增加不同国家、

民族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让世界变

得更加包容。哈菲佐娃表示，尽管

新冠肺炎疫情对哈中交流造成了

一定影响，“但我相信，疫情终将过

去。在不久的将来，中亚各国同中

国的人文交流，特别是科教合作必

将展现勃勃生机，迈上新的、更高

的水平。”

“‘中国’这个词简短却迷人，

让我想要不知疲倦地认识它。”对

儒家思想有着深入研究的哈菲佐

娃说，“未来，我将继续密切关注中

国的发展和变化。”

（张硕 来源：中新社）

华教资讯

“线上＋线下”答疑解惑

在华留学生组建“一带一路”乐队：

想把中国唱给世界听

墨西哥首都举办秋季中国文化节

哈萨克斯坦汉学家哈菲佐娃：

结缘 余载 中国仍令我着迷

华侨大学与厦门立林科技签约

共建港澳台侨学生国情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