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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文化 绽放海外

近年来，汉服热潮逐渐走出国
门，在世界各地大放异彩。许多新
加坡汉服同好，长期以汉服为载
体，参加各类文化活动，表达自身
对中华传统服饰的喜爱，体现了海
外华侨华人对民族传统的自信。

一名热爱汉服文化近 10 年的新
加坡华侨童纬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
表示：“由香港无线电视出品的古装
武侠剧，自儿时起便深深地烙印在
我心里，让我对中华传统服饰心生
向往。”

多年以后，童纬强开始与其他
汉服同好组成以汉服为传播载体的
文化社团，向更多亲朋好友介绍中
国传统服饰。“对于那些对中国文化
感兴趣的新加坡人来说，学会欣赏
汉服也是一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
渠道。”童纬强说。

同样热心于向华侨华人和外国
友人介绍中华传统文化的，还有新
加坡华人、某汉服协会副会长林小
莹。她说：“早在我不自知时，汉
服便在我心里扎了根。开始接触汉
服后，我便开始穿着汉服走访各
国，还组织了许多推广汉服的文化
活动，向世界展示中华传统服饰之
美。从小我便喜欢绘画、服装等美
丽的事物，进社会工作后，经常需
要到世界各地出差。途经日本、韩
国时，看到当地民众自信地穿上代
表自身文化的传统服饰，我萌发了
要以‘服’会友，弘扬中国传统服
饰的想法。”

林小莹认为，“身为一个华人，
倘若无法自信地穿上汉服，将会是
人生一大憾事。”

“2012年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穿上
汉服，自那时起，我便深陷其中。”
在新加坡传播太极拳的华裔师傅吴增
新对本报表示，“只要有武术观摩会
或任何能上台表演的机会，我都会将
汉服与太极拳相结合，传播中国国
粹，将华侨华人的根连在一起。”

“我敢自信地说，我应该是新加
坡首位身穿汉服公开表演太极拳的
人，后来陆续也有一些师傅开始穿
着汉服表演，体现了文化传承的力
量。”吴增新说。

华夏审美 源远流长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
增大，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增强，越来
越多的外国友人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
浓厚兴趣，而汉服作为中国文化的一
张“名片”，更是在世界各地发挥了
凝侨聚力的作用。海外华侨华人开始
以服为媒，感受中国审美。

“中国汉服的发展源远流长，从
一般意义上说，先秦一直到明清时
期，所有汉民族服饰都被称为汉
服。春秋战国时期，为方便骑射，
汉服有了胡族元素。由此可见，我
们国家的服饰体系形成得特别早，
有其独特的民族审美，以儒家文化
为主导，同时也包含着多民族、多
文化融合的因素。”中国人民大学文
学院副教授蔡丹君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表示。

“汉服是有故事的文化载体。比
如西汉末年有一个著名的事件‘衣
带诏’。为对抗曹操，汉献帝曾以血
拟诏，并将其缝于玉带紫锦内。这
个故事非常悲壮。”蔡丹君表示，若
能将汉服与其背后的历史故事相结
合，定能以更生动、鲜明的方式，

让世界人民读懂中国汉服深厚的历
史文化内涵。

“汉服不是简单的文化载体，随
着不同的朝代更替，汉服的发展都
会出现一定的变化，这是一门非常
深奥的学问。”林小莹说，“相信未
来新加坡的汉服同好也会积极与中
国学者、汉服热爱者交流，以更全
面、专业的方式为新加坡人讲好中
国故事。”

“我认为弘扬中华文化的方式
非常多元。像我经常组织与汉服相
关的摄影活动，在新加坡的鱼尾
狮、乌节路等标志性地点，与其他
同好进行拍摄和交流。”吴增新表
示。

“新加坡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国
际舞台，这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
的人们。我曾遇到一些西方的游客
对我穿的汉服表示好奇和欣赏。相
信推广汉服最直接的方式，便是穿
上它，让他人能在视觉上感受到汉
服的美。”吴增新说。

把中国的文化故事讲给更多人
听，是童纬强传播中国汉服文化的
心愿。他说：“除了以汉服为媒介，
我和其他同好也常在新加坡图书馆
与民众分享中国的文学著作、诗
词、文言文等。”

内涵深厚 老树新花

许多新加坡华侨华人早已与当
地文化相融，但仍在搭建中华文化
之桥，传承中华文化。

“新加坡虽然是个发达国家，但
从文化底蕴的发展进程来看，我们
的社会始于‘草根文化’。老一辈华
人之所以会下南洋大多为生活所
迫，因此新一代华人也习惯以实

际、客观的思维方式生存，对文化
传承的使命感还有提升的空间。”童
纬强说。

“正因如此，我们才会致力于
在新加坡推广中华文化、服务侨
社，为丰富当地多元文化的发展
而努力。”童纬强表示，“对我而
言，能与其他同好在文化搭桥的
路上结伴同行，是一件非常具有
成就感的事。”

“我希望自己能做好汉服文化传
播的使者。透过展示汉服，让更多
华人习惯穿上汉服，就像穿连衣裙
那般自在、自信。”林小莹表示，汉
服作为一个重要链接，除了能展示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的历史，还能
将中华血脉的精神内核呈现出来，
传承这项文化是一件充满意义与自
豪感的事。

当下，中华文化已在世界各地
生根发芽；未来，讲好中国故事仍
需华人挑起重担。针对海外华人在
促进汉服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提升空
间，蔡丹君建议学者们走出象牙
塔，将所知所学惠及人民群众，提
升文化传承的内涵。

“汉服的文化内涵深厚，像 《中
庸》 里曾提到‘ 《诗》 曰：衣锦尚
褧。恶其文之著也。’而‘褧’则是
古人为掩盖过于鲜亮的色彩在衣服
外侧披上的‘单衣’。”蔡丹君说，

“古人不喜将鲜亮之物外显，崇尚含
蓄、谦逊的美学思想。”

“为进一步推动汉服文化的复
兴，须借助图腾、色彩这类重要的
文化符号，让世界看到中华文明的
辉煌，让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能
借助汉服等有形的载体，在理解汉
服背后的历史文化、文学经典中建
立。”蔡丹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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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是浙江省特别生态功能区，坚持高标
准保护，高质量发展，注重发展生态渔业，在投放鲢鳙鱼实施

“以鱼保水”“以渔治水”的同时，着力打造千岛湖鲟鱼高标准
生态养殖基地，生产高品质有机鲟鱼子酱，通过循环水养殖等
技术实现养殖尾水零排放，做到水清鱼丰，最大限度保护千岛
湖一湖秀水，让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图为 2021 年 10 月 26 日，俯瞰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
鲟鱼生态养殖基地。 毛勇锋摄 （人民图片）

近日，由加拿大华人社团联席会和加拿大四
川同乡总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文化艺术节”，在
加拿大温哥华会展中心杰克普尔广场 （即冬奥火
炬广场） 举行，并通过云端进行线上直播。

民乐悠扬 鼓点铿锵

民乐悠扬，鼓点铿锵，数百名华侨华人齐聚
冬奥火炬广场，用多种艺术形式展现中华文化之
美。舞狮舞龙、功夫太极、糖画展示、书法茶艺
等节目精彩纷呈，不少本地居民和华侨华人驻足
观看。

举办这样的文化盛宴绝非轻而易举，组织者
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持续的努力。

时间紧迫，任务重大。“我们团队预计用半年
的时间去做，实际上真正的时间只有两个月。”加
拿大华人社团联席会执行副主席、加拿大四川同
乡总会会长、第三届中国文化艺术节总统筹薛晓
梅在采访中表示。

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疫情之下，举办线下
活动异常困难。薛晓梅说：“其实在温哥华做这种
大型活动的华人社团真的是没有，而且我们在最
主流的场地。场地方一开始是不相信的。我们把
之前活动的图片都发过去，我也到市政府去找以
前和我一起做活动的加拿大人，请他做引荐，最
后加上疫情一点点好转，场地方才同意了把场地

租给我们。”
第三届中国文化艺术节主席、加拿大华人社团

联席会执行主席魏仁民在采访中说：“我们想表达
一点，就是请祖（籍）国人民放心，我们海外华侨
华人心系祖（籍）国，关键时候不会掉链子。”

同绘画作 共盼冬奥

本次中国文化艺术节内涵丰富，对奥运精神
的表达成为一大亮点。

在现场，几十位小朋友在26米的长卷上绘制
关于奥运主题和中加友好的图画，表达对明年北
京冬奥会的祝福。

活动地址选在冬奥火炬广场举行，是精心安
排的。薛晓梅说：“我们每年都有一个主题，北
京冬奥会在明年举行，所以在选场地的时候，我
就冲着这点选了奥运火炬场这个场地，本身也是
想宣传北京冬奥会。我们在申请场地的时候，他
们问我为什么要举办这个活动，我说的是我想宣
扬中国文化，但更是为了迎接奥运。”同时她表
示，考虑到场地很大，就邀请了43个小朋友长卷
绘画，内容也是关于奥运题材的。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佟晓玲表示，中国文化
艺术节回顾了温哥华冬奥会和东京奥运会的精彩
片段和感动瞬间，共同展望明年北京冬奥会体育
健儿的再聚首，这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加两国体育

文化的交流合作，增进两国民间友好。
加拿大中国城市友好协会执行会长吴家明先

生参加了本次活动，他表示，这幅画会被送到北
京，来表达对北京冬奥会的祝福，祝福冬奥会能
够成功举办。

文化交流 增加认同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对于中国文化的传
播具有积极意义。薛晓梅表示，其实宣传中国
文化不仅仅要面向外国人，也要面向华侨华人
子女，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没有那么
多，通过这些活动，她觉得真的改变了一些小
孩子，让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喜爱程度大有提
升。无论是为了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还是为
了让华侨华人子女更加了解中国文化，我们都
需要思考如何全面地提高文化认同度，让华侨
华人子女真正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薛晓梅表示：“我们要进一步宣扬中国文化，
让中国文化进一步去感染人们。一方面，国内发
展日新月异，我们要跟上中国文化的发展；另一
方面，我们要通过对中国文化的宣扬，让外国人
和华侨华人子女真正了解中国。”

吴家明表示，希望中加可以恢复友好的交
往。相信中加会有更多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这样
有意义的活动也一定会越来越多。

展示文化自信 讲好中国故事

新加坡华侨华人弘扬汉服文化
杨 宁 陈婕洺

古 语 有 云 ：
有章服之美，谓
之华；有礼仪之
大，故称夏。

中国汉服文
化 历 史 源 远 流
长，经过几千年
的 演 变 与 发 展 ，
汉服早已成为东
方服饰文化的典
型代表。

不少热爱汉
服文化的新加坡
华侨华人，为弘
扬 中 华 传 统 服
饰，发挥了不可
或缺的作用。

温哥华华社举办第三届中国文化艺术节

同迎冬奥 祝福北京
睿 加 吴 涛

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冯玉祥——

不惧威胁 直言不讳
朴美儒

冯玉祥——

不惧威胁 直言不讳
朴美儒

1918 年，晏阳初从美国耶
鲁大学毕业后来到法国，为参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华工创办劳工
识字班，编印《华工周报》。

1920 年，晏阳初从法国战
场回到祖国，看到各方面仍很落

后，非常难受，立志不做官、不
发财，终身为劳苦大众服务，发
起了平民教育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致力
于国家建设，推动了乡村平民
教育。

1945 年，晏阳初面见蒋介
石寻求支持，他提出：“人民
遭受了 21 年的内战，他们流尽
了鲜血。现在该是为农村的大
众干一些事情的时候了。”蒋
介石对他说：“你是个学者，
我是个战士。”搞建设，需要
等他消灭了共产党之后，再聘
请晏阳初为全中国乡村改造运
动的领导。

晏阳初看到蒋介石一心要打
内战，就对他说：“如果你只看
到军队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
力量，那么你会失去中国。”

晏阳初——

立志为人民服务
孙亚赛

侨 乡 新 貌

侨 界 关 注

水清鱼肥千岛湖

1946 年，冯玉祥因与蒋介
石的矛盾日深，借机远赴美国。
在美期间，他不断抨击蒋介石的
独裁统治，反对美国援助国民党
打内战。

一次，冯玉祥在纽约举行记
者招待会，公开表明自己反对美
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立
场。一位美国记者提问：“你这

样说，不怕蒋介石谋害你吗？”
冯玉祥说：“我如果怕死，就不
这样说了。”

1947 年，美国国会众议院
拨款委员会举行援华听证会，冯
玉祥受邀出席受询。他在会上直
言：美国援华资金是往垂死人的
身体里注入血浆！美国国会原本
已通过了 6000 万美元的援华计
划，听了冯玉祥的发言，拨款委
员 会 立 即 将 援 华 经 费 削 减 到
1000多万美元。

后来，冯玉祥在报上公开发
表 《我为什么与蒋决裂》 一文，
宣称“蒋政权是所有中国坏政府
的顶点”。蒋介石恼羞成怒，宣
布开除冯玉祥的国民党党籍。冯
玉祥立即针锋相对，继而发表了

《致蒋介石的一封公开信》，还口
述了内容达 77 章的书——《我
所认识的蒋介石》，对蒋介石的
反复无常、独裁本质进行了无情
揭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