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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
在那头……”旅居海外多年产生的乡愁情愫，
促使ITCH中国意大利文化艺术交流协会会长陈
晨近日完成了“两岸乡愁”创意口罩的设计工作。

2014 年从意大利美术名校毕业之后，“85
后”陈晨留在当地从事文化展览、学术交流工
作。2018年，陈晨在意大利发起成立ITCH中国
意大利文化艺术交流协会，架起中国和意大利
民间文化交流的桥梁。

陈晨的家乡河南省长垣市是中国知名“卫
材之乡”，其家人经营卫材生意近 30 年。两年
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意大利的文化交流
项目被搁置，陈晨和妻子返乡做起了“乡愁
版”口罩。

其中，“两岸乡愁”创意口罩设计理念源于
台湾“彩虹村”。这款口罩上集纳了两岸一家
亲、眷村文化及乡愁元素，一个被涂鸦的村庄
印在口罩上，格外显眼。

陈晨说，口罩上的村庄是一个台湾眷村，为
眷村涂鸦的是一位老人，年轻时从大陆去了台
湾。多年前，思念故土的老人就将儿时故乡的记
忆涂满整个村庄，后来这里被称为“彩虹村”。

艺术和乡愁是陈晨和这位老人的共鸣。陈

晨说，“老人的作品把乡愁诠释得最为真切，不
需要过多艺术加工。”

除了“两岸乡愁”创意口罩，陈晨还把
“老家河南”“非遗女书”“君子文化”以及古老
文字、城市人文、豫剧人物等传统文化元素与
西方艺术交织，投射在小小的口罩上，润物细
无声地“白描”着文化和乡愁。

不久前，陈晨将“老家河南”系列口罩捐
赠到乌拉圭、柬埔寨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好评
如潮。这批口罩的设计融合了“宅兹中国”和

“甲骨文”的文字图形。
“这一创意来自国宝级青铜器西周“何尊”

上的铭文——‘宅兹中国’。”陈晨解释称，这
一设计元素意在展示“中国”一词的源起。

谈及为何创作“乡愁版”口罩，陈晨介绍，后
疫情时代，口罩既是防护工具，又是一个很好的
传播媒介。“海外华侨华人戴上这个‘文化名片’
进行社交，将能获取更多的文化认同。”

目前，陈晨在文化创意口罩上已投入数十
万元人民币。陈晨称，今后还将研发中医药文
化口罩，让中医药文化通过口罩这一载体深入
海外民众生活。

（来源：中国侨网）

“我们投资者很安心”

去年1月1日，中国—毛里求斯自
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中国驻毛里求
斯大使朱立英在媒体刊文指出，这是
中国与非洲国家签署的首个自贸协
定，生效当年即推动中毛贸易额增长
25.8%。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来毛里求斯投资兴业，参与毛方“平
安城市”“智慧城市”等重点项目建
设，并将业务拓展至非洲大陆。

2015 年，毛里求斯政府推出“智
慧城市”建设计划，鼓励在毛里求斯
建设一批兼顾商业、休闲及居住的综
合功能区域。机缘巧合，李海的公司
成为该项目的参与方。“2012年，应朋
友邀请，我到毛里求斯旅游。这真是
个美丽的岛国。我一下就被这里的风
土人情吸引了。巧的是，旅游期间，
当地政府介绍的首都路易港国家公园
项目引起了我的注意。2012 年底，该
项目进行国际招投标，我们公司中
标。”李海介绍说，该项目是毛里求斯

“智慧城市”的一部分。因为政局变动等
原因，路易港国家公园项目几经波折，
数次暂停又重启。2019 年底，项目再次
正式启动，推进很快。目前，因为疫情，
推进速度放缓。“参与毛里求斯‘智慧城
市’建设，可以享受很多优惠，包括免征
8年企业所得税、免征转让税、建筑和有
关物资的增值税、相关物资的关税，对
部分设备给予年度津贴等。仅免税一
项，我们就能节省1亿多美元。”

中毛自贸协定的正式生效让李海
非常感慨。“在这之前，虽然我们也能
享受诸多优惠条件，但是总觉得很孤
单，没有保障。去年3月，毛里求斯经
济发展局、财政和经济规划与发展
部、外交地区一体化和国际贸易部与
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馆联合举办中毛
自贸协定论坛。毛里求斯经济发展局
负责人发言中专门提到了我们投资
人，强调中毛自贸协定中有专门的投
资人保护条款，强调投资人享受毛里
求斯国家法律的保护，享受公民待
遇。之前我们有些‘飘’的感受，现

在我们投资者很安心。”他说。

“感觉被捧在手心里”

华人参与当地经济社会建设，在
毛里求斯有悠久历史。早在 18 世纪，
中国移民就陆续来到毛里求斯，为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1944年，我出生在毛里求斯首都
路易港唐人街。小时候，唐人街是华
人最集中的地方，非常繁华。”参与当
地多个华人社团创立的林最宏是第三
代华人，亲身经历了毛里求斯的第一
次“经济奇迹”，亲眼见证并参与了华
人对当地经济的重要贡献。“1961年—
1967 年，我回中国读书。之后，回到
毛里求斯，和父亲一起打理家族的店
铺，包括在市中心兼卖中药和日用百
货的中药铺和山区的店铺。当地人当
时大多在甘蔗园工作，他们有的一个
月领一次工钱，甚至一年才领一次。
我们华人店铺都允许无息赊账，用一
个红色的小本子记录下他们拿走的东
西，等到他们有钱了再还。当时，全
国大部分百货商铺都是华人经营，赊
账为很多当地人解决了生活问题。”林
最宏说，“当年，毛里求斯华人到新加
坡和香港等地考察后，建议政府引进
华商在当地建厂发展纺织业，改变了
之前毛里求斯依赖甘蔗园的状况，逐
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工业体系。如
今，纺织业依然是毛里求斯经济的支
柱产业之一。而且，在国家困难时
期，华人总会站出来，发放粮食等物
资，助力国家渡难关。所以，在毛里
求斯，华人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

当地人对华人的尊重和友好正是
毛里求斯给黄文的第一印象。“2000年
11 月，我跟随父母移民过来。这里华
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3%左右，是少
数民族，但感觉好像被捧在手心里。
我刚来的时候，语言不通，去市场买
菜，一通比画，喜欢什么就拿什么，
他们也不会多要钱。而且，我是梅州
客家人，这里老一辈的华侨华人大部
分都是客家人。我去唐人街，讲客家
话就可以，很亲切。”黄文说。

“毛里求斯把华人头像印到纸币
上，政府机构中多年来一直保持一位
部长是华人，路易港的唐人街处于路
易港市中心，将中国春节列为法定假
日……这些足以说明华人在毛里求斯
的地位。一直到今天，说起华人，当
地人还是很佩服甚至很感激的。”毛里
求斯唐人街基金会主席林海岩说。

“重振‘龙的精神’”

时移势易，随着老一辈华侨华人
的老去，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经济中
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华人的后代大多
移民到国外，除了几个比较大的公司，
很少有年轻人愿意接上一代人的班。唐
人街曾经覆盖六七条街，现在只剩三四
条街，繁华不再了。”林最宏叹息，“华人
社区现在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

年轻一代的毛里求斯华侨华人正
在摸索属于自己的道路。

“我丈夫是当地第三代华人，他们
的家族生意就是老一辈中最普遍的百
货商铺。一楼是商铺，二楼是住家。
结婚以后，我们夫妻开始慢慢转向中
餐馆。原来，大家习惯在附近的百货
商铺购买日常用品，但是现在，大家
都是开车去超市购物。中餐馆不同，
只要好吃，就不缺客人。这也是当地
人的特点，他们手里一有钱，一定是
先花在吃上。我的中餐馆是只卖午饭
的快餐店，生意很好。疫情对中餐馆
没有造成太大负面影响。”黄文对目前
的生活状态很满意。

工作之余，黄文喜欢参与各种文
化活动。“我在2007年和2008年做过中
文老师，那期间，我喜欢带学生参与

唐人街的活动，比如唱中文歌、旗袍
走秀、摆摊卖中式美食等。我还参加
过毛里求斯政府举办的中文话剧比
赛，自己写剧本，自己主演，还拿过
奖。我的话剧写的都是华人故事。我
是华人，有义务把这里的华人故事记
录下来，让更多人知道。”她说，“毛
里求斯华人今天的地位离不开几代人
的奋斗和努力。中华文化已成为毛里
求斯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
今，每到中国传统节日期间，我都会
和唐人街基金会的华侨华人朋友一起
到全国各地的商业广场参与中国乐器
演奏、写毛笔字等。”

获评“2019 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
物”的林海岩，是毛里求斯第四代华
人。他把目光投向了唐人街。2017
年，他在中国学习、工作十几年后，
回到了毛里求斯。“我有一个梦想：恢
复唐人街的荣光，重振‘龙的精神’。
如今，4年多过去了，曾经破败不堪的
唐人街已经焕然一新。接下来，我希
望能把唐人街经济打造成旅游胜地，
之后，还要开发唐人街房地产。”

李海也有类似的梦想。“2018 年，
我拿下了被称为‘地王’的移民广
场，租赁期 60 年。整体方案已经做
好，希望这里能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
筑。我准备和毛里求斯唐人街基金会合
作，在这里建一座华人博物馆，成为新
的‘唐人街’一样的地标。”

上大图：4月28日，毛里求斯唐人
街基金会将举办“纪念墙画开幕仪式”
活动庆祝中毛建交50周年。图为工作人
员正在制作中的纪念墙画边休憩。

上小图：毛里求斯唐人街基金会
组织的华人画作拍卖活动现场。

（林海岩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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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红

4月15日是中国与毛里求斯建交
50周年纪念日。1988年,中国在海外
设立的首个文化中心落户毛里求斯；
2003年,毛里求斯成为中国公民自费
出国旅游目的地；2013年，中毛两
国互免签证；2021年，中国—毛里
求斯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在毛
里求斯，华侨华人处处都能感受到当
地人的尊重与友好，同时，他们也在
努力为中毛交流合作添砖加瓦。

侨 界 关 注

在口罩上诠释“乡愁”
阚 力 李超庆

四
月
十
八
日
，
福
建
省
福
州
市
仓
山
区
，
从
空
中
俯
瞰
双
湖
互
通
高
架

桥
，
穿
梭
行
驶
的
汽
车
仿
佛
在
紫
红
色
飞
带
上
飞
驰
。

谢
贵
明
摄
（
人
民
图
片
）

四
月
十
八
日
，
福
建
省
福
州
市
仓
山
区
，
从
空
中
俯
瞰
双
湖
互
通
高
架

桥
，
穿
梭
行
驶
的
汽
车
仿
佛
在
紫
红
色
飞
带
上
飞
驰
。

谢
贵
明
摄
（
人
民
图
片
）

福
州
福
州
：：
双
湖
互
通
高
架
桥

双
湖
互
通
高
架
桥

侨 乡 新 貌

曾生，原名曾振声，1910
年生于广东惠阳 （今深圳市坪
山区），父亲曾庭杰是澳大利亚
华侨。1928 年，18 岁的曾生从
澳大利亚悉尼商学院中专部毕
业，跟随身为华侨工人的父亲
回到家乡。

1929 年 9 月，曾生考入中
山大学附中预科，被推选为广
州惠阳青年同乡会会长。由于
两广军阀抓捕进步人士，正在
读书的曾生被错投进监狱。在
狱墙上，曾生看到许多共产党
人写的革命标语，由此对共产
党产生了向往。“这次坐牢，实
际上是给了我一次最好的革命
启蒙教育。”曾生在回忆录中写
道。出狱后，曾生进入中山大
学文学院就读，并加入了中国
青年同盟，投身革命。大学期
间，他任中山大学平民夜校校
长，并以该校为阵地策划学生
运动。他还参加了突进社、中华
民族革命大同盟、力社等中共外
围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曾
生被推选为中山大学员生工友
抗日会主席团主席、广州学生抗
日联合会主席，组织和领导广州
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不久便遭

到广州国民党当局通缉。1936年，曾生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
党。从此，他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在一起。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曾生任惠阳宝
安工委书记，领导组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敌强我
弱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他变卖祖产为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
提供后勤给养。在曾生的领导下，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将
士们深入港 （香港） 九 （九龙） 敌后，挺进粤北山区。期
间，他们成功营救了受困于香港的何香凝、茅盾、邹韬奋
等一大批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国际友人，配合盟
军搜集战略情报，积极营救外籍战俘，被中共中央军委誉
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

1943年1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坪山正式命名
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至抗战
结束，东江纵队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1万多人的人民抗日武
装力量，牵制日军大量兵力，为华南敌后抗战和全国抗日
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战争中，他先后参加豫东、济南、淮海、广州等解放
战役。他历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珠江军分区司令员、政委，
中共珠江地委书记，华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1952年，他参加
抗美援朝，率部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军副军
长。回国后，他入南京军事学院海军系学习。

1955年，曾生被授予少将军衔，历任南海舰队第一副
司令员，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中共广州市委第三书记，广
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国家交通部部长，中共中央顾
问委员会委员，是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95年11月20日在广州逝世。

“入党，是我人生道路上最重大的选择，是我一生最大
的转折点。”在《曾生回忆录》中，他道出对共产党的热爱
和党在自己心中的地位。 （山东华侨博物馆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