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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歐陽淑棉
（龍水寮村）

逝世於九月十二日
現設靈於家鄉龍水寮村本宅
擇訂於九月二十三日
（農曆八月二十一日）吉時出殯

蔡國雄
（石獅祥芝祥漁村）

逝世於九月十四日
出殯於九月十八日 

鍾吉美
逝世於九月十四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SANCTUARIUM 206-
FREESIA）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吳義香
（廈門集美）

逝世於九月十六日
現停柩於福澤二樓萬福廳（廈門市集美區
福澤路68號）
出殯於九月十八日

洪培修捐菲華工商總會
「點亮未來」教育金
菲華工商總會訊: 本會常務理事洪培修

先生令宣堂洪施碧玉太夫人，不幸於二零

二四年九月四日（星期三）上午逝世，享壽

積閏九十有四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飾終令典，極盡哀榮。

洪常務理事培修幼承庭訓，樂善好施，

平素關心本會會務，支持教育，雖於悲痛哀

傷之餘，乃不忘公益，特捐本會「點亮未

來」教育金菲幣五萬元。仁風義舉，殊堪矜

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蔡國雄逝世
菲律賓祥芝鎮同鄉總會/總商會訊：本會

常務理事蔡國雄鄉賢(原籍石獅祥芝祥漁村)，

不幸於二零二四年九月十四日下午逝世，得

年四十九齡，英才頓失，軫悼同深。擇訂九

月十八日上午出殯，安葬於石獅永久墓園之

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蔡國雄逝世
旅菲祥古蓮聯鄉會青年聯誼會訊：本會

副理事長/青年會名譽會長蔡國雄鄉賢(原籍石
獅祥芝祥漁村)，不幸於二零二四年九月十四
日下午逝世，得年四十九齡，英才頓失，軫
悼同深。擇訂九月十八日上午出殯，安葬於
石獅永久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吳燕強丁憂
菲律濱忠義堂總堂訊：本總堂吳副監事

長燕強昆仲令尊吳義香老先生，不幸於二○

二四年九月十六日上午十時五十五分逝世於

家鄉本宅，享壽七十有二高齡。哲人其萎，

軫悼同深。現停柩於福澤二樓萬福廳（廈門

市集美區福澤路68號），擇訂於九月十八日

上午十一時舉行告別儀式。

本總堂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藉表哀思，以盡金蘭之誼。

鍾吉美逝世
菲律濱六蘭堂宗親總會訊：本會鍾職介

主任吉美宗長，不幸於二零二四年九月十四

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壽終於St Lukes 聖路迦醫

院,享壽八十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

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206- 

Freesia 靈堂，出殯日期另定。

鍾吉美逝世
和記訊：僑商鍾吉美老先生，亦即鍾易

良，國生，JALQUELINE CARRERA，佩珍賢

昆玉令尊，不幸於二○二四年九月十四日上

午八時三十分壽終於St Lukes 聖路迦醫院，享

壽八十高齡。

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

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6-FREESIA）靈堂。

馬來西亞學者：北京中軸線有何啟示？
中新社吉隆坡9月16日電　2024北京文

化論壇將於9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舉辦，馬來

西亞學者張建文在赴京參會前，接受中新社

“東西問”獨家專訪，回憶2023年作為國際

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專家之一，代

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北京中軸線進行現場

檢查的感受，闡述北京中軸線對於文明交流

互鑒的意義。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作為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

的專家，您參與了北京中軸線申遺過程，能

否談談您眼中的北京中軸線？

張建文：北京中軸線作為文化概念，是

一個相對新的構想，但它又是中國文明連續

發展的產物，體現了中華文明的文化積累。

在我看來，北京中軸線所描述的，基

本是北京城市中心的區域。在中國古代，重

要的禮儀建築、必需品、儀式和王朝帝國的

治理位於這裡。尤其是北京中軸線申遺核心

區，既包含了滿足其文化價值要求的所有必

要元素，又留出了足够的緩衝區。這意味著

作為世界遺產，它發揮了保護價值，又不會

成為“城市的負擔”。

北京中軸線是中國古典文化的精髓、核

心和升華。值得注意的是，中軸線以宮殿建

築群為中心，前朝（宮殿）後市（市場），

左祖（太廟）右社（社稷壇）。市場象徵經

濟力量，支撐著國家；社稷壇作為古代皇帝

祭天的場所，體現了中國古代對農業的重

視。這樣的佈局，反映出中國傳統的政治理

念。今天，當全世界都在談論糧食安全，可

以看到，中國人在很久之前就明白這是一個

基本的治理原則，其執行的好壞，決定著中

國古代王朝的壽命。

因此，當談論中軸線時，應關注到它

體現了中國人在漫長歷史歲月中的治理和生

活方式，這有助於加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

解。

中新社記者：如何看待北京中軸線所體

現的中華文明特質？這些中華文明特質對於

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具有怎樣的啟示？

張建文：首先，北京中軸線體現了中

華文明的連續性。連續性是中華文明的特質

之一。年輕時，我在英國學習建築學，當時

我就瞭解到，中國建築在其發展歷程中，雖

然對早期建築概念和方法有漸進的改進，但

其風格、形式和顔色的層次結構始終是延續

的，而非背離（前代）的。和西方不同，中

華文明雖然經歷了各種時代變革，但透過表

面，依然能看到中華文明在人類歷史上無與

倫比的延續性。今天，即使走在中國最現代

化的地區，都能清晰地明確——你在中國。

其次，中庸、平衡與和諧是北京中軸線

的標誌，同樣也是中華文明的標誌，北京中

軸線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觀。在

我看來，中華文化關注自然與人的聯系，如

中國古代畫家的畫作總是展現人與自然的關

係，欣賞人與自然共存之美。

北京中軸線同時體現了古代中國人適應

自然環境的選擇。進而言之，它在建築藝術

上，將各自獨立但又息息相關的個體整合出

整體的凝聚力——將原本分散的，形式、線

條、顔色各異的個體整合起來，構成一個和

諧的整體，但又保持了個體的獨立風格。當

這種建築藝術反映在文化和社會觀念上，就

可以反窺中國人關注的是合作與相互理解。

中華文化承認彼此的不同乃至衝突，但尊重

彼此的不同，尋求解決衝突而不是任其激

化，鼓勵溝通，培養寬容，尊重多樣性，這

種觀念對於不同文明的互鑒交流無疑具有現

實意義。

再次，北京中軸線也體現中國傳統的

政治理念。禮部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部門之

一，在中軸線上，為禮儀服務的區域佔有重

要位置。中國古代皇帝的行為要受到“禮”

的限制，舉行為農業、土地等獻祭的儀式。

這些與“天命”相關的儀式，可以將其理解

為一種責任，即執政者需要確保人民的幸

福，滿足他們的需要。北京中軸線所承載的

這些政治理念，從中國古代延續至今，可以

增進人們對今天中國的理解。

中新社記者：作為馬來西亞人，您認為

北京中軸線對於馬來西亞和東南亞的文化有

怎樣的影響？

張建文：在今年的北京文化論壇上，

我將分享北京中軸線和東南亞城市的比較研

究。不僅是北京中軸線，中國歷史上很多偉

大的都城均有類似的中軸線，這些城市所代

表的中華文明元素對周邊文化產生了巨大影

響，如古代日本就很大程度上借鑒繼承了唐

朝的建築風格。

東南亞是世界上最多元化的地區之一，

同樣從中華文明中獲得借鑒。中華文明追求

求同存異。借鑒中華文明，各國就有可能以

協商來整合多元性，避免分歧。在多元化的

背景下，大家可能意見不一，但通過協商和

相互理解可找到凝聚力。

我還想特別提及印度尼西亞的日惹，這

是爪哇島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曾是日惹蘇

丹國的首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