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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重心从“文”移到“人”

华侨华人文学是本次会议的关键词，在学科建制
上，它通常被称为海外华文文学。

华侨大学文学院、海外华人文学暨台港文学研究中
心教授陈庆妃表示，提出“华侨华人文学”这样一个略
显差异的概念，是由于华文文学在“文”即语种文学角
度下，长期以来被顺理成章地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次
级学科，很容易仅从“文学性”着眼，从中国位置看问
题，忽视了海外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对华侨华人进行
文学创作的影响，因而流失了文学之外的研究活力和独
特价值。从“华文文学”到“华侨华人文学”的概念调
整，是研究重心从“文”到“人”的转移，是从文本内
容研究走向更宽广的华侨华人世界研究的转移。

“夫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陈庆妃表示，晚清
以降，伴随西方殖民扩张，华侨华人文学在中国大移民
时代下诞生。

曾经流行于闽粤地区的“过番歌”，以民间歌谣的形
式记录了当时南方劳工“下南洋”“过番”的苦难经历；
晚清外交官黄遵宪、左秉隆以及被誉为“星洲寓公”的
邱菽园等，组成了古典汉诗的海外离散文脉。这两条支
脉共同构成了华侨华人文学的源头。

五四运动后，海外华文新文学出现，开启了华侨华
人文学的现代书写时代。二战后，随着东南亚民族国家
的独立，华侨华人完成身份转换，其文学书写也从侨民
文学转型为华人文学，成为所在国的族裔文学。欧美国
家的华侨华人文学则以其华人性成为移居国多元文化的
一部分。

“目前华侨华人文学由东南亚、东北亚、北美、欧
洲、澳大利亚等几个重要的文学板块组成。就目前的创
作而言，以改革开放后随中国大陆出国留学潮而涌现的
新移民文学最受瞩目。新移民作家以弹性公民身份，在
移居国和祖（籍）国之间双向流动，成为中国当代文坛
的海外军团，讲述中国故事，也讲述华侨华人在海外的

故事，同时以文学创作诉求作为移居国新公民的合法权
利。”陈庆妃说。

推动建立学科自主性

陈庆妃说：“‘华侨华人文学与中外文明交流：理论
创新与文本阐释’学术研讨会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办
的，一方面期待在新的理论视野和中外文明对话的高度
继续华人文化诗学理论的探讨，以社会学、人类学的理
论与方法拓展华文文学的研究视域；另一方面旨在联结
国际学术中的族裔研究与华侨华人历史，探讨作为少数
族裔的华侨华人群体的书写权力与言说方式，以及族裔
和谐、文明共生的交流路径。”

此次会议以中青年学者为邀请对象，期待学科之传
承与创新。会议主要议题包括：华人文化诗学与华文文
学理论创新、华侨华人历史与少数族裔理论研究、东南
亚华文文学研究与文明互鉴、欧美华文文学研究与文明
互鉴、台港澳文学研究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等。

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瑞士日内瓦大学、韩国
东亚大学、中国社科院、福建社科院、浙江大学、武汉
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中国政法大
学、福建师范大学等2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华侨
大学的数十名学者参会。

不同代际、不同国度学者的传承与创新，使本次会议
议题的研讨广泛而深入，以严谨的学术精神探讨文明交流
的种种可能途径，也呈现出文明交流中存在的种种障碍。

“了解文明差异和化解分歧是族群和谐、文明共生的
前提。不同文明之间，只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
与共，才能共享世界和平发展的成果。华侨华人文学既
讲述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故事，也讲述正在发生的中国
故事，对于理解当代中国具有特定的意义，其讲述位置
及方式也更符合所在国民众的认知心理。”陈庆妃说，

“正是基于这种双重性的认知，我们希望将华侨华人研究
与文学研究结合，建立学科自主性，在全球化文明对
话、互鉴的视野中，推进华侨华人文学研究。同时，凝

聚全球华人学者的智慧，将‘华侨华人文学与中外文明
交流’研讨会打造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高端学术平
台，不断深化、转化研究成果。”

中国经验与本土经验相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华侨华人文
学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众多学者多年的潜心研究。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师沈玲在她的文章 《中国经
验：海外华文诗歌的文化表征》中表示，海外华文诗歌
中的中国经验有两点内涵：一是指其语言、艺术表现等
不脱中华文化的胚胎，这是中华文化的传承性决定的；
二是海外华文诗歌中的中国经验与作者居住国的本土经
验相融，这是由创作主体的多重身份决定的，也是文化
在异域传播与族群传承中必然伴随的变异性决定的。

沈玲说：“因为我所在的学校是侨校，所以我们的生
源很多来自东南亚，我也因此关注东南亚的华文教育和华
文文学发展。在《同根共荣：东南亚华文教育与华文文学
的历史回顾》一文中，我通过回顾东南亚华文教育和华文
文学发展的历史，发现二者是一种同根共荣的关系。”

陈庆妃一直以来也致力于华侨华人文学研究，目前
负责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南亚华侨华人海外抗战
文学研究”、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新移民文学回流现
象研究”。

在《“侨乡”文学叙事及其写作伦理——以新移民作
家为考察对象》一文中，她提出“侨乡”联结着海外华侨
华人与其祖居地，是一个具有独特历史和价值观念的社
会地域空间，侨乡研究不能局限于社会学、经济学、国
际移民学的数据分析模式，而应该成为具有独特内涵的
审美对象，以侨乡文学为路径，以华侨华人的“双乡”
生存模式为典型样本，揭示全球化流动时代下华侨华人
海外生存状况与精神状态。

“从事华侨华人文学研究，既是源于华侨大学‘因侨
立校，为侨服务’的宗旨，也是缘于个人的学术兴趣和
情感。”陈庆妃说。

北京冬奥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
后阶段，海外侨胞也在用自己的方式
书写冬奥故事，表达对祖 （籍） 国的
情感。

摄影艺术展助兴

2021 年 12 月 19 日，主题为 《和
北京冬奥一起向未来》 的英国侨界
助力北京冬奥会推介会暨图片展启
动仪式于线上举办。本次图片展为
第一期，主要为第二期中英两地的
实体展作介绍，届时组织者将会邀
请全球摄影师，举办一场北京冬奥
会的国际摄影艺术展。

微摄创始人何世红在开幕式上说
道：“用图片的形式来传播北京冬奥的
精神，传播奥林匹克的形象，是中国
微摄今年最重大的活动。”他策展的摄
影作品体现了北京冬奥保护环境，倡
导低碳经济、低碳生活的理念。

展览中的 《祖国万岁！》《巨龙腾
飞》《滑雪熊猫穿越长城》等作品是艺
术家们在金山岭长城上的即兴之作。
这些作品多维度展现了北京冬奥会

“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
念，以及喜迎冬奥的心情。

在启动仪式上，范科霍恩男爵夫
妇为本次活动的特别嘉宾并致辞。中
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致辞说：“希望大
家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充分发挥
贯通东西的优势，当好两国人民沟通
的桥梁和纽带。要讲好故乡的故事、
中国的故事，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
解和友谊，夯实中英关系的民意基

础。”

少年书画赛祝福

冰月之际，中国驻西班牙大使
馆指导的“一起向未来——西班牙
华裔青少年迎接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 会 书 法 绘 画 比 赛 ” 圆 满 落 下 帷
幕。本次大赛期间，西班牙大使馆
领区共收到 15 所华文学校的 146 幅
书画作品。孩子们通过手中的笔，
描绘心中的冬奥场景，抒发对北京
冬奥的真挚美好祝福。

孩子们的赤诚之心如同冰雪一般
纯洁，孩子们通过手中的笔，描绘心
中的冬奥景象，表达对祖 （籍） 国的
真挚祝福，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传承。书法少年组特等奖
获得者姜荷立说：“通过比赛，我提高
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我要好好学习
中文，说好中国话，写好中国字。最
后，祝运动健儿取得好成绩，祝北京
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

孩子们的想象力非常丰富，画笔如
有神。周月滕小朋友的书法作品——

《沁园春·雪》，不仅表达了其对冬奥冰
雪的向往，也承载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继承；13岁的阮佳柠创作的《北京冬奥
会》，汇聚多国国旗，象征各国团结友
好，共同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王
曼妮小朋友将《白蛇传》中的白素贞形
象与冰雪舞动相结合，凸显了冰上舞姿
的轻盈、灵动与曼妙……

西班牙华人华侨协会会长陈建新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孩子是祖国未来

的希望，从小就应进行爱国教育。之所
以举办这个活动，是因为此次冬奥实属
不易。目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国家能
够克服各种困难，既体现了大国风范，
也有助于公共外交。同时，孩子对北京
冬奥的真挚情愫，也体现了海外华裔青
少年的‘根’‘魂’‘梦’。”

携手一起向未来

2021 年 12 月 11 日，国际奥委会
第 10 届奥林匹克峰会宣言再次发出
了国际体育界支持北京冬奥会、反
对体育政治化的共同呼声。中非合
作论坛、中国—拉共体论坛、上海
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也发出了支持
北京冬奥会的声音。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
主任钱峰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道：“奥
运会是集体育精神、民族精神和国际
主义精神于一身的世界级运动盛会，
象征着和平、友谊和团结。奥运会越
来越成为各国文明与文化集萃、对话
与交往的论坛，成为文化多样性与差
异性互补共存的重要场合。”

后疫情时代，海外华侨华人生活不
易，但仍在积极开展冬奥公益活动，就
是想通过此类活动，向世界展现当代中
国文化，促进华夏子孙继承传统文化，
促进侨胞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重大危机面前，无人可独善其
身，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在这一特
殊的历史关头，中国举办北京冬奥会，
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弘扬奥运精神，团
结国际社会一起奔向人类美好的未来。

近年来，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积
极实施水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工程，永安溪生态不断改
善，吸引了大量的鹭鸟、野鸭等飞抵
栖息和繁衍后代。

图为2021年12月29日，在仙居县
永安溪省级湿地，鹭鸟、野鸭等在水
域中觅食、游弋、飞翔。

王华斌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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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华侨
大学中华文化与世
界文明研究院、文
学 院 联 合 主 办 的

“华侨华人文学与中
外文明交流：理论
创新与文本阐释”
学术研讨会在福建
泉州举办。

海外侨胞以多种形式迎冬奥
睿 加 李 慧

侨 界 关 注

华侨华人文学与中外文明交流研讨会举办

华侨华人文学创新研究方兴未艾
杨 宁 赵 潇

华侨华人文学与中外文明交流研讨会举办

华侨华人文学创新研究方兴未艾
杨 宁 赵 潇

惊起一滩鸥鹭

著名音乐教育家、小
号演奏家夏之秋，原名夏
汉兴，湖北孝感人。

他 幼 年 爱 好 小 号 ，
1936 年进入上海国立音乐
专科学校主修作曲，兼修
小号，并参加上海工部局
管弦乐队演奏小号。

1937 年“七·七事变”
后，当时在上海的夏之秋
中断学业回到武汉。他在
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加入
了“武汉文化界抗敌工作
团”，并担任音乐组组长。
在此期间，夏之秋为诗人
光未然的 《最后胜利是我
们的》《女青年战歌》，桂
涛声的《歌八百壮士》，何
香凝的 《赠寒衣予负伤将
士》 等词作谱曲，开启了
抗战歌曲的创作之路。

夏之秋在武汉曾同时
参与多个歌咏团体，后又
接 任 武 汉 合 唱 团 指 挥 工
作。武汉合唱团广泛参与

募捐公演、国际播音及招待外宾等宣传工作。在不
断的实践当中，团员们又兴起组织旅行团赴南洋宣
传抗日、募捐救国的念头。期间，一直与中国共产
党保持密切联系的夏之秋也曾会见董必武。董必武
向他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对内实行真
正的三民主义；对待日本帝国主义要团结一切能够
团结的力量，坚持抗战。”

1938 年 7 月，武汉也陷入战事，武汉合唱团一
路南下，在各地举行义演活动，所到之处都受到群
众的热烈欢迎。到香港后，夏之秋见到了司徒慧
敏，并为其创作的抗战电影《游击进行曲》谱写了
主题曲。

1938 年 9 月，陈仁炳任总领队、夏之秋任团长
兼音乐股股长，带领武汉合唱团前往新加坡、马来
西亚等地开展以戏剧、讲演、歌咏为主的巡演。武
汉合唱团得到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
支持，夏之秋也向任该会主席的陈嘉庚转达了董必
武所述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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