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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至5日，全国台联第二十一届台胞青年
千人夏令营总营活动在福州举行。本届千人夏令营
覆盖大陆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台湾地区，台湾

营员主要来自岛内近百所高校及海外台胞青年，
总人数约 1500人。参加此次总营活动的有天
津、上海、浙江、福建等10个省（市）分营。

总营活动期间，两岸青年走访了福州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两所高校，观摩了福建海事局海空
联合搜救演练，参观了福建省博物馆、三坊七巷
历史文化街区、长乐区湿地博物馆、数字小镇等
地，大家在闽山闽水间相知、相识、相交。

总营活动结束后，2024年“闽台亲融·福海
扬帆”台胞青年福建航海文化夏令营随之开启，
营员们继续前往莆田、漳州、厦门等地开展参访
学习，打卡了妈祖故里莆田湄洲岛，传承弘扬“立
德、行善、大爱”的妈祖精神，感受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博大精深；深入客家腹地，探秘怀远楼、和

贵楼，品味中华儿女敬祖尊宗、不忘故土、以和为贵
的精神传承；走进集美大学、嘉庚纪念馆、鼓浪屿，领
略八闽秀美风光，见证珍贵历史记忆；来到国家厦门

溢油应急设备库，学习溢油应急设备的功能和特性，
感悟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意义。

两岸青年均表示，夏令营全程干货满满、收获满
满，未来将在前行道路上同舟共济，乘风破浪，勇立
潮头。 （郑维）

千 名 台 胞 青 年 在 闽 开 展 参 访 学 习

“六一”国际儿童节那一天，菲律宾华校的500名华
裔青少年在老师的带领下乘坐菲律宾航空公司专机抵达
厦门。6月1日至7月12日，他们在泉州、厦门两地开展
为期6周的文化寻根和中文学习之旅。

该夏令营由福建省海外联谊会、福建省归国华侨联
合会主办，陈延奎基金会、福建富闽基金会支持，菲律宾
华教中心、集美大学、华侨大学、泉州师范学院、泉州南少
林实验学校协办。

各承办学校不仅为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学生开设汉
语、国画、书法、手工、中国功夫、歌曲、舞蹈、健美操等中
华文化课程，还组织他们游览八闽文化名胜等，引领他们
在华文课堂和八闽山水之间，了解中华历史文化和福建
经济发展，是一场汉语学习与中华文化体验融于一体的
寻根之旅。

“2023年9月，我们启动报名工作，资送500名10
周岁以上在华校就读的华裔学生参与这次夏令营活动，
旨在利用长假强化华语训练，提高菲华学生的华语水平，
深化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在集美大学爱礼楼，此次夏令
营总领队、菲律宾华教中心副主席杨美美向记者介绍了
这次夏令营活动的情况。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为营员开设了中文、口语、国画、
中国音乐、舞蹈、武术、掐丝珐琅及舞龙舞狮等丰富多彩
的课程，还组织师生前往福州三坊七巷、厦门鼓浪屿、漳
州土楼等著名景点参访游学，让他们领略独具特色的福
建文化魅力，感受当今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华文学院培训部主任臧胜楠表示，参与承办的学校
会根据各自学校特点，设置不同课程。在华大团，营员们
还一起游览嘉庚建筑，一起制作中国传统美食，一起在校
园里玩“寻宝”游戏等。华侨大学还利用全国唯一的由中
国海外交流协会设立在高校的“文化中国·中华才艺（龙
舟）培训基地”，让营员们体验一回湖上划龙舟的乐趣。

这样的文化寻根之旅自2001年开始，到2024年已
经举办了20期，受惠学生累计达1.5万余人次。

杨美美介绍，这 20期夏令营由菲律宾华教中心负
责，她本人也全程参与。

说起菲律宾的华文教育事业，耄耋之年的杨美美用
她那标准的普通话给记者作了介绍。

成立于1991年的菲律宾华教中心，其宗旨是发展
菲律宾华社的华文教育和主流社会的汉语教学，该中心
的华教项目如华语教学师资队伍“输血计划”“造血计划”

“督导方案”及汉语夏（冬）令营等品牌活动在日积月累下
已颇具规模。

杨美美表示，菲律宾著名侨领陈永栽先生从学中文
夏令营第一期开始就委托该中心负责具体执行，坚持了
20期不容易，甚至连2003年“非典”期间也坚持下来。
陈永栽先生的热忱之心，体现了他致力推广华文教育事

业的积极作为。20期的坚持，其成效有目共睹：
一是促进了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二是增强了
华裔青少年对祖籍国的感情。

陈永栽，1934年7月出生于福建晋江，其父
陈延奎以经商为主。4岁时，陈永栽跟随双亲来
到菲律宾宿务。当时陈家家境尚好，童年的陈
永栽在十分重视中国古文史的父亲影响下，学习了文言
诗文，中华文化之根深深地扎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但当
准备升读高中时，由于父亲体弱多病，11岁的陈永栽为
贴补家用被迫辍学，在菲律宾南吕宋一家烟厂当童工。
即使这样，他仍未放弃学习，不做工的日子里，他就拿出
书本温习。在“半工半读”情况下，陈永栽考入了菲律宾
远东大学化学系。

如今事业成功的陈永栽是家喻户晓的华侨领袖，有
“烟草大王”“航空大王”“银行大王”等称号，是菲律宾商
界翘楚、工商巨子。

陈永栽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之所以能够取得事
业上的成功，与他深受中华文化影响息息相关。他能整
篇地背诵《孙子兵法》与《论语》，可以一划不差地排列出

《易经》的六十四卦。在陈永栽看来，中华文化是孕育了
五千多年的文明结晶，是世界文化瑰宝。他期望自己的
子孙与他一样热爱中华文化。他仿照父亲教育自己的方
法，让孩子们自小注重背诵古文，有的还被送回祖籍国进
修与周游神州大地。这种教育十分有效，孩子们能领悟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陈永栽积极推动菲律宾华社的华文教育，1986年以
其父之名成立陈延奎基金会，该会的慈善项目绝大部分
用于振兴华文教育。

杨美美说，陈永栽用教育子女的方法构建出菲律宾
华裔学生学中文夏令营的学习模式，正是希望华裔青少
年能够尽早接触中华文化。在学中文夏令营举办时，“陈
永栽先生特有意思，他喜欢看见这些孩子回来学习，以前
更是会一起过来。在机场看到孩子们，他就笑得非常开
心。他一直强调，我们华侨华人要保留民族语言，要保留
民族精神。”

今年，陈永栽家族委派家族成员代表、先生的外孙黄
大容出席夏令营的开营仪式，并代表陈永栽先生和陈延
奎基金会致辞，这从侧面说明该夏令营已成为陈永栽家
族传承、共同奉献的项目。

“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飞过高山大海，穿越万
里晴空，又来到爷爷、奶奶魂牵梦绕的故乡——中国……
中华大地，此情此爱深似海，铭刻心怀，感悟着我们根之
所在，根深叶茂，才能流传万代！……是他（陈永栽先
生），精心架起中菲友谊之桥；是他，二十年来坚定不移、
坚持不懈，让我们来亲自感受中华大地之亲情，让我们来
亲身领略中华文化之精髓……”营员代表吕滢榆、陈佳婷

一起在开营仪式上深情朗诵了这首中文献词《您播下的
种子，定会开花结果的》，致敬陈永栽先生“倾心华教、泽
被侨胞”的义举。

在福建，华裔青少年们对长辈讲述的家国故事，对什
么是家乡、什么是思念有了新的体会：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夏令营，这也将会是我人生中
难忘的经历之一。”

“这次学习教会了我们许多关于福建的历史和文
化。”

“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的东西，有许
多有趣的故事。我想如果有一天再回来福建，我会学到
更多和中国历史有关的东西。”

“今年我还因此得以深入了解了端午节来源及闽南
的端午习俗，我很高兴在这次学中文夏令营中遇上了端
午节！”

“端午节真是一个快乐且有意义的节日，我们先在课
堂了解了端午的来源及闽南的端午习俗，然后现场观看
龙舟比赛。这是我第一次看龙舟比赛，我很兴奋。明年
的端午节，我想我会在菲律宾的家里和爸爸妈妈一起尝
试着如何包粽子。”

“夏令营让我了解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上下五千
多年的悠久历史。”

营员李茹萍在写给奶奶的信中说，她在中国时，她才
意识到这里就是奶奶日常提及的中华文化的根之所在。
这里的环境，这里的课堂，这里的语言，这里的美食，这里
的人，时常会让她想起奶奶在生活中说到的故事，让她很
有亲近感。她想和奶奶约定，下回祖孙俩一起来趟中国
之旅！

营员蔡立杰在听到闽南话时，激动地与老师说，他的
奶奶就是晋江人！每当听到闽南童谣《天黑黑》，就特别
想念他奶奶。

来到夏令营两周后，营员王紫凝发信息告诉她的父
母有多么感激他们。在这里，她学到了很多新东西，原来
父母常说的中华文化丰富又有趣，她正在一一亲身经历
着……

2024年菲律宾华裔学生学中文夏令营目前已告一
段落，但海外游子在传承中华文化方面将持之以恒，始终
坚定而又执着。这次文化寻根之旅，必将根植于他们内
心并产生恒久的魅力，必将促进海外华裔青少年对祖籍
国的深厚感情和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

（张春媚/文 臧胜楠臧胜楠//供图供图）

跨越山海的寻根之旅
——记 2024 年菲律宾华裔学生学中文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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