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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作 与 发 展 ， 造 福 广
大人民。

坚 持 宏 扬 中 华 文
化

说 到 有 一 次 在
一 个 中 文 媒 体 的 论 坛
上 演 讲 ， 有 人 说 他 办
中 文 报 纸 是 傻 瓜 ， 他
微 微 一 笑 ， 说 道 ： “
能 做 一 点 是 一 点 ！ 如
果 连 我 们 这 老 一 代 都
不 坚 持 下 去 的 话 ， 还
有 谁 会 去 坚 持 。 ” 目
前 ， 为 了 贴 近 读 者 需
要 ， 2 0 1 8 年 ， 李 卓 辉
踏 上 8 0 岁 高 龄 ， 他 决
定 办 一 份 新 时 代 的 电
子 报 ， 取 名 《 印 尼 新
报 》 用 新 电 媒 广 泛 传
播 大 中 华 地 区 。 2 0 2 1
年2月，是印尼华人先
贤 创 办 中 文 版 《 印 尼
新 报 一 百 周 年 纪 念 大
庆 。 因 为 1 9 2 1 年 2 月 1
日 ， 为 配 合 中 国 南 北
统 一 的 革 命 新 形 势 ，
印 尼 华 人 先 贤 朱 茂 山
等 聘 请 来 自 中 国 的 著
名 报 人 ， 正 式 出 版 中
文 版 《 印 尼 新 报 》 ，
毎 天 出 版 一 张 报 纸 分
发 全 印 尼 各 地 华 侨 阅
读 ， 让 他 们 了 解 中 国
和 世 界 的 发 展 。 因

此 ， 李 卓 辉 先 生 说
明 ， 《 印 尼 新 报 》 历
经 百 年 ， 在 印 尼 与 海
外 华 文 媒 体 具 有 重 大
的积极意义。

房 子 可 以 卖 ， 但
中文不可不读

“ 在 海 外 的 华 人
不 懂 中 文 就 等 于 没 有
灵 魂 。 ” 李 卓 辉 的 太
太 贺 晓 玲 曾 在 一 次 接
受 凤 凰 电 视 台 采 访 时
如此说道。

贺 晓 玲 也 是 华
人 ， 与 李 卓 辉 两 人 育
有 四 女 一 子 。 家 中 一
直 有 个 共 识 ， “ 房 子
可 以 卖 掉 ， 但 中 文 不
可 以 不 读 ” 。 李 卓 辉
笑 着 告 诉 记 者 ： “ 孩
子 小 的 时 候 ， 太 太 很
严 厉 ， 学 不 好 中 文 是
不 让 吃 饭 的 。 ” 于 是
孩 子 们 从 小 就 乖 乖 地
在家里学习中文。

李 卓 辉 介 绍 ， 在
印尼中文断层30多年，
也 没 有 中 文 学 校 ， 当
时 身 边 希 望 孩 子 学 习
中 文 的 家 庭 都 只 能 悄
悄 地 把 老 师 请 到 家 里
授 课 。 因 为 接 受 过 良
好 的 中 文 教 育 ， 李 卓
辉的5个孩子以及外孙

女 的 学 业 ， 工 作 都 与
中 国 有 关 系 ， 也 比 其
他 印 尼 人 更 有 语 言 优
势。

外 孙 女 李 华 丽 是
单 亲 家 庭 ， 经 济 条 件
状 况 不 太 理 想 ， 李 卓
辉 主 动 承 担 了 抚 养 外
孙 女 的 担 子 ， 不 仅 如
此 ， 他 把 让 孩 子 接 受
中 文 教 育 的 坚 持 延 续
到 了 外 孙 女 身 上 ， 李
卓 辉 执 意 付 昂 贵 的 学
费 ， 让 外 孙 女 到 中 文
学校学习。

华 丽 高 中 毕 业
在 等 待 大 学 录 取 通 知
的 闲 暇 时 光 也 会 到 报
社 帮 忙 ， 李 卓 辉 说 她
对 出 版 流 程 已 然 十 分
了 解 。 2 0 1 7 年 ， 华 丽
进 入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开
始 本 科 学 习 ， 李 卓 辉
高 兴 地 跟 记 者 分 享 ，
说 外 孙 女 很 争 气 ， 入
学 不 久 就 申 请 到 了 三
项 奖 学 金 ， 最 近 的 一
项 是 “ 一 带 一 路 ” 奖
学 金 ， 金 额 高 达 5 万
元 。 “ 这 得 益 于 中 国
的 “ 一 带 一 路 ” 建
设 ， 海 外 留 学 生 在 中
国 香 港 也 得 以 享 受 实
惠。”

探 索 推 广 中 文 教

育的新途径
随 着 中 国 的 和

平 崛 起 ， 中 文 热 席 卷
全 球 ， 包 括 华 人 最 多
的 国 家 印 尼 。 如 今 ，
印 尼 的 中 文 教 育 早 已
恢 复 ， 但 中 文 教 育 断
层 多 年 ， 导 致 许 多 华
人 不 会 说 中 文 ， 缺 少
中 文 师 资 ， 同 时 存 在
中 文 学 校 学 费 昂 贵 等
问 题 。 在 这 样 的 情 况
下 ， 一 直 希 望 推 广 中
文 教 育 的 李 卓 辉 开 始
寻求新的可能。

2 0 1 7 年 6 月 ， 李
卓 辉 领 导 东 盟 南 洋 基
金 会 ， 与 印 尼 伊 斯 兰
教 士 联 合 会 （ 简 称 伊
联 ） 合 作 ， 在 伊 联
大 学 成 立 了 “ 中 华 文
化 研 究 中 心 ” ， 并 由
时 任 中 国 驻 印 尼 大 使
谢 锋 正 式 揭 牌 。 “ 中
华 文 化 研 究 中 心 ” 由
此 开 始 在 伊 联 大 学 里
推 广 研 究 中 华 文 化 的
教 学 工 作 ， 内 容 包 括
设 立 中 文 教 育 学 科 、
传 统 医 药 学 科 和 其 他
创 新 科 技 学 科 ， 计 划
每 年 派 一 批 印 尼 大 学
生 到 中 国 留 学 深 造 ，
在 “ 一 带 一 路 ” 合 作
下培育新时代人才。

李 卓 辉 介 绍 ， 伊
联 是 印 尼 最 大 的 温 和
伊 斯 兰 民 间 组 织 ， 提
倡 各 民 族 多 元 化 、 包
容 地 发 展 ， 与 儒 家 思
想契合。伊联有3万所
小 学 、 初 中 和 高 中 ，
在 印 尼 各 大 城 市 建
立 了 3 2 所 伊 联 大 学 。
李 卓 辉 希 望 通 过 与 伊
联 大 学 的 合 作 ， 借 助
伊 联 广 泛 的 教 育 网 络
推 广 中 文 。 伊 联 大 学
十 分 欣 赏 中 华 文 化 ，
并 希 望 在 印 尼 推 广 中
文 ， 该 校 校 长 马 克 松
对 记 者 表 示 ， 愿 意 更
多 地 融 入 与 中 国 的 合
作 。 2 0 1 7 年 1 1 月 ， 伊
联 大 学 与 广 西 民 族 大
学 签 订 合 作 协 议 ， 届
时 双 方 将 互 派 人 员 进
行 交 流 ， 广 西 民 族 大
学 将 在 中 文 教 育 及 人
才 培 养 上 帮 助 伊 联 大
学 ， 李 卓 辉 也 在 场 见
证了仪式。

李 卓 辉 说 ， 印 尼
应 加 强 向 中 国 学 习 ，
加 大 引 进 中 资 参 与 建
设 ， 积 极 把 握 “ 一 带
一 路 ” 机 遇 ， 扭 转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缓 慢 等 局
面 。 在 印 尼 配 合 实 施
发 展 “ 一 带 一 路 ” 宏
伟 蓝 图 ， 中 文 媒 体 负
有 重 大 使 命 。 作 为 中
文 媒 体 人 ， 李 卓 辉 除
了 积 极 与 主 流 社 群 发
展 中 文 教 育 ， 将 中 文
提 升 为 与 英 文 平 行 的
国 际 化 语 言 之 外 ， 还
鼓 励 主 流 社 群 学 生 和
学 者 到 中 国 各 领 域 大
学 深 造 ， 他 认 为 ， 中
文 媒 体 应 在 推 进 东 方
文 明 复 兴 崛 起 中 发 挥
自 己 的 优 势 ， 争 取 更
大的话语权。

   李卓辉的办报路 中华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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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辉与夫人贺晓玲(故)合影

1958 年, 李卓辉（前排右五）
当华校中学班主任、中文老师时，

与全班同学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