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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武吉知马琼崖联谊会于 2009 年 12 月 3 日组团前往海南岛，进行

一连八天的文化交流与环岛旅游。 

      抵达海口当天下午，联谊会主席严承慧、作家莫河、王永炳博士、马宝

汕、林子、关子等一行人即前去拜访设址海口的“万泉河文化研究会”，受到

会长朱修松等理事的热烈欢迎。会所楼宇宽敞新颖， 偌大的会议厅墙上挂着

显眼横幅“热烈欢迎新加坡武吉智吗琼崖联谊会莅临我会交流指导”， 长长

的会议桌上早已摆满了当地特产的各式水果，乡音萦绕，气氛温馨感人，该会

乡贤们的细心款待， 令团队成员感激不已！  

 

 

 

 

 

 

      会上，诸位理事成员轮流对研究会的创会历程、宗旨和使命作了详细介

绍。“万泉河文化研究会”成立于 2004 年，6 年来会务蒸蒸日上，研究会秉持

着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海南传统文化精神，以万泉河流域生态为总基调，以弘扬

和承传优秀传统文化、 保护自然环境、发展国家社会经济为目标，排除万

难、义无反顾地默默耕耘。 

      正如电影歌曲“我爱万泉河、我爱五指山”所歌颂的的完美形象，发源

于五指山、流过琼海县的万泉河，潺潺不息，源远流长，它是海南人心目中的

母亲河，由此催生的万泉河优秀文化，承载了积极健康、纯朴无华、开阔柔美

的文化内涵。 

   
      在全体理事委员的努力下，该会至今已出版了两本著作：《琼海文化述

论》和《琼海当代乡贤文萃》， 前者展现了琼海地域文化的方方面面；后者收

录了当代近百位琼海向乡贤作家的作品。自 2009 年 6 月开始，该会还定期出版

代表性刊物：《万泉河文化》， 这本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杂志，成了该会对

外联系的喉舌， 为人们了解研究会提供了宝贵材料。此外，“万泉河文化研究

会”也时常与政府机关联办有关推进城市发展的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发言、

高级政府官员前来聆听，以取高层次的实质性效果。 

  

  



为了集思广益，该会曾在 2008 年举办了以如何发展琼海市为主题的论文

征文比赛，反应热烈专家学者为万泉河与琼海市的经济、教育、人文建设等方

方面面作了专题研究。得奖论著结集出版，以供作日后推行发展计划的学术性

参考指南。  

      从交流会上得知，“万泉河文化研究会”除了推动文化事业外，也秉持

“以人为本” 的治会方针，积极参与民间社区服务的工作。该会在 2007 年成

立了“教育助学基金”，给成绩优异而家境困难的高考生颁发助学金，让他们

得以继续深造，鼓励他们勤奋向学。研究会纯属民间社会组织，在社团登记管

理机关注册并接受监督，但并未得到政府的经济赞助。 因此，助学基金来源全

靠该会全体理事、会员和社会善心人士的慷慨捐献，在群策群力和爱心的驱动

下，有一分热发一份光，“教育基金会”将永久营运下去！研究会也成立医疗

队， 到琼海县各个乡镇为乡贤提供义诊医疗服务。 每逢春节， 该会号召当地

书法家为居民挥春，书写春联相赠， 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和爱戴。 

  
一如万泉河汇集万泉归大海，“万泉河文化研究会”正朝着康庄大道向

前迈进，为琼海县文、商、政界提供了有利交流平台。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感

召下，研究会凝集了各方力量，为弘扬万泉河优秀文化、为海南岛建设与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对话会过后，万泉河文化研究会二名顾问，中国著名画家曾祥熙与书法

家陈振玉当场挥毫，曾老前辈精于中国水墨画，陈女士书法苍劲豪迈，自成一

体，二人各显艺术才华，令到访队友赞叹不已！ 过后，两位艺术家将所完成墨

迹赠与琼崖联谊会，以作他日扩建会所筹款用途。笔者很荣幸获陈女士以一副

隶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相赠，拍照留恋，出席这次交流会，真是获益匪

浅！  

窗外的夕阳不知何时已消失无踪，天色渐暗，才与主人握手告别， 结束

了与“万泉河”初次且难忘的交会。 

 

林子（琼崖联谊会附属“海南作家作品研究室”副编）2010 年 1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