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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藉乡愁 守护精神家园

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到马来西亚马六
甲海峡，从英国伦敦到加拿大蒙特利
尔，从美国旧金山到南非约翰内斯堡，
唐人街是当地华侨华人生活中不可忽视
的存在。从初来乍到到落地生根，很多
华侨华人在海外打拼的历程中，少不了
唐人街的陪伴和见证。在他们的娓娓道
来中，一幅幅各具特色又不乏共性的唐
人街图卷逐一铺展开来。

蒙特利尔唐人街位于加拿大魁北克
省蒙特利尔市，约有136年历史。加拿大
共生国际传媒总编辑胡宪在蒙特利尔市
定居33年。她认为，唐人街是海外华侨
华人的精神家园，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重
要阵地，是凝聚和延续华夏血脉的载
体，是抱团取暖和寄托乡愁的所在，也
是弱势华裔群体的避风港。

马来西亚马六甲历史城区 （鸡场
街） 工委会常务副主席颜天禄表示，马
来西亚是早期华侨到南洋谋生的主要迁
居地之一，造就了一大批华埠。而马六
甲历史城区的鸡场街，不仅曾是中国明
代著名使节郑和七下西洋，五次驻扎过
的官厂原址，更是后来华侨漂洋过海登
陆落脚的枢纽。不少华侨在这里开启了
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人生历程。马来
西亚有着多元种族文化为基础的社会结
构，因此，当地华埠文化富有独特风格。

“在南非有两个唐人街：老唐人街和
新唐人街。老唐人街位于南非约翰内斯
堡市中心，是数十年前许多老华侨聚集
的地方，但社会治安曾令人担忧。上世
纪 90 年代，随着一大批新侨来到南非，
很多人在治安比较安全的地方聚集起
来，就形成了新唐人街。多年前，新唐
人街两边出口修起了两座中式牌楼，每
年春节都要举办春节庙会等活动。它不
仅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唐人街，也是在非
洲影响力最大的唐人街。”南非华人警民
合作中心主任李新铸介绍，最鼎盛的时
候，新唐人街附近居住着约 8 万名侨
胞。经过20多年的发展，新唐人街逐渐
成为旅南侨胞生活、工作、聚会的地
方。新唐人街全长600多米，约200家商
铺。在这里，人们可以品尝中国美食，

购买中国商品，接受中文教育。在南
非，只有这里可以感受得到原汁原味的
中国节日。

建立于 1985 年的澳大利亚澳华历史
博物馆，位于墨尔本唐人街深处。作为
该博物馆的主要负责人，区镇标深谙墨
尔本唐人街的历史文化：“过去，墨尔本
唐人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单程路，长约
900 多米，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
期，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是澳大利
亚最早的唐人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唐
人街之一。上世纪80年代，墨尔本唐人
街经历了一次大发展，规模更大、环境
更好、治安更优。现在，街上带有中国
元素的店铺鳞次栉比，成为一条名副其
实的商业街。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墨尔
本唐人街洋溢着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
宫灯高挂，彩旗飘飘。”

“伦敦唐人街道路有‘三竖两横’，
拥有3个大牌楼和两个小牌楼。唐人街上
店铺成行成排，80%为中餐馆，其余为超
市、理发店和旅行社等。每年中秋节和
春节，唐人街都会张灯结彩，举办重大
节庆活动。”2019年，英国中华总商会副
主席方刚在伦敦唐人街上开办了一家中
餐馆。此前十多年，他见证了伦敦唐人
街的喜人变化：“新牌楼更气派了！八角
亭区域改成了步行广场！中餐厅从以广
东菜为主变为各大菜系齐备！到访的游
客，从以外国游客为主到以中国游客和
留学生为主！”

危中求变 携手共克时艰

过去几个月，旧金山华埠社区越来
越多散房大楼上市出售的消息，引人关
注。这是过去几年旧金山湾区房地产风
险投资扩张的结果。为保护华埠散房大
楼社区，日前，旧金山华埠社区发展中
心筹钱买下了华埠 Powell 街一栋灰泥散
房大楼，整修过后，租给华埠低收入民
众居住。

旧金山华埠社区发展中心运行董事
长杨重贤表示，这些散房建筑是新移民
来到新大陆的“入口”。华埠从1850年起
就担任这种接待新移民的角色。如果房
地产风险投资机构抢走这些散房大楼，
华埠最重要的文化色彩就将失散。

随着时代变迁，不少华埠都面临生
存和发展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不
少华侨华人积极行动起来。

“新冠肺炎疫情让伦敦唐人街经历了
漫长‘寒冬’。但是在英华侨华人守望相
助，共渡难关。”方刚介绍，当英国政府
放松防疫限制时，伦敦唐人街上的华人
店铺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通过在店
外搭棚子和设座位的方式，改善经营环
境，恢复客源。去年3月，伦敦唐人街恢
复生机，人流量大增。今年2月，农历中
国春节期间，伦敦华埠商会在唐人街举
办了春节庙会活动，热闹非凡，吸引了
大量的人流。这些都与伦敦威斯敏斯特
区政府对唐人街活动的支持密不可分。

在胡宪看来，蒙特利尔唐人街发展
面临三大挑战：“一是一些华埠传统文化
阵地丢失；二是‘侨二代’‘侨三代’在
融入主流社会时，有意远离唐人街，对
保护华埠文化缺乏认同感和使命感；三
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唐人街成为一
些仇视亚裔分子的攻击目标。”

“这两年，面对唐人街地皮、生意和
建筑被陆续出售的现象，一些侨领和华
人社团向魁北克省市级政府发起请愿，
呼吁保护唐人街。”胡宪介绍，当地华侨
华人为筹建文化宫积极捐款，为拯救龙
舟节和文化宫奔走呼号……在大家的共
同努力下，2022 年 1 月 24 日，魁北克文
化与信息部长和蒙特利尔市市长联合宣
布，唐人街将被确定为历史保护遗址，
有效阻遏唐人街被蚕食的趋势。“未来，
要保护好唐人街，华社和侨团必须团结
起来，凝心聚力，争取更多主流社会的
支持和帮助。”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后，世界各
地的华埠文化都遭到巨大冲击，鸡场街
也不例外。”颜天禄表示，作为当地集古
迹、文化、休闲三体合一的旅游景点，
鸡场街失去了过往庞大的访客人流，直
接影响当地店铺的经营状况，各类文化
艺术活动也被迫取消。所幸，鸡场街还
有当地华侨华人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
持。为了有效保护鸡场街的华埠文化，
当地政府在政策扶持、产业保障等方面
作出很多努力。

“近几年，受疫情影响，许多居住在
唐人街和附近的中国同胞要么搬离，要
么回国。曾经繁荣的街道与以前相比，

有些萧条。未来，约翰内斯堡唐人街在
许多方面将面临一系列挑战。”李新铸表
示，虽然处境维艰，但唐人街成立管理
委员会，通过规范化运作，让唐人街在
治安和卫生等方面变得越来越好。疫情
期间，唐人街设立隔离中心，救助了许
多侨胞，成为侨胞们的安全港湾。

守正创新 传播中华文化

“不断为鸡场街注入中华文化元素，
是在马华侨华人共同努力的事情。”颜天
禄认为，2008年7月，鸡场街成功入选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多
年来，每逢春节，在马六甲历史城区
（鸡场街） 工委会的指导下，鸡场街的各
项活动都获得华社侨团的积极支持。从
斥资开展节日装潢工程到筹办中华文化
艺术活动，鸡场街不仅展现了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化，也增强了华埠文化在马来
西亚多元种族结构社会中的吸引力。

马来西亚即将于 4 月 1 日重开国门，
鸡场街也将在时隔两年后，重新迎来世
界各地的游客。颜天禄表示，鸡场街要
走出疫情影响，需要“内外兼修”：国门
重开为鸡场街创造了复苏的外部环境；
找回“老味道”则让鸡场街更具内涵。
不仅如此，在颜天禄看来，传承“老味
道”，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这
一代人总要为下一代人留下些东西”。

方刚认为，伦敦唐人街未来要取得
更大发展，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争取更多当地政府的支持，努力成为
中英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二是在唐人
街经营的华人商家要诚信经营，维护华
侨华人的良好形象；三是伦敦的侨团组
织要加强团结，互帮互助，共同把伦敦
唐人街的品牌打响做好。

“搜集、整理和保护能体现墨尔本唐
人街历史的资料至关重要。”区镇标表
示，华埠文化倘若获得良好保护，不仅
有助于记录华侨华人始终参与所在国家
或城市发展的历史，也有助于增强所在
国家或城市的文化资源优势。更重要的
是，华埠文化也能成为凝聚当地华侨华
人力量的重要媒介。作为墨尔本唐人街
的著名景点，澳华历史博物馆也是当地
人和外国游客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

华埠曾是华侨华人在海外聚居的地
区，又名“唐人街”“中华街”“中国
城”。历经岁月变迁，不少华埠逐渐演变
为以华人经营者为主的商业街区，慢慢
积淀出独具特色的华埠文化。从历史深
处走来，华埠文化不仅是海外华侨华人
纾解乡愁的精神家园，也是向世界展示
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

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埠各有哪些特
点？疫情为华埠发展带来哪些挑战？保
护华埠文化有何意义？华侨华人如何在
保护华埠文化中发挥更大作用？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几位身处不同国家的
华侨华人一致表示：传扬华埠文化，义
不容辞！

保护华埠文化，华侨华人在行动
本报记者 贾平凡

华埠是海外华侨华人聚
居区的统称，又有唐人街、中
国城等不同称呼。曾几何时，
华埠是华侨华人初到异国他
乡的栖身之所、生养所依，
他们在这里结亲交友，抱团
取暖，站稳脚跟。飞檐翘角
的高大牌楼、色香味俱全的
中华美食、农历新年的舞龙
舞狮……“中国味”十足的
华埠，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的
乡愁，更是展示中国文化、促
进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令人惋惜的是，随着时代
的变迁，不少华埠出现“老年
人留守、青年人迁出、新移民
不再涌入”的萎缩景象，少了
以往的人气和活力。一些位于
当地市中心的华埠，因建筑老
旧、街道拥挤杂乱、治安状况
堪忧，成为城市改造的重点对
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华
埠商铺受到冲击，经营面临多
重挑战，更给华埠的未来发展
蒙上一层阴影。

历经风雨、饱经沧桑的
华 埠 ， 早 已 不 仅 仅 是 一 条

“街”那么简单。它见证了一
代又一代华侨华人的成长与
奋斗，也是承载他们对故土
与文化记忆、在异国他乡打
拼历史的精神家园，始终牵
动着华侨华人的心。如何在
时代发展大潮中留住华埠的
烟 火 气 、 人 情 味 和 文 化 特
色？越来越多华侨华人在呼
吁，在思索，在行动。

——坚定自信，传播中
华文化。一段时间以来，海
外华埠“中国元素”越来越
淡的消息屡见报端，被视为
华埠“衰落”的一个典型表
现。守护华埠，就要守护中
华文化，凝聚起更多侨胞的共识。随着中国综合
国力的提升，海外民众对中华文化的关注度和认
可度不断提升。华埠在传播中华文化、彰显东方
韵味上依旧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虎年春
节期间，多个唐人街点亮“中国红”，在当地主流
社会引发热烈反响，为华埠聚了人气、添了活
力。无论华埠如何发展，保持文化特色始终是立
身之本。

——创新思路，促进华埠振兴。如今，华埠
的功能逐渐转变，从过去的华人传统聚居区转变
为观光区、商业区和文化展示区。在意大利米
兰，当地华人商会积极参与市政府的唐人街改造
计划，米兰唐人街逐渐由治安死角变为当地最有
特色、最受欢迎的步行街；在加拿大蒙特利尔，
华埠团体和社会人士推动政府将唐人街列为该市
首个省级历史遗产区，保护历史建筑免受城市开发
的威胁；在英国伦敦，唐人街集中了中国商品店和
纪念品店，经常举行大型文化活动，已经成为各国
游客必来的“打卡”点……只有与时俱进，因地制
宜，探寻多元化保护与经营之道，才能让华埠随着
时代发展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与光彩。

——融入多元，促进交流互鉴。过去，华埠
是外国民众了解华人和中华文化的直接载体。在
全球化日益加速、国际移民现象日益普遍的今
天，新生代华侨华人应当更具包容心态和世界眼
光，推动华埠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更好扮演促进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纽带角色。面对疫情挑
战，华埠更应积极转型求变，为住在国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努力践行“民相
亲”“心相通”，促进不同族裔间的和谐相处，展
现亲和包容的中华形象。

海外华埠走过百年发展之路，经历过繁华，
也品尝过落寞。如今，海外华埠艰难探索着转型
发展的新路径，也积极承担着时代赋予的新使
命。期待更多海外华侨华人中的有识之士，尤其
是年轻一代行动起来，推动华埠振兴发展，让华
侨华人的精神家园枝繁叶茂，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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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王一） 近日，由温州大学主办，全德中文学
校联合总会、温州大学华侨学院和欧洲华文教育研究所联
合承办，“新形势下德国华文教育机遇与挑战”线上研讨会
成功举办。来自温州大学、全德中文学校联合总会和华文
教育领域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为海外华文教育发
展建言献策。

温州大学副校长王舜在致辞中指出，在国际局势复杂
多变的形势下，中德两国以华文教育为切入口，广泛深入
开展民间交流交往，增进彼此的了解和理解，对于建立稳
固的合作关系至关重要。

中国驻汉堡总领馆副总领事王玮表示，希望学界和华校
更好地开展华文教育，为海外华裔青少年提供更优质的教育
服务，培养“具有世界视野和家国情怀的接班人”。

全德中文学校联合总会会长、德国汉华中文学校校长
周开雰认为，海外华校在研究先进教育教学手段，更好服
务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促进中德文化教育互动、互信和互
融，充分展示中国历史文化方面，责无旁贷。

与会人士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下，华文教育的
线上线下模式将发挥各自优势，培养海外华侨华人青少年
对祖 （籍） 国的感情，加强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应抓
住机遇，迎接挑战，推动新形势下华文教育的新发展。海
外华文教育在教授语言、传承中华文化的同时，还需要扎
根当地文化土壤，与当地文化相融合，推动中德两国文化
交流互鉴。

温州大学与德国华文教育机构

举行线上研讨会

侨 界 关 注

侨 情 乡 讯

侨 情

新 貌 春满侨乡绿意浓

近日，各地侨乡春光明媚，绿意盎然。
上图：海南省琼海市，大批白鹭在龙寿洋万亩田野公园栖

息、嬉戏。 蒙钟德摄（人民视觉）
左图：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马街镇的梯田油菜花景观。

毛 虹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