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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許耀林會長、陳玉明會長和譚文     
華院長榮膺澳華文化界傑出貢獻獎

￭“澳華文化界傑出貢獻獎”頒獎典禮暨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成立十七周年慶典上，三位獲獎者
與主要嘉賓大合影。

2025年5月23日晚，澳

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

在悉尼Chatswood舉行“澳

華文化界傑出貢獻獎”頒獎

典禮暨該會成立十七周年慶

典。來自文化界、政界、商

界及華人社團代表等約二百

五十名嘉賓出席了頒獎典禮

和慶典晚宴，他們共同見證

了一個令人感動與難忘的時

刻——這不僅是對過往歷程

的回顧，也是對澳華文化發

展的階段性總結。

頒獎典禮在一曲悠揚的

小提琴演奏《鴻雁》中拉開

序幕，司儀曉帆和康妮首先

請出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

聯合會召集人、著名文化學者何與懷博士

致歡迎辭。

何博士首先對光臨的嘉賓們表示由衷

的感謝，同時也回顧了澳大利亞華人文化

團體聯合會於2008年成立至今十七周年

的歷程。這是一個在澳大利亞政府正式註

冊的非宗教、非政治、非牟利的澳華文化

社團，其主旨是：促進澳華各文化文學團

體團結合作；促進澳華文化文學事業繁榮

興旺；促進澳中文化文學交流；促進澳大

利亞多元文化交融發展。它是一個平臺，

方便澳洲各華人文化文學團體一起共襄盛

舉。聯合會成立以來，每年都舉辦或參與

許多文化文學活動，例如第一年便向新式

武俠小說鼻祖梁羽生大師和中國古典詩詞

大家趙大鈍老師敬頒了澳華文化界終身成

就獎。今年，經頒獎委員會研究決定，向

澳大利亞華人文華團體聯合會會長許耀林

先生、全球漢詩總會澳大利亞分會會長陳

玉明先生和澳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名譽

院長譚文華女士頒發“澳華

文化界傑出貢獻獎”。三位

獲獎者在澳大利亞深耕文化

沃土長達二三十載，在文學

創作、繪畫書法、文化推廣

及公益事業等多個層面做出

了不凡的成就，他們的作品

情感真摯、技藝精湛，既蘊

含中華文化的精髓，又融入

了澳洲多元文化的脈動；他

們不僅是藝術的踐行者，更

是中華文化的傳承人。

隨後，何與懷博士為三

位獲獎者主持了頒獎儀式。

麥考瑞大學陳慧教授、奧本

市榮譽市長林麗華女士和喬

治河市王斌議員分別為譚文

華女士頒發了“澳華文化界傑出貢獻獎”

獎杯、獎牌和榮譽證書。澳大利亞南溟出

版基金創辦人蕭虹博士、喬治河市劉娜

心副市長和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博物館籌委

會許多倫主任分別為陳玉明先生頒發了“

澳華文化界傑出貢獻獎”獎杯、獎牌和榮

譽證書。前新州上議院副議長何沈慧霞博

士、新州藝術博物館中國藝術部曹音主任

和史卓菲市蔡定傑副市長分別為許耀林頒

發了“澳華文化界傑出貢獻獎”獎杯、獎

牌和榮譽證書。

頒獎嘉賓與三位獲獎者分別發表了感

言，在三位獲獎者的獲獎感言中，我們感

受到的不僅是榮譽背後的艱辛與付出，更

是那份對澳華文化所化出的深沉與擔當。

他們講述了各自與中華文化的不解之緣，

分享了在海外弘揚中華藝術的心路歷程，

以及對文化傳承的深切期待。他們的樸實

醇厚的語言，流露出了深厚的民族情懷與

文化自信，贏得了全場嘉賓的熱烈掌聲。

 文苑猶策韁 壯心宏程遠
“澳華文化界傑出貢獻獎”頒獎典禮暨澳大利亞華澳華文化界傑出貢獻獎”頒獎典禮暨澳大利亞華
人文化團體聯合會成立十七周年慶典在悉尼舉行人文化團體聯合會成立十七周年慶典在悉尼舉行

張 青 
澳地金秋人悅暢，筆

苑同歡，三傑今褒獎。翰
墨丹青詩韻漾，高風亮節
堪欽仰。

根植南洲逢沃壤，國
粹巨集揚，雅事成時尚。
瑰寶華洋齊讚賞，多元文
化長興旺。

恆心馬
澳華文苑萃群英，
十七春秋播遠聲。
三傑今宵享殊譽，
酒傾北斗啟新程。

王香谷
盛筵酒綠燈紅，樂軒

同，共祖文人雅士、喜相
逢。

繼傳統、承唐宋，匯
西中，夏雨秋霜冬雪、續
春風。

￭獲獎者譚文華女士與頒獎嘉賓合影留念。

￭獲獎者陳玉明先生
與頒獎嘉賓合影留
念。

￭獲獎
者許耀
林先生
與頒獎
嘉賓合
影 留
念。

￭澳大利亞炎黃畫院向主辦方贈送名畫（圖左起：徐憲來、黃瑜、王松峻、李
愛民、何與懷、初興民、李作恆、曉帆、康妮）。

   澳葯集團公司總經理
Tina Liu（左三）向三位
獲獎者贈送了保健品。

￭￭5．23慶宴一角。5．23慶宴一角。

￭慶典司儀曉帆和康妮

￭頒獎典禮主持者何與
懷博士致歡迎辭。

頒獎儀式結束后，來自悉尼華人演

藝界的藝術家們登臺奉獻了一台精彩的

慶祝演出。

在現場互動中，嘉賓與僑界代表紛

紛對三位獲獎者表示祝賀，並高度評價

了他們在促進澳華文學藝術與文化共融

中所發揮的獨特作用。三位藝術家的成

就，不僅提升了華人社群在澳洲主流社

會中的文化形象，更激勵著廣大華人繼

續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了文

化多樣性的交流與伸展而不斷努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