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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在美國得克薩斯州北部城市達拉斯
有一所名為得州國際領袖學校的特許公立學
校，它是全美規模最大的一所將漢語列為必修
課的學校。在該校7個校區裡，從5歲的學前班
到18歲的高中畢業生，5千名學生在日常課程
中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
該校學術總監勞拉卡拉斯科近日接受傳媒訪問

時說，語言是不同文化之間的橋樑，而漢語就是
中美之間這樣一座牢固的橋樑。卡拉斯科曾兩次
到中國，她們一家四口都學習漢語。卡拉斯科表
示，學校的創辦人埃迪康格正在中國訪問，他熱
愛中國，也很有遠見。他認為，中國已躍升為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學生們要為當今日益密切的國
際交往作好準備，這樣將來才能大有作為，這正
是該校將漢語與英語、西班牙語一道列為必修課
的主因。校長安東尼帕拉戈尼亞表示，學校不僅
教授語言，更教授文化。為加強美中學生間的互
幫互學，他們還成立了多個3名美國學生加1名

中國學生的學習小組。

漢語教師感自豪
目前，學校共有28名全職漢語教師，其中17
名由中國國家漢辦選派。來自中國廣西的熊春
姬便是其中一員。她曾在泰國做過漢語教師，
經驗豐富，對在這裡從事漢語教學感自豪。她
說：「我們就是友好的使者，正在這裡為兩國
人民之間播撒友誼的種子。學生們很可愛，也
很願意學習漢語與中國文化，而作為老師，我
們的職責就是盡一切可能，營造良好的學習氛
圍，創新教學方式，使漢語教學更加生動有
趣，充滿感染力，使學生們能夠感興趣，願意
學，並樂在其中。」
在加蘭高中教學樓走廊的牆壁上，貼滿了諸
如京劇臉譜等與中國文化有關的手工藝品、圖
畫及文字。在漢語教室裡，中國元素更是隨處
可見。除了鮮豔的五星紅旗，還有一串串紅燈

籠與一幅幅對聯及字畫，所有東西上都寫有中
英兩種文字，以便幫助學生們記憶。無論是哪
個年級，都有不少學生喜歡中國語言、文化與
美食，有些學生更唱起中國流行曲《小蘋
果》，或流利朗誦唐代詩人孟浩然的代表詩作
《春曉》。他們之中去過中國的表示非常難
忘，沒去過的則盼望能早日成行。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教育參贊張益群表示，

得州國際領袖學校這種教學方式十分有效，
「可以說，漢語已成為不同文化與相互關係之
間的橋樑與紐帶。正是過去幾十年的改革開
放，使中國、中國語言與中國文化以更加積極
的姿態走向了世界。今後，漢語的舞台必將更
加廣闊。」 文：Kat

中新社電 「丙申年清明公祭
軒轅黃帝（第九屆）海峽兩岸名
家書畫展」日前在西安舉行，共
展出書畫作品300餘幅。
陝西是中華民族及華夏文化的
重要發祥地之一，位於陝西黃陵
縣的黃帝陵是中華民族人文始祖
軒轅黃帝的陵寢，被譽為「中華
第一陵」。據了解，「清明公祭
軒轅黃帝兩岸名家書畫展」自
2008年以來，已連續舉辦八屆，
成為海峽兩岸書畫界交流合作的
重要平台，強化了兩岸文化藝術
交流互動。此次書畫展由陝西省
台辦、民革陝西省委會和黃帝陵
基金會共同主辦，共展出書畫作
品300餘幅，其中台灣書畫作品
70餘幅。江丙坤、宋楚瑜、郁慕
明分別為書畫展題詞。黃帝陵基
金會副理事長薛引娥表示，書畫
展是清明公祭軒轅黃帝活動的一

項重要內容，對傳承和弘揚中華
民族優良傳統，推動海峽兩岸文
化交流不斷走向深入，發揮着積
極的促進作用。
台灣新黨主席郁慕明在致辭時

表示，每年強調、推廣、弘揚中
華文化之時，都是兩岸攜手合作
的時刻。作為中華兒女，大家心
與手都相連，書畫展的舉辦也代
表中華兒女心手相連。希望大家
繼續努力，弘揚文化、傳承文
化。

香港文匯報訊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油街實現及香港視覺藝
術中心籌劃的第六屆藝遊鄰里計劃「北角睇樓團」展覽於本月15日至
7月17日假北角油街實現舉行，有份參與的藝術家包括高嘉莉、黃偉
研及邱國榮。項目團隊「漫遊樂團」以香港最切身的住屋問題為展覽
主題，希望參觀者透過藝術，以「睇樓」那種巨細無遺的態度去體會
及認識北角社區。展覽將劃分成不同的空間，並以新樓盤的示範單位
方式呈現，圍繞「住」的各個層面為創作軸心，反思香港人住屋與生
活的關係，讓觀眾體驗現代和過去的生活價值和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程相逢鄭州報道）4月9日（農曆三月初三）
黃帝故里拜祖大典期間，河南省將舉辦「老家河南」文化活動周，以
弘揚根親文化、黃帝文化為抓手，以構築華夏兒女共有精神家園為目
標，集中舉辦一系列河南省優秀文化產品的展演、展映、展播、展覽
和展銷活動。活動自明日開始，到本月12日結束，主要包括優秀戲
曲、音樂作品展演，優秀電影、微電影作品展映，優秀影視、動漫作
品展播，優秀書法美術、民間藝術作品展覽，特色文化產品展銷等5大
類12項主題活動。

「老家河南」文化活動周
弘揚根親文化

美校列漢語為必修課
築中美文化友誼橋

海峽兩岸名家書畫展
西安啟動

「北角睇樓團」展覽
尋找優質「筍盤」

《得左，失左》跨界別藝術節
探討香港社會生態

■■郁慕明出郁慕明出
席開幕式席開幕式。。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荷蘭日會
展出多幅藝術家
畫作。

■■藝術節將舉辦一系列工作坊藝術節將舉辦一系列工作坊。。

香港文匯報訊《得左，失左》跨界別藝術節由香港
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研究系文化研究學部碩士課程主
辦，將於本月27日至5月1日假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
術中心舉行，包括藝術節總監何慶基教授在內的數十
位藝術家及文化藝術團體，將會參與為期五日的藝術
節。今次藝術節將透過視覺藝術、獨立電影、音樂、
舞蹈、一人一故事劇場、行為藝術及一系列的工作坊
和導賞活動，重新展示個人與社會的關係，鼓勵並啟
發香港公眾思考與回望前路得失幾何，共同探討香港
社會生態，在得失之間尋找一個新的平衡點、一個新
的生機。藝術節活動包括《幻得幻失》展覽及一連串
藝穗活動。

呼應着藝術節的「得左失左」主題，《幻得幻失》
展覽由中大文化管理碩士課程的展覽策劃課堂的同
學，在展覽設計課堂同學的協助下，結合六個不同副
題的展覽而成。展覽一方面反映出來自中國內地、香
港、日本以至波蘭等地學生多元的文化背景、觀點和
議題，探討的項目包括城市風景、歷史建築的保育
等。另一方面，展覽均表達出對生活中分離、割裂的
關注，外在與內在世界的斷裂、分割，甚至被撕毁移
走。展覽流露真誠的訴求，在支
離破碎的現代社會，尋求重新的
串連，再把那些好像是行將失去
的東西，重新得回來。

《《幻得幻失幻得幻失》》展覽展覽
展期展期：：44月月2727至至3030日日
場地場地：：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L22畫廊畫廊

香港文匯報訊 第二屆香港荷蘭日由昨日起至本
月27日於香港隆重舉行。今次活動由荷蘭駐港總
領事館及香港亞洲藝術周聯合主辦，一同向大眾展
示及推廣荷蘭的藝術文化。今屆會以「Masters of
the Golden Age」為主題舉辦多場博物館研討會，
多家博物館如Mauritshuis（莫瑞泰斯皇家美術
館）、Het Scheepvaartmuseum（荷蘭國家海事博
物館）及Rijksmuseum（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
等單位都會舉辦講座，而眾博物館館長亦會與大眾
分享及交流。有關詳情，可瀏覽以下網站：

http://www.dutchdaysinhongkong.com/

第二屆香港荷蘭日展開

墨韻澤四海墨韻澤四海 筆鋒走香江筆鋒走香江
書藝架設兩地交流之橋書藝架設兩地交流之橋

書法乃香港與中國內地共同擁有的民族文化瑰寶，也是修身養性、陶冶情操的獨特方

式。小至個人的成長和學習，大到兩地文化交流，書法都在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價

值。日前，中國香港書法學會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辦兩地書法名家及會員作品展，甚獲行

內讚賞，也見證了本港書法教育的發展和成就。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在接受本報記者獨家訪問
時，中國書法家協會理

事、中國香港書法學會負責
人、本港著名書法家容浩然
表示，促進本港的書法事業
持續發展以及在內地與香港
的兩地文化交流上凸顯書法
的獨特價值，是自己一直追求的目標和願望，
也期待更多的香港人能夠參與到書法學習的熱
潮中來，為弘揚民族的傳統文化貢獻一分心
力。

名家薈萃的展覽
據了解，是次在中央圖書館舉行的展覽共有

264件書法作品，參展人數達150餘人。其中，
約有26位分別來自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書法名家
以自己的作品共襄盛舉。這26人中，有14位來
自本港，有12位來自中國內地。參展的本港書
法家包括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的戚谷華、資深
會員區大為。在中國內地的參展書法家方面，
有知名書法家張海、李剛田等人。
在參展的普通會員方面，不少中國香港書法

學會的資深會員都以自己最佳的作品呈現給本
港市民和展覽參觀者。負責為是次展覽開幕禮
剪綵的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宣傳文
體部彭婕處長、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都給
予展覽高度的評價。記者所見，展廳內人頭攢

動，市民們對書法名家以及參展會員的作品所
展現出的精湛技藝給予了稱讚。有帶着子女參
觀展覽的市民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書法乃
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和藝術象徵，書法的培養能
夠讓下一代人領略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因
此，在參觀完展覽後，期待自己的孩子能夠在
書法方面多一些關注和學習，這對於培養下一
代人的心性至關重要。

注重對古人之作的臨帖
容浩然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中國香港書法

學會已經走過了十個年頭，這十年也是香港書
法漸趨繁榮和發展的十年；如今，會員總數已
經達到了二百多人。容浩然說，自己一直都非
常注重書法教育。在具體的書法教育實踐中，
他一直都倡導學生直接去臨摹歷代名家的作
品，這樣一來，由於每一個人的性格、風範的
不同，因而產生的作品也會具有不同的樣貌。
在歷代名碑法帖的熏陶之下，容浩然覺得，一
個人從初學書法到小有成就，能夠逐漸展現出

自我在書法中的造詣和志趣，這是非常重要的
教育方式。

矢志促進兩地交流
書法是內地與香港共同擁有的文化資產。容
浩然說，書法這一傳統文化藝術背後所代表
的，乃是中國人的文字；文字是一個民族的精
神，也是記錄一個民族發展歷史的有形工具。
他表示，正是在書法和有形的文字記載中，包
括香港人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才能夠感受到中國
文化的博大精深、古代中華文明的燦爛輝煌以
及近現代以來中國歷史所走過的滄桑歷程。
容浩然對記者說，自己從學習書法開始到如

今的書法教育，在心中一直都懷抱着對中國文
字、中國文化以及中國歷史的熱愛。他直言，
正是因為這份感情，並且將這份感情融會在提
筆用墨之中，才能夠讓書法不斷精進。所以，
他覺得書法是溝通內地與香港的文化橋樑，是
促進兩地交流的有力平台，為了推進兩地交
流，他願意在書法領域不斷貢獻自己的心力。

■■容浩然表示要促進兩地交流容浩然表示要促進兩地交流。。

■■李可玉作品李可玉作品

■外國的學生在學漢語。

■容浩然作品

■■展覽現場展覽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