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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华侨大学合作举办的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印尼员工线上短期中文速
成班、厦门梦加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外员工中文能力提升语言服务项目，
近期相继结业。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华侨大学党委书记徐西鹏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
“送教上门”为中国企业海外员工培训中文，是华侨大学发挥国家语言服务领
域特色服务出口基地作用、助力中国企业“出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实
践。

根据海外员工的学习特点，华侨大学制定极具针对性的授课计划和授课
内容，从认读汉语拼音开始，帮助学员在数月时间内快速提升中文水平。

“华侨大学创办于‘海丝’起点城市泉州，在‘海丝’支点城市厦门设立校
区，拥有丰富的海外华侨华人资源。”徐西鹏说。

在共建“一带一路”机遇下，华侨大学立足地缘优势，在英才培育、学术研
究、决策服务、高端培训、文化交流等方面发力，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平台。

近十年来，华侨大学成立中国首家“一带一路”高校智库——海上丝绸之
路研究院，举办“中马‘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中泰战略研讨
会”，组织前往多个沿线国家开展实地调研，出版《海丝蓝皮书》《华侨华人蓝皮
书》等，为政商学界推进、参与和研究“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库参考。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华侨大学也举办外国政府官员中文学习班、安哥拉
政府青年科技人才班、“一带一路”贸易畅通高级研修班，在泰国、菲律宾设立
孔子学院，打造“华文星火”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志愿服务团、留学生“主播”团
队，致力培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民心相通的友好使者。

自2018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以来，海外华文教育发展、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等，一直是徐西鹏关注的重点。

针对海外华文教育面临的教师、教材、教法“三教”难题，徐西鹏称，华侨大
学正着力办好华文教育专业，推进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和国家语言服务领
域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建设，承办丝路华教海外师资研修班、海外华文校长研习
班、中华文化大乐园等项目，助力海外华文教师队伍建设；开发面向不同群体
的海外华文教材、中华文化读本，研发有针对性的线上线下课程资源，丰富华
文教育内容供给。

“我们更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海外华文教育高质量发展。”徐西鹏
告诉记者，去年12月底，由华侨大学研发的“华文教育机器人”顺利“出海”，走
进了菲律宾多所华校，缓解了海外华文教师不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将努力
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研发更多适应海外当地需要的华文教育智能
化产品，助力海外华文教育提质增效。”

徐西鹏建议，发挥华文教育优势，“以侨为桥”，不断扩大“朋友圈”，推动跨
地区、民族、国家的文化交流；发挥华侨华人研究和东南亚国别与区域研究优
势，推进“一带一路”前沿课题研究。 （来源：中新社）

丹麦能源署组团访华前

学汉字 了解中华文化
3月1日，哥本哈根中国文化中心举办“哥本哈根雅集——汉字

书法”，邀请丹麦能源署十几位嘉宾体验中国汉字书法。
哥本哈根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郑文首先向来宾介绍了汉字的起

源和演化及其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影响。他还解释了“天人合
一”作为中国人关于“依顺大自然的韵律而生息”的重要生活价值，
介绍当今中国关于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理念。随后，嘉宾
练习毛笔书法，学写“天人合一”和自己的姓名。

据了解，丹麦能源署长期与中国保持合作，即将组团访华，与中
方对应机构展开新一轮合作。嘉宾们兴致高昂，表示能在行前体验
汉字书法，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对之后的中国之行和新能源领域的
合作十分有益。 （来源：哥本哈根中国文化中心）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
到了存亡危难之际。

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一时间，对国
家命运、民族未来、文化前途的悲观情绪
弥漫开来。彼一时，公开著书坚信中国
必胜的，除了发表《论持久战》的毛泽东
外，还有学者钱穆。

全面抗战爆发后，钱穆随北大南迁
昆明西南联大，继续从事中国历史和文
化的教学、研究工作，先后出版《国史大
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论著。

《国史大纲》开篇扉页上，他写下，
“本书谨奉献于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
万将士！”

《国史大纲》中处处可见作者忧患之
情，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
了积极作用。有人整本抄录，抄着抄着
就泣不成声。时评人写道，这本教材使
懦夫有立志，病夫有生气，读之无不热
血沸腾。

在完成《国史大纲》后，钱穆开始着
手撰写《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思考绵
延五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命运和前途。

阅读中国历史，不仅要探寻到对本
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更要在历史背后
寻找到中国文化的根本性命题和特质，
感受到对中国文化的信念和自信。《国史
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这对姊妹书著
作，能给大家带来很多启发思考。今天
我们分享钱穆在书中的10段话，一起阅
读收藏。

1.人类文化的三大类型
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

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
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
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
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

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
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型。
此三型文化，又可分成两类。游牧、商业
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又一类。

游牧、商业民族向外争取，随其流动
的战胜克服之生事而俱来者曰“空间扩
展”，曰“无限向前”。雇耕民族与其耕地
相连系，胶着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
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代坟墓安于斯。故
彼之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
绵延。绝不想人生有无限向前之一境，
而认为当髅具足，循环不已。其所想象
而祈求者，则曰“天长地久，福禄永终”。

游牧、商业文化，常为富强的，而农
业文化则为安足的。然富者不足，强者
不安，而安足者又不富强。以不富强遇
不安足，则虽安足亦不安足，于是人类
文化乃得永远动荡而前进。文化必有刺
激，犹如人身必赖滋养。人身非滋养则
不能生长，文化非刺激则不能持续而发
展。文化之刺激，又各就其个性而异。
向前动进的文化，必以向前动进为刺
激。

2.中国：古代惟一的大型农国
独中国为古代惟一的大型农国，因

此其文化发展，独得绵延迄于四五千年
之久，至今犹存，堪为举世农业文化和
平文化发展最有成绩之惟一标准。然中
国虽以大型农国，幸得捍御游牧文化之
侵凌而发展不辍。

中国则为举世惟一的农耕和平文化
最优秀之代表，而其所缺者，则为新科
学新机械之装备与辅助。然则中国之改
进，使其变为一崭新的大型农国而依然
保有其深度之安足感，实不仅为中国一
国之幸，抑于全世界人类文化前程以及
举世渴望之和平，必可有绝大之贡献。

3.中西方的历史观
西方人看历史，常偏向于“空间”的

与“权力”的“向外伸展”：中国人看历史，
常偏向于“时间”的与“生长”的“自我緜
延”。西方人的看法，常是“我”与“非我”
两个对立。中国人的看法，只有自我一
体浑然存在。双方历史形态之不同，以
及双方对于历史观念之不同，其后面便
透露出双方文化意识上之不同。

4.中西双方对于人生观念和人生理
想的异同

“自由”一词是西方人向来最重视
的。西方全部历史，他们说，即是一部人
类自由的发展史。西方全部文化，他们
说，即是一部人类发展自由的文化。“人
生”“历史”和“文化”，本来只是一事，在
西方只要说到“自由”，便把这三方面都
提纲挈领的总会在一处了。在中国则似
乎始终并不注重“自由”这个词。

中国人一向在农业文化中生长，自我
安定，不须向外寻求，因此中国人一向注
重向内看，注重在时间方面看，便不见有
严重的两体对立，因此中国人也不很重视
自由，又不重视联合了。中国人因为常偏
于向内看的缘故，看人生和社会只是浑然
整然的一体。这个浑然整然的一体之根
本，大言之是自然、是天；小言之，则是各
自的小我。“小我”与“大自然”混然一体，
这便是中国人所谓的“天人合一”。

5.中西双方的宗教信仰
西方人常看世界是两体对立的，在

宗教上也有一个“天国”和“人世”的对
立。在中国人观念里，则世界只有一
个。中国人不看重并亦不信有另外的一
个天国，因此中国人要求永生，也只想永
生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要求不朽，也
只想不朽在这个世界上。中国古代所传

诵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便从这种
观念下产生。中国人只想把他的德行、
事业、教训永远留存在这个世界这个社
会上。中国人不想超世界超社会之外，
还有一个天国。因此在西方发展为宗教
的，在中国只发展成“伦理”。

6.中国民族譬如一大水系
中国民族譬如一大水系，乃由一大

主干逐段纳入许多支流小水而汇成一大
流的。在历史上约略可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期：从上古迄于先秦。这是中
国民族融和统一的最先基业之完成。在
此期内，中国民族即以华夏族为主干，而
纳入许多别的部族，如古史所称东夷、南
蛮、西戎、北狄之类，而融和形成一个更
大的中国民族，这便是秦、汉时代之中国
人了。亦因民族融和之成功，而有秦、汉
时代之全盛。

第二期：自秦、汉迄于南北朝。在此
期内，尤其在秦、汉之后，中国民族的大
流里，又容汇许多新流，如匈奴、鲜卑、
氏、羌等诸族，而进一步融成一个更新更
大的中国民族，这便是时代的中国人
了。这又因民族融和之成功，而有隋、唐
时代之全盛。

第三期：自隋、唐迄于元末。在此期
内，尤其在隋、唐以后，又在中国民族里
汇进许多新流，如契丹、女真、蒙古之类，
而再进一步形成明代之中国人。这里第
三次民族融和之成功，因而有间代之全
盛。

第四期：直自满洲入关至于现代，在
中国民族里又继续融和了许多新流，如
满洲、羌、藏、回部、苗等，此种趋势，尚未
达到一止境。这一个民族融和之成功，
无疑的又将为中国另一全盛时期之先
兆。 （上）（来源：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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