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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日本三
手中华学校是孙中山先
生在海外创办的一所华
校，1901年印尼中华会
馆学校（八华学校）就
是以山首中华学校为榜
样而创办的，八华学校
最早期的课本也是取自
山手学校的样本。

1 8 9 8 年 ， 在 孙 中
山“教育救国”思想的
感召下，世界第一所近
代华侨学校在日本横滨
建 立 。 1 2 0 余 年 间 ， 这
所学校几经变迁，成为
如今的横滨山手中华学
校，依旧站在引领海外
华文教育发展的潮头，
探索不止。

19世纪末，横滨山
手中华学校前身“大同
学校”建立时，海外华
侨教育还普遍沿袭传统
私塾模式，教学内容也
局限于儒家经典。在日
华侨华人为求变革，探
索新式教育，一手创办
大同学校，开设9门近代
化课程，首推男女学生
同班，就此开启世界近
代华文教育先河。

此后，学校经历曲
折，师生分散又重聚，
校舍毁坏又重建，几经
更名后在1957年定名为
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并沿
用至今，成为日本五所
全日制华文学校之一。

“ 我 们 跨 越 三 个
世 纪 的 办 校 历 史 无 可
替代，但积累下的教育
经验和模式可供广大华
教同仁借鉴推广。”横
滨山手中华学校校长张
岩松告诉中新社记者，
当前，海外华文教育正
面临前所未有的转型压
力，海外华校只有团结
起来，集思广益，才能
探 索 出 可 行 的 应 对 路
径。

华 校 转 型 趋 势 虽
早已显现，但新冠肺炎
疫情的到来按下了加速
键。

2020年2月26日，考
虑到日本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持续增加，疫情形
势日渐严峻，张岩松做
出了休校、改上网课的
决定。

彼 时 日 本 口 罩 短
缺，许多人因缺少防护
感到恐慌。忙于转向网
上教学的同时，学校还
将热心侨胞捐赠的口罩
免费邮寄到每位学生家
中，以解燃眉之急，许
多学生家长因此感动落
泪。

“ 面 对 冲 击 和 挑
战 ， 我 们 最 有 效 的 武
器 是 团 结 ， 要 稳 住 人
心。”此后几个月，张
岩松一边追踪疫情，一
边安排线上课程、组织
教师培训，学校形成成
熟的线上教学模式，也
获得家长认可，当年招
生 报 名 人 数 创 历 年 新
高。

“ 团 结 、 挑 战 、
创新、引领。”张岩松
如是总结疫情下转危为
机的心得。但他同时表
示，虽然海外华校在疫
情中积累了一定的线上
教学经验，但华校转型
升级是更为宏观的时代
课题，实践中的海外华
文教育从业者仍然对未
来发展道路感到困惑。

为 了 探 索 海 外 华
文教育在新时期的发展
之路，张岩松于2020年
底发起成立全球华校联
盟，希望形成全球华文
教育共同体，凝聚群体
力量。

“ 联 盟 筹 备 成 立

时，全球各地的华校代
表不顾时差，几乎‘随
叫随到’地参加线上会
议。”张岩松表示，这
些华文教育人有着同样
的坚守与执着——让中
华语言与文化在海外代
代传承。

“海外华文教育最
终要实现‘育人’，这
与教书完全不同。”张
岩松认为，海外华文教
育要传承的是“勤劳奋
斗、自力更生、包容开

放、进取创新、团结互
助、诚信守则、敬祖爱
乡、善邻友好”的华侨
华人精神，无论是海外
华侨华人社会，还是120
余年来始终引领新潮的
横滨山手中华学校，都
是在这一精神的激励下
传承至今。

“ 海 外 华 文 教 育
应当在技术上实现数字
化、网络化、数据化和
智能化，通过转型升级
赋予每所华校‘自我造

血’的生命力。”张岩
松表示，横滨山手中华
学校将继续发挥自身凝
聚力与影响力，形成辐
射全日本华文教育组织
的华文教材中心、华文
教师培训中心和华裔学
生活动中心，并依托全
球 华 校 联 盟 的 交 流 机
制，将实践经验广泛分
享给世界各地的华文教
育工作者。(完)

中新网

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生于革新求变时 勇立潮头百廿载

中新社记者：今年
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
台海问题依然是中美博
弈的焦点。美国前国务
卿基辛格最近表示，台
湾问题不能成为中美关
系中心。您认为，应如
何规避台海风险？

梁 亚 滨 ： 毫 无 疑
问，台湾问题是中国的
核心利益所在。没有两
国在该问题上的妥协，
中美不会建交，这也是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花费
了8年之久才达成建交谈
判的原因。在当时中国
的认知中，台湾问题所
代表的利益在中美关系
中占据非常高的比重。

经四十多年发展，
台湾问题依然重要，依
然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但是在两岸关系现状尚
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的情
况下，我们显然有更重
要的利益，需要跟美国
博弈，包括维持核战略
稳定、正常的经贸关系
和人员交流与交往等如

果有一天两岸关系现状
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这
种变化无论是源自台湾
当局，还是美国政府，
中国都不得不采取坚决
的措施。

对中美关系来说，
台湾问题意味着哪一方
更有战略智慧，也将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两国战
略竞争的前途和结果。
中美规避台海风险最有
效的方法是降低该问题
的敏感度，保持战略定
力。相信历史和时间站
在我们这边。

中新社记者：美国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
奈此前提醒，美想对华
脱钩极不现实。《华盛
顿邮报》专栏作家霍伊
维尔撰文表示，世界需
要的是去限制而非激化
大国冲突。威尔逊中心
报告指出，美中携手可
促进气候变化、疫情、
贫富、科技不公等问题
的全球努力。您如何评
论这些观点？

梁亚滨：这些观点
都很对，但问题是如何
做。以气候变化为例，
拜登政府不但没有向中
国转移应对气候变化所
必需的技术和资金，甚
至试图削弱中国在清洁
能源领域的优势，特别
是IPEF提出重建排挤中
国的国际供给链。科技
脱钩已经在路上，美国
正一批又一批地把中国
科技企业列入出口管制
名单和金融制裁名单。

中 美 两 国 必 须 限
制大国冲突，在该问题
上拥有共同利益。发动
一场热战或冷战，都不
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认
知是明确的。因此，两
国需要在技术上采取措
施来规避可能出现的危
机事件，避免恶化成冲
突。如同打牌，双方要
规定规则或形成默契，
同时避免掀桌子。这些
事情将是未来两国之间
最重要的合作。(完)

中新网

梁亚滨：中美两国
该如何限制而非激化大国冲突？（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