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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胡坚） 近日，由中国侨
联、浙江省侨联、杭州市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杭州市侨联与高新区 （滨
江） 管委会、高新区政府联合承办的

“创业中华——2021侨界精英创新创
业 （中国·杭州） 峰会”在杭州开幕。
本次峰会以“新起点 高质量 共富裕”
为主题，国内相关部门、侨界海外高层
次专业人才、海外侨领、相关企业及院
校代表、媒体代表280余人参加。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联副主
席李卓彬在致辞中表示，“创业中
华”活动作为中国侨联倾力打造的
一项重要品牌活动，自 2011 年在杭
州启动以来，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
部署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在助力
侨界人才创新创业，助推地方经济
转型升级、推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
得了丰硕成果，受到了地方党委、
政府和广大侨胞的欢迎和肯定。前
十届“创业中华——侨界精英创新
创业峰会”的成功举办，促成一大
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和高新技术项目
在浙江、杭州落地生根，为浙江省
和杭州市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也为“创业中华”品牌活动在
全国侨联系统推广复制积累了宝贵
经验。希望侨界发扬传统、勇担使
命，在共襄民族复兴伟业中贡献侨
界力量；发挥优势、敢于创新，在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中彰
显作为；加强合作、先行先试，在

助力浙江、杭州高质量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中展现担当。

浙江省侨联副主席张维仁在致辞
中表示，在中央和浙江省委、省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在中国侨联的精准指
导和有力支持下，浙江省侨联系统在
人才和创新方面，开展了一系列颇有
成效和影响的招才引智工作，杭州是
其中的佼佼者。发端于杭州的“创业
中华”品牌活动，历经风华十载，
560 多个项目、千余名侨界精英、
500 多亿元投资，正是人才与浙江、
与杭州彼此成就的最好证明。

会上，杭州高新区 （滨江） 海外
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被授予“中
国新侨创新创业基地”牌子，天和高
科产业园等5家单位被授予“浙江省
侨界创新创业基地”牌子，高新区

（滨江） 作创投环境推介。杭州市侨
联与浙江大学侨联、校友会，滨江区
政府与浙江时迈药业等双创项目，中
国银行杭州分行等金融机构与相关
侨界企业，分别举行签约仪式。峰
会现场共签约 29 个项目，总投资额
110.7亿元。

峰会期间，主办方还安排了长三
角城市侨创论坛、西湖蒋村论坛、网
络直播助力共同富裕论坛、海外高层
次人才项目资本对接会、海外人才

（侨领） 杭州行等活动，为参会海外
高层次人才和海外侨领提供相互交
流、共享资源、合作共赢的机会和
平台。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百年航程 有“侨”精彩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1938年，应新加坡 《星洲日
报》 邀请，郁达夫前往新加坡参
加抗日宣传工作，并以其出色的
文学功底和文笔感染了众多华
侨。他的“中国决不会亡，抗战
到底，一定胜利”“最后胜利，
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
念，我们决不会动摇”等言论引
发了强烈反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中共
党员、《南洋商报》 主编胡愈之
的领导下，新加坡文化界同仁成
立了“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
团”，郁达夫任团长兼任干部训
练班主任，胡愈之任副团长，在

组织华侨与当地人民共同抗战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加坡沦陷
后，郁达夫流亡到印尼，化名赵
廉，开了一家“赵豫记”酒厂。
后来日本宪兵得知他精通日语，
胁迫他当了 7 个月的翻译。其
间，他暗中救助、保护了大量文
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
居民。陈嘉庚曾回忆说：“那时
郁达夫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
许多被日本人逮捕的华侨。”一
次，印尼共产党机关暴露，日本
宪兵进入房间抓人，在一个看管
人员的身上搜出了一份重要党员
名单。日本人看不懂，作为翻译
的“赵廉”拿来一看，立即明白
这份名单不能泄露。他急中生
智，指着那个看管人员说：“可
恶，放高利贷害老百姓。这是他
讨账的账单。”日本宪兵一听，
非常生气，狠狠打了那人一记耳
光，抓过“账单”撕得粉碎。

此后，由于汉奸告密，日本
宪兵开始全面调查郁达夫。1945
年 8月 29日晚，郁达夫被一个印
尼青年从家中叫走，下落不明。
后来证实是被日本宪兵秘密杀
害。1952 年 9 月，中央人民政府
追认郁达夫为“为民族解放殉难
的烈士”。

“能在波兰华沙演奏肖邦，是我
能想象的最棒的事情之一，我真的
很荣幸获得这个奖项，当然，也感
谢评委们的信任，以及近几天来我

收获的所有温暖。”华沙当地时间10
月 21日凌晨，当得知自己获得第 18
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冠军后，加拿
大华裔青年钢琴家刘晓禹如是说。

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是世界最著
名的钢琴比赛之一，素有“钢琴奥
运”之称。比赛从 1927 年开始，每
5年一次，在著名音乐家肖邦的故乡
波兰首都华沙的华沙爱乐厅举行。
本次比赛原本定于 2020 年举行，因
新冠肺炎疫情推迟一年，在今年 10
月 2 日至 20 日举行，来自 18 个国家
和地区的87名选手参赛。

刘晓禹曾说：“我梦想着登上肖
邦国际钢琴比赛的舞台。”这次，他不
仅登上了梦想舞台，还获得了冠军，
为他的人生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24 岁的华裔钢琴家刘晓禹出生
于法国巴黎，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长
大，毕业于蒙特利尔音乐学院。在
获得本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冠军之
前，刘晓禹已在多个著名国际钢琴
比赛中获奖。15 岁时，他在欧洲国
际艺术大奖赛中获奖，首次引起国
际关注。近年来，他还在仙台国际
钢琴比赛、蒙特利尔国际钢琴比
赛、维休国际钢琴比赛等众多国际
比赛中获得名次。

刘晓禹虽然年轻，但他的表演
足迹已遍布全球，曾赴中国、加拿
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
波兰、葡萄牙、以色列、俄罗斯、
萨尔瓦多、瑞士、乌克兰、美国等
多国演出。作为一名独奏家，他曾
与中国国家大剧院交响乐团合作在
北美巡演，还与克利夫兰交响乐
团、以色列爱乐乐团、蒙特利尔交
响乐团、仙台爱乐乐团、耶路撒冷
卡梅勒塔交响乐团、美洲交响乐团
等主要乐团合作。

目前，刘晓禹是著名钢琴家邓
泰山的学生，邓泰山在第十届肖邦
国际钢琴比赛中夺得金奖及一系列
特别奖项，他也是赢得此项西方最
高级别国际钢琴比赛大奖的第一位
亚洲人。能够师从这样优秀的老
师，刘晓禹的实力不容小觑。著名
钢琴教育家阿里·瓦迪评价：“刘晓禹
的演奏完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
度。”加拿大《国家邮报》称他的演奏
诠释出“微妙的法国色彩和感觉”。

（据中国侨网）

郁达夫——

“抗战到底，一定胜利”
胡修雷

庄焰——

毛泽东叫他“洋包子”
张焕萍

庄焰是菲律宾归侨，解放后
长期在外交战线工作，曾任中国
驻联合国副代表。他早年在菲律
宾南洋公学学习，1935年加入菲
律宾共产党，1938年经廖承志介
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奔赴延安。

当时，他为了工作方便，便化名
“卜一”。

1940年，爱国华侨领袖陈嘉
庚访问延安，由于陈嘉庚只会讲
闽南语，负责翻译的南侨总会秘
书李铁民意外负伤，庄焰就在欢
迎晚会上为毛泽东和陈嘉庚做翻
译。毛泽东对这个归侨小伙子很
感兴趣，就问起他在菲律宾的情
况 ， 并 风 趣 地 称 他 为 “ 洋 包
子”。当毛泽东听到他的名字叫

“卜一”时，立即笑了起来说：
“你的名字三划，太简单了，一
看就是假的。”庄焰后来回忆
说：“这实际是对我的批评，提
醒我不要自我突出，要通俗化，
尤其是在白区工作时更要小心。
后来离开延安到东北，我就不再
叫‘卜一’了。”

2003 年是丛志远赴美发展的第
15个年头。这一年，他在纽约联合
国总部成功举办个人画展。时至今
日，他依然记忆犹新。

从获得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美术
最高学位，到任教新泽西州威廉帕特
森大学美术系；从多次受邀参加全州
和全美的展览，到在联合国总部、中
国国家博物馆、巴特勒美国艺术博物
馆等平台上举办个人画展……以家
乡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的乡村为人
生原点，丛志远凭借对绘画热爱和
执着，在艺术道路上越走越远。他
一直铭记中国国画大师亚明先生的
殷殷嘱托——“要为弘扬中华文化
而努力”。以下是他的自述。

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终身教授丛志远——

我在联合国总部办画展
本报记者 贾平凡

2021侨界精英创新创业峰会举行

侨 情 乡 讯

华裔青年刘晓禹获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冠军
张雨晴

当梦想照进现实

在联合国总部举办个人画展，这是很多艺术
家的梦想。我曾以为，这也许只是个梦想。但没
想到，梦想会这么快地照进现实。

2003 年 2 月，我向联合国递交了申办个人画
展的申请。本以为要等很久，但没想到，7 月
初，我就接到联合国的通知，可以在当月月底安
排我的展览。我感到既惊喜又疑惑。经询问得
知，原来，原定的一个国际展览突然取消，联合
国展览厅出现一个空档期。而我的作品恰好符合
要求。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但在短短20多天的时间里，要准备这么大型
的国际展览，其工作量和难度可想而知。所幸，
我不是孤军奋战。经协调，此次展览由联合国总
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和中华文化基金会联合
举办，主题定为“超越东方和西方：丛志远个人
作品展”。随后，联合国展览筹组代表王建始、中
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展览筹组代表郝斌、中华文化
基金会主席王滨和我在联合国总部碰头，商讨筹
备事宜，制定计划，明确分工。最终，我的任务
是负责展品、展板和陈列。而开幕式酒会的食品
酒水、请柬广告、音响设备、协调服务、警卫安
全、宣传报道等，则各有专人负责。

联合国的主大厅面对曼哈顿42至43街的第一
大道，宽阔宏伟。我根据自己作品的特点，精心
设计了7个展区，并制作了配套的展板。48块4×
8 英尺的护墙展板和 40 多幅作品，把一辆特大卡
车装得满满当当。就这样，我自己驾车，穿越林
肯隧道，横跨整个曼哈顿，开进联合国总部。

超越东方和西方

2003年 7月 28日，画展开幕式如期举行，50
多个国家的大使和 100 多位贵宾应邀出席，气氛
热烈。“娘家人”更是给力：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文
化组全体出动，各大报社记者云集大厅，联合国
中国书会的会员们主动提供帮助，中国驻联合国
代表团派出一批专业英俊的服务员负责酒会招待。

开幕式上，时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大使张义
山的讲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世界上，南北存在

极大的贫富差异，东西方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丛
志远的作品超越东方和西方，是沟通和连接东西方
艺术的桥梁。这是我们举办这个画展的初衷。”

的确，出国这些年来，我不仅尝试用中国传
统绘画技法表现美国题材，也用美国绘画技法表
现中国历史文化。师法自然、师法古人、师法内
心，我努力在作品中展现一种内外和谐和文化交
融的状态。

不过在现场，有不少嘉宾问我：“是否知道
法国艺术大师亨利·马蒂斯？”因为他们认为，我
的作品里有马蒂斯绘画风格的影子。对此，我在
致词中开了一个“国际玩笑”。我说：“我在这里
要声明，我的绘画技法源自中国传统，我的作品
吸收了 2 至 4 世纪敦煌壁画和汉画艺术的精华。
马蒂斯的绘画深受中国书法、绘画影响，所以我
们的绘画有似曾相识之处。”我的发言赢得了大
家的掌声。

我的自信源自对中国传统绘画知识结构的熟
稔。1977年，我考入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开始
系统接受中国传统绘画研究训练。在 1988 年出国
前的10余年间，我不仅饱览中国艺术史论等书籍，
还在游历中国名山大川的途中临摹名家碑帖和壁
画。1985 年，为完成硕士论文，我用 110 天的时间，
独自从西安出发，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西采风，深
入考察敦煌和西域文化的历史。经过实地调研，我
完成毕业论文《论中国传统绘画色彩的民族心理》，
得到指导老师和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肯定。

乡愁总挥之不去

在这次展览中，版画作品《思乡》，对我意义
较为特殊。这幅画元素相对简单，有月亮、云
彩、河流和马。月下，一匹马正孤独地在河边饮
水，意境哀伤忧郁。这正是我刚到美国那一时期
心境的真实写照。

那时，因为语言障碍、经济窘迫和学业压
力，我在美国非常孤独，时常想家，因此创作了
这幅画。有意思的是，当时因为太累了，我不小
心把版画印倒了。但我没有随手扔掉，而是发现
了其中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当看到参观者在这
幅画前驻足品评时，我心中都会生出无数感慨。

这些年，乡愁总挥之不去。乡愁是一种情
愫，背后蕴藏着许多暖心的人和事。我能有机会

走出国门求学，与很多中国师友的帮助和支持密
不可分。

当初，在得到留学机会后，因为在美国举
目无亲，我找不到人作经济担保。后来，几经
辗转联系，愿意为我作经济担保的人提出条
件，点名要 3 位中国国画名家的画作。为了实现
自己的梦想，我硬着头皮找到 3 位老师——亚明
先生、陈大羽先生和康平先生。没想到，3 位老
师都爽快答应了。最终，我带着 3 位老师的画作
和从大学同学那里借来的钱，踏上了海外求学
之路。至今，我还记得亚明先生当时对我的嘱
托：“你年轻，出国我支持，但你要为弘扬中华文
化而努力。”

自从在威廉帕特森大学担任教职以来，我
为推广中华文化不懈努力着：1997 年开设了该
校第一个中国水墨画课程；2001 年创建海外研
习项目——夏天艺术在中国；2009年创建美国高
校第一个中国艺术中心；2013年组建全美华人美
术教授协会。多年来，数以百计的中国和世界著
名艺术家受邀到我们中国艺术中心参观、讲学和
创作，积极推动中外文化交流。

多年来，身处中西文化的交汇带上，每当我
感到彷徨和困惑时，中国文化总能带给我无限慰
藉和无穷力量。

丛志远创作的版画《思乡》。 受访者供图丛志远创作的版画《思乡》。 受访者供图

丛志远在绘画。 受访者供图

加拿大华裔青年钢琴家刘晓禹在第18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上演奏肖邦第
一钢琴协奏曲。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