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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国郑和研究会、江苏
省海外联谊会、陕西广播电视台、中
国 好 故 事 数 据 库 、 国 际 郑 和 协 会

（筹） 等联合举办的“全球华人华侨
纪念郑和下西洋 615 周年云会议”活
动通过网络直播方式举行。来自泰
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相关机构参加会议，共同纪念
郑和，传承“郑和精神”，引发华侨华
人广泛关注。

和平交往的使者

600 多年前，郑和率船队七下西
洋，不仅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光辉灿烂
的一页，也为增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
间的友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
今，海内外中华儿女依然讲述着郑和下
西洋的故事。

中国郑和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孙治国在为“全球华人华侨纪念郑和
下西洋 615 周年云会议”致辞时表示，
明朝的郑和船队七次纵横往返于南海
和印度洋之间，航程多达 10 余万里，
所到之处尽显中华泱泱大国的伟大气
度，堪称和平交往的使者。

“郑和曾五次驻扎过马六甲，在其
驻扎期间从不侵占他人寸地，而是积
极传播和平友谊，赢得了海外人士的
尊重。这让后世的海外华侨华人都以
祖 （籍） 国为傲。”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马来西亚马六甲州政府对华事务
特使颜天禄介绍，郑和在海外享有很
高的声誉。多年来，马来西亚除了经

常组织以郑和文化为主题的座谈会，
同时也积极举行“国际郑和大会”，向
世界传播中马两国友好文化。

“泰国南部的宋卡港是古海上丝绸
之路的一个重要港口，至今流传着郑
和到访的传说。”泰国南部华助中心秘
书长、泰中教育交流中心理事长魏光磊
对本报表示，“历史上，郑和给东南亚特
别是泰国，带来了当时大明王朝很多先
进的东西。多年来，泰国民众一直很崇
敬郑和。郑和文化已经融入当地，成为
一种护佑的崇拜文化。”

文化交融的纽带

历史上，郑和下西洋为促进中外文
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现在，“郑和精
神”已成为中外友好交往的重要纽带。

7月11日，泰国皇家军校的陈伟文
教授在郑和文化与环印度洋地区开放合
作研讨会上表示，郑和下西洋对中泰友
好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介绍说，郑
和曾多次到过暹罗国 （泰国旧称），被
当地尊称为“三宝公”并设庙纪念。直
至今日，泰国临海地区还可以看到许多
留存下来的“三宝庙”，这充分体现出
郑和下西洋影响力之伟大和深远。

曾到访过泰国曼谷大城府帕南春
庙 （又称“三宝公庙”）的魏光磊表示：

“‘郑和精神’代表着和平、发展与共荣的
思想，已成为‘中泰一家亲’精神的美
好寄托，承载了中泰两国人民携手在‘一
带一路’倡议下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

“郑和精神”在促进中外友好交往

的同时，也为推动华侨华人融入当地社
会奠定基础。颜天禄表示：“在文化交
流方面，‘郑和精神’鼓励海外华侨华
人保持开放态度，接受当地社会的文化
习俗，进而促进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
融合发展。”

睦邻友好的桥梁

当前，“郑和精神”仍然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发扬“郑和精神”，促进
睦邻友好，华侨华人大有可为。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让中国和很
多东南亚国家拥有一些相似的人文背
景。这是推动中外友好交往的切入点和
有利条件。而‘郑和精神’提倡的注重
团结协作的和平主义，也使得中外在合
作交流时可以保持互相尊重的态度。”
颜天禄表示，希望马中两国无论在官方
和民间层面，都能进一步传承“郑和精
神”，将两国关系推向新高峰。

孙治国也表示，在当今建设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郑和精神”
所包含的和平交流、互利互惠的合作精
神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讲好中
国故事，促进中国和平发展与对外交往
至关重要。

谈 及 如 何 更 好 地 传 承 “郑和精
神”，江苏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杜伟认
为，这离不开海外侨胞的参与。他表
示，后疫情时代，面对复杂形势，海外
侨胞应继续紧跟时代的发展脚步，传
承和弘扬新时代“郑和精神”，为中国的
和平发展与中外友好往来作出贡献。

分享中国抗疫经验

疫情发生以来，在中国政府相关部
门、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和海外侨团组织的
共同努力下，中西医结合的抗疫经验从“云
端”漂洋过海送达海外侨胞心上，中医药防
疫物资也源源不断送达海外侨胞的手中，
为侨胞吃下“定心丸”。

6月12日，福建省海外联谊会、福建
省侨联共同举办远程医疗视频会。4名中
国援助菲律宾抗疫医疗专家组成员与来自
南非、尼日利亚、喀麦隆、肯尼亚等 20
个非洲国家的 200多名侨领，线上分享中
国疫情防控经验。《非洲时报》 新媒体中
心主任孙想录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国
抗疫专家介绍的中西医结合抗疫经验令人
印象深刻。”孙想录表示，“参加了几次中
国抗疫经验线上交流会议，让我对新冠肺
炎疫情和中国的抗疫措施有了更全面的认
识。我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严格践行中国行
之有效的防疫措施，也通过报道向旅非华
侨华人介绍中国的抗疫经验。”

从 4 月至今，巴西洪门总会会长王文
捷也参加了不少中巴抗疫经验分享视频会
议。他介绍，中国医疗专家的线上分享不
仅为侨胞战疫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巴西
的医生提供专业的抗疫经验指导。巴西侨
团组织纷纷借鉴中医抗疫经验，用实际行
动关怀当地侨胞。6月，巴西华人协会向
确诊的侨胞发放由浙江侨联捐赠的连花清
瘟颗粒。7月10日，巴西华人协会又向圣
保罗侨胞发放中国武汉一家企业捐赠的甘
草茶饮中药。

3月26日，受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邀请，加拿大安大略中医学院院长、世界
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吴滨江参加了

“全球疫情会诊室”直播节目，与参与武
汉战疫一线的中国中医专家及世界各地中
医专家一起分享中医抗疫经验。收获满满
的吴滨江对本报记者表示，这为他在加拿
大推广中西医结合的抗疫经验提供了重要
借鉴。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世界中医药学
会联合会两联指导”“中国抗疫院士专家顾
问组”“专业中医团队”“在线中医咨询服
务”……打开由安大略中医学院筹建的“加
拿大华人华侨网上中医方舱咨询平台”，在
加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不仅可以通过自查系
统确认自身健康状况，还可以在线向加拿
大各省市的中医专家咨询防疫方法。

自 5 月 8 日正式上线以来，该平台已
成为分享中医抗疫经验的重要窗口。吴滨
江介绍线上发布内容的来源，“安大略中医
学院组织成立了中医抗疫志愿者小组，在
得到授权后，将张伯礼、黄璐琦、仝小林
等中医专家开办的中医诊疗新冠肺炎的讲
座资料，翻译整理成 12篇图文并茂的英文
简报；为方便加拿大多元社区及世界各国更
直接了解和掌握中医抗疫经验，自3月8日
至5月31日，相继发布了翻译整理的中、英、
法、匈、阿、日、葡、俄、印、韩10个语种的‘多
语种中医抗疫经验全球分享’文档；自5月
16日至7月 11日，分别与天津中医药大学、
云南中医药大学等5所中国中医高校合作
开展了‘中国中医药抗疫经验分享专家大
讲堂系列讲座’；录制了几个普及中医抗
疫知识的中英双语小视频。”

中医疗效引发关注

疫情在美国发生以来，曾在中国参与
抗击“非典”的美国北大医疗中心院长、美
国加州针灸中医师公会第一副会长杨捷，

这次又将中医抗疫经验派上了用场。
耐心接听很多在美华侨华人的求助

电话、热心回应多个留学生家长群的防疫
咨询、为伊朗裔美籍友人修复新冠肺炎
感染后遗症……杨捷一直很忙，但令他备
感欣慰的是，此次疫情中，美国北大医疗
中心研制复方草药制剂“清肺祛毒胶囊”+

“银花精素”+“肺康素”三药联用，不仅曾作
为紧急援助物资支援武汉抗疫一线的医护
人员，还有效治疗了数百位美国新冠肺炎
确诊患者，展现了创新中医药的威力。

“中医药的生命力在于疗效。”杨捷表
示，在应对新冠肺炎这种突发性传染病
时，由于缺乏疫苗和特效药物，现代医疗
技术治疗存在巨大空白。而中医药借助数
千年形成的疫病诊疗体系，有效填补了这
个空白。高水平的中西结合救治方法，可
以最大限度地减缓疫情进展，最大程度地
保全患者生命。

对此，吴滨江深表赞同。他表示，“新冠
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重新审视中医。经
此一‘疫’，中医的研究方法和临床治疗能
力令人赞叹。此次疫情期间，世卫组织官网
正式删除抗疫‘不使用传统草药’的建议，
给了全球中医人莫大的鼓舞。”

最近，意大利中意青年会会长陈铭收到
一位意大利医学教授自己撰写的尚未发表
文章。“文章主要探讨中西医结合的可能性
和方法。”陈铭说，经历此次实践检验，在全
球科研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倾向于支持
中西医结合抗疫方法。

传播中医正当其时

中医药走向世界，华侨华人大有可为。
巴西圣保罗针灸医学院院长蔡万文建议，
在巴西，中医通过针灸被当地人熟知。用当

地人熟悉的表达方式去解说中医药，或更
容易被其他国家、地区接受。

加拿大多伦多时间 7 月 20 日下午 2
时，安大略中医学院推出的免费“趣味中
医”云课堂再次准时开讲。屏幕上，放映
着知识点满满的课堂讲义，吴滨江侃侃而
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晦涩艰深的中医
知识娓娓道来。屏幕外，近 200位居家的
中医从业者和爱好者同步收看的同时，不
时记下重要知识点。

这是“趣味中医”云课堂连续举办的
第17次讲座。自3月30日以来，每周一下
午 2 时至 4 时，吴滨江的“趣味中医”云
讲堂，成为因疫情而“宅家”的中医“粉
丝”的福利大礼包。为满足海内外更多中
医爱好者的需求，安大略中医学院还将讲
座内容在“Youtube”和腾讯微云两个社
交平台上发布。

“疫情促使海外中医转型升级。现代
化不是西医的专利。”吴滨江认为，2020
年被称为“数字生活时代的元年”。疫情
加速了网络教育和网络医疗的发展，中医
诊疗和中医教育也不例外。以往，海外中
医人凭三指诊脉可以开诊所，各自为政也
可以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新冠肺炎疫情
迫使大家学习使用网上诊疗等信息技术。
掌握和运用好信息技术，会使中医变得更
强、走得更远。

杨捷介绍，中医药必须与时俱进，对千
百年来的诊疗经验进行整合，改进提取技
术，剔除杂质，找到真正有疗效的关键成
分。只有中医药通过现代技术实现各种有
效成分的协同，才能在世界医学殿堂发挥
更大作用。

上图： 6 月 14 日，在孟加拉国达
卡，中国赴孟加拉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孟
加拉国中央警察医院了解情况，分享疫情
防控经验。 （新华社发）

又一个唐人街迎来“解封”
时刻！7 月 12 日，马来西亚吉隆
坡历史悠久的“唐人街”——茨
厂街获准重新开业。作为“吉隆
坡华人历史与现实记忆中最鲜明
的一条街”，百年华埠茨厂街再次
开门迎客，为全球战疫注入信心
和希望。

过去数月，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像茨厂街一样，遍布世界
多国的唐人街都遭遇了百余年来
最长时间的停业。但随着多国战
疫取得成效并相继“重启”经
济，沉睡已久的唐人街渐次苏
醒：从日本横滨到英国伦敦，从
法国巴黎到美国纽约，从加拿大
多伦多到澳大利亚墨尔本……一
座座中式牌楼重焕光彩，一串串
大红灯笼高高挂起，一场场舞狮
表演重现街头，一户户大小商铺
渐有人声。虽然，唐人街短期内
还难以恢复到疫情暴发前人流如
织的盛况，但希望的种子已在人
们心中悄然发芽。

希望源自华侨华人的坚守互
助。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
蔓延，疫情常态化之下，营商环
境不容乐观。面对感染的风险、
锐减的客流、高昂的租金等多重
挑战，唐人街上的大部分华人商
铺依然选择开门营业。严格遵守
当地政府的防疫规定、加强和当
地线上服务平台合作、根据消费
者需求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
积极向当地政府寻求政策支持
……面对危机，他们没有坐以待
毙，而是抱团取暖、积极突围。
对他们而言，生存是第一要义，
坚持才有可能胜利。患难见真
情，携手渡难关。为应对疫情对
唐人街的冲击，很多当地华侨华
人强力应援，主动支持唐人街华
人商铺的生意。经此一“疫”，海外华侨华人团结友爱
的心贴得会更近。

希望源自海外侨胞的精神依恋。百余年来，唐人
街一直延续着中国特有的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模式。
在唐人街购物或是用餐，人们不仅能看到琳琅满目的
中国元素，更能体会到浓浓的中国式“人情味儿”。对
于刚出国不久的中国人而言，初来乍到异国他乡，能
邂逅一个和国内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相差无几的唐人
街，无疑是莫大的幸事。而对出国已久的中国人来说，常
常不约而同地到唐人街买东西、会朋友、吃馆子、看电
影，早已成为一种习惯。历经岁月洗礼，唐人街不仅是海
外侨胞曾聚居生活的社区，更沉淀为一代又一代华侨华
人慰藉乡愁的精神家园。著名学者李欧梵将自己到美国
后常去的纽约唐人街称为“每月朝圣的新‘麦加’”和“心
灵中的重镇”。经此一“疫”，海外侨胞对唐人街未来
发展的关切会更深。

希望源自百年华埠的历史积淀。历经百年，唐人街
已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中国的很多传统节日
和传统习俗，由华侨华人在唐人街上世代延续。在外国
人眼里，唐人街是“小中国”，是认识中国的第一步。一位
美国记者曾说：“唐人街是融社会、经济、文化为一体的

‘中华文化街’，外国人可以在这里感受中华文化的神秘
和魅力。”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中国国
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多国唐人街成为全球游客乐意“打
卡”的热门景点。疫情会暂时冲击唐人街的繁华，但不会
影响人们对唐人街和中华文化的喜爱。经此一“疫”，承
载着中华文化的唐人街释放的魅力会更大。

阳光总在风雨后。我们相信，待疫情的阴霾散
尽，唐人街必将迎来更加明媚的阳光。

“全球华人华侨纪念郑和下西洋615周年云会议”线上召开

传承“郑和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周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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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中医诊疗 助力侨胞战疫

中医药为全球战疫添动能
本报记者 贾平凡

线上中医诊疗 助力侨胞战疫

中医药为全球战疫添动能
本报记者 贾平凡

7月14日，由中国驻巴西大使馆、中国驻里约热
内卢总领馆、四川省侨务办公室 （四川海外联谊会）、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等共同主办的“国际抗疫合作系
列研讨会”之“中西医结合抗疫暨四川专场”在线上
举行。通过大屏幕，多位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四
川专家与巴西政府部门代表、医疗专家交流中西医结
合抗疫经验，探讨如何在中医药领域加强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这样的跨国抗疫
经验线上交流不胜枚举。其中，华侨华人参与其中的
身影随处可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巴西、加拿
大、美国、南非、意大利等多国华侨华人普遍表示，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中国创造的中
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的抗疫良方，取得显著成效，
彰显“中国智慧”；中国积极向世界分享中西医结合的
抗疫经验，促进国际合作抗疫，展现大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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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汉族手工织造和染整
制作的植物染色面料香云纱在广
西梧州流传至今。在梧州市万秀
区夏郢镇，香云纱带动了当地村
民就业，让他们实现在“家门口”
上班。

上图：7月20日，夏郢镇香
云纱染整工场铺满刚染制好的香
云纱。

右图：7月20日，工人们在
香云纱染整工场冒着酷暑抓紧制
作香云纱。

何华文摄 （人民视觉）

侨乡梧州：“家门口”染香云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