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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虽是我所恋的，双亲弟
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
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这
次去，纯为效劳祖国而去的……
虽在救国建国的大事业中，我的
力量简直是够不上‘沧海一粟’，
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汇成大洋。
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洪流中，竭
我‘一滴’之微力。”这是广东华
侨博物馆展示的 1938 年 5 月 18 日
白雪娇给父母留下的一封告别信
中的内容，信中充满了一个海外
赤子对祖国的无限热爱，表达了
回国抗战、为祖国奉献的决心。

白雪娇，又名白雪樵，祖籍
福建安溪，1914 年出生在马来亚
槟城的一个华侨富商家庭。1936
年入读厦门大学中文系，后回到
马来亚槟城当教师。回到槟城
后，她马上投入当地的抗日救国
活动，担任槟城筹赈会的妇女委
员，积极宣传抗战，动员华侨购
买抗日救国公债，参加抗日义
演、义捐等活动，成为槟城妇女

抗日救国的骨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封锁中国沿海交通，切断了

中国接受国外救援物资的通道。为了抢运补给物资，打破封锁，
1938年下半年，20万中华儿女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修建了当时
中国通往外界的唯一交通线——滇缅公路。滇缅公路地势极为
险恶，国内当时又极其缺乏熟练驾驶车辆和会维修技术的人
才。因此，国民政府向“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呼吁，招募
熟练的司机及机工回国服务，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随即发出招
募通告。得知这一消息后，白雪娇决定弃笔从戎，偷偷辞去教师
的工作，瞒着父母，化名“施夏圭”报名应征。施是母姓，夏是华
夏，圭是归，表明了她为国而归的决心。直至临行前，白雪娇才
给父母留下了一封告别家书。但不巧的是，这一秘密在出发前
被父母知道了，父母开始时极力劝阻，但见她言辞恳切、意志坚
定，便同意了她回国抗日的决定。

1939年 5月 18日，白雪娇等南侨机工在槟城集中，踏上
回国旅程。那天，槟城万人空巷，为他们送行。回国支援抗
战的南侨机工共有 3000多人，其中 4名女性，白雪娇便是其
中的一位。1939年至1942年间，南侨机工通过滇缅公路运送
了50万吨物资入境，为祖国抗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回国路途中，生活、医药等条件都十分恶劣，还经常遭
遇敌机的轰炸，但这些都没有吓退从小生活富裕的白雪娇。
她多次要求上前线抗战，后在邓颖超的建议下，转到四川成
都就读齐鲁大学，参加大学生抗日宣传队，进行抗日宣传、
慰问伤病员，并将自己所写的关于祖国抗日的报道寄回马来
亚，让更多人支持抗战。

抗战胜利后，白雪娇回到马来亚，在华文学校当校长并
积极参加当地的反殖民运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白雪娇
怀着激动的心情请人做了一面五星红旗，在华文学校的上空
升起。这是槟城上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然而，这个举
动却惊动了殖民当局，认为其是中共嫌疑分子，将其禁闭关
押一年多，并于1951年遣送回中国。

白雪娇回国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将自己对家国的无
限热爱全部倾注在教育事业上，为祖国奉献自己的力量。她
先后在广东侨中、广州市文化局、广州师范大学等部门工
作，直至70岁正式退休。在工作中，她给无数学生讲过红色
经典，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人才；在生活中尽她自己所
能悄悄帮助同事、学生，用善良和关爱温暖着周围的每一个
人，广受大家的敬爱。

（广东华侨博物馆供稿）

活动精彩纷呈

日前，持续 8 天、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形式举行的第四届加拿大国际端
午文化艺术节圆满收官。该艺术节由北
美文化产业促进会和加拿大多元非遗
文化协会主办。开幕式、万水千山“粽”
关情端午晚会、枫情粽艺晚会、端午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线上展播……一
系列精彩纷呈的端午节特色活动，为海
外侨胞和国际友人深入了解中国传统
文化打开了一扇窗。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端午文化艺
术节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
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步从蒙特利尔走向
整个加拿大。无论是加拿大华侨华人还
是当地其他族裔的民众，大家参与活动
的热情越来越高，给我们带来巨大鼓
舞。”加拿大国际端午文化艺术节组委会
主席郭俊介绍，除了端午文化艺术节，

“枫花雪乐”春节晚会和中秋国庆诗会也
已成为在当地响当当的品牌活动。截至
今年1月29日，“枫花雪乐”春节晚会已经
举办了6届，每一届的主题春晚都成为蒙
特利尔乃至加拿大的一道亮丽风景。

对美国唐艺舞坊创办人谢露嬉而
言，民族舞蹈为她演绎对中华文化的一
往情深提供了舞台。“红日升在东方，其
大道满霞光。我何其幸，生于你怀，承一
脉血流淌……”在稚嫩悠扬的童声中，
MV《万疆》拉开序幕。远处雪山巍峨矗
立，10 名身着芭蕾舞裙的小女孩，手持
红色纸灯笼，在青草地上翩翩起舞；随
着镜头不断在山海间切换，成年舞者们
手持短绸扇，身姿婀娜柔美，表情热烈
而俏丽，扇子在手中灵巧舞动，好似盛
开的花朵；循着歌曲悠扬的旋律，舞蹈
进入高潮，在海边耸峙的悬崖和礁石之
上，舞者手持长扇，迎风而舞，长扇纷飞
似一道道彩虹，挥洒出一幅壮丽的河山
图景……5 分多钟的视频制作精良，恢
弘大气又不失灵动婉转，引人入胜。

“为了表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
历史，我在编舞时选用了极具民族特
色的胶州秧歌为基本舞蹈语汇，又融
合了中国古典舞的身韵元素。怀抱对
祖 （籍） 国的一腔赤诚和对艺术精益
求精的精神，演员和拍摄者克服重重
困难，高质量完成作品，令我非常感
动。”谢露嬉表示：“初次听到 《万
疆》 这首歌，我就被歌词唯美的中国
古典意境打动了，希望通过舞蹈演

绎，为海外侨胞纾解乡愁，让当地民
众了解中国。”

最近，法国辛老师中文课堂校长
辛丽燕带领全校教师，积极为参加

“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上营活动
做准备。为了给学生们更好地学习中
华文化提供资源，她所在的华文学校
连续3年参加网上营活动。

“华文教育在传播中华文化中发挥
着基础而至关重要的作用。”辛丽燕表
示，华文教育是中华文化传承的留根工
程，对象是海外华侨华人的子女。在海
外传播中华文化，海外华侨华人子女在
心理情感、文化传承、事业动力、辐射效
果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这些孩子
未来还会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坚力
量。此外，华文教育工作者不但会影响
受教育的华裔学生，也会通过语文教学
重塑华裔儿童与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
和家庭氛围。可以说，教好一个华裔孩
子，可以造福三代人。

传承源于热爱

年过七旬的挪威侨胞马列，从事
餐饮行业已有 50年，是一位厨艺精湛
的“杭帮菜”烹饪大师。1990 年，他
出国发展，成为挪威一家国际饮食公
司的大厨，后来开了自己的中餐厅。刚
到没多久，他便接到一个重要任务——
去挪威首相府，为当时的首相及其亲友
做一桌中国菜。传统地道的“中国味
道”让首相赞不绝口。在海外从业 30
余年，马列不仅用“中国味”俘获了

“外国胃”，也向无数外国友人讲述餐
桌上的中国故事。

“我们中餐馆95%的食客是当地人。
为了让外国食客更好地了解中餐，我们
不仅在餐厅装修上添加了很多中国元
素，也经常在餐厅的电视上播放关于中
国美食的宣传片。”马列介绍，“2010年至
2019 年，在侨务部门的组织安排下，我
和国内的很多名厨一起组成‘名厨表演
团’，先后到德国、法国、新西兰、美国、奥
地利、葡萄牙、希腊等近20个国家制作
中国菜、传播中餐文化。此外，2016
年G20杭州峰会前夕，我策划制作了一
本介绍‘杭帮菜’的小册子，包含 150多
个故事，将‘东坡肉’‘宋嫂鱼羹’‘桂花栗
羮’等美食背后的历史故事讲给外国友
人。为了让外国读者一目了然，我给每一
页都配上专门的英文译文、清新的诗话
和精美的插图。”

中医和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多年来，随着中医师走向海外，中医文
化为造福当地民众做出积极贡献。

“临床疗效是中医在海外受欢迎的
主要原因。”加拿大安大略中医学院院
长、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吴滨江
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加拿大民
众了解和学习中医的热情更高了。“为
了给因疫情‘宅’在家中的中医‘粉
丝’普及中医知识，我们在网上免费开
设了中英文双语‘中医云讲堂’；从
2022年1月开始，我们制作‘中医加拿
大’多语种系列短视频，系统介绍中医
在加拿大的发展；最近，我们重金购置
了‘3D经络腧穴和人体解剖学’‘脉搏
诊断仪’和‘舌面诊断仪’等教学重装
备，方便学生直观学习。”

“海外中企、中餐馆、中医诊所和华
文学校等，都是住在国第一时间最直观
感受中华文化的载体。华侨华人本身就
是传播中华文化的一张名片。他们在海
外的所作所为，往往会被当地民众认为
是中国形象和中华文化的代表。”暨南
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表示，华侨华人成为受住在国民众尊重
的群体，是传播中华文化的基础。

传承源于热爱，热爱助推传播。
受资源和条件限制，郭俊和所有的

活动组织者不仅很辛苦，还面临很多不
理解。“别人问我图什么？我笑着回答：

‘单纯就是个热爱’。”郭俊表示，“我的家
乡湖北一直很重视端午节传统。端午节
是为了纪念中国古代先贤屈原，屈原的
正直品格和爱国情怀，至今仍值得我们
学习。虽然出国多年，我对端午节仍有很
深的情结，希望更多人了解这个传统节
日。我们希望团结当地华侨华人力量，通
过专门组织端午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
让在当地出生长大的华裔青少年和更多
不同族裔的人了解中华文化的魅力。”

“中国古典舞蹈刚柔并济、动静皆
宜，融入了戏曲、太极和武术等传统
文化元素。区别于西方芭蕾舞追求的
直线美，中国古典舞蹈特有的‘S’形
舞姿，深受海外观众的喜欢。每当想
起台下热烈的掌声和惊奇的赞叹，我
都为中国拥有这样的民族艺术瑰宝感
到无比自豪。”谢露嬉说。

创新大有可为

疫情给中外人文交流造成不小挑
战，但也为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提供

了创新契机。
“疫情改变了孩子们的生活方式和

学习方式，也让华校有更多机会、更
多角度去审视和改善原有的教学方
式。”辛丽燕表示，在教学形式上，华
校扩大了网络教学和多媒体教学应用
的比例；在教学内容上，华校增加了
更多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国情的介绍。

“出国后，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
感情更深厚。每逢佳节，我们都会受邀
参加文艺演出。我希望通过创新编舞，
吸引更多华裔青少年和当地民众了解
并学习中国古典舞，进而爱上中国。这
个过程任重道远，但我将锲而不舍。”谈
及最近的计划，谢露嬉开心地说：“我将
重 新 创 排 自 己 此 前 创 作 的《涅 槃
记》——曾轰动洛杉矶的北美华人首部
原创实验舞剧。在这个舞剧中，中国唐
朝的传统舞蹈、敦煌舞和现代舞元素贯
穿其中，是一次打破东西方舞蹈艺术界
限的有趣试验。”

近段时间，吴滨江的计划表又安排
得满满当当。总结中医抗疫经验，参与
撰写《海外中医诊治新冠长期病症经验
荟萃》一书；规划今年秋季的“高级中
医师课程”和“中医临床研究进展”
专题讲座，邀请国内中医专家学者为
加拿大安大略中医学院学生线上授课；
筹备8月底即将举办的第九届“2022加
拿大中医针灸继续教育学术大会”……
吴滨江一直闲不下来：“将中医文化发
扬光大，真的时不我待。”

“未来，华文教育工作者既要投入
更多精力和心血，也会收获更强的事
业价值，拥有更大工作动力。”辛丽燕表
示，传播中华文化的内驱力，是华文教
育生生不息的根本所在。华文教育在培
养海外华裔青少年的文化认同、文化自
信、文化自觉方面，将继续发挥中流砥
柱的作用。

“除了形式创新，中华文化传播还
应在内涵创新上下功夫。”李明欢表示，
首先，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生产出
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
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产品；其次，在
对外传播中华文化时，中国既要开放自
信，也要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第三，华侨华人要
尊重住在国的法律法规和文化习俗，加
强与住在国文化的交流互鉴，真正做到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
大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文明
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
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侨 界 关 注

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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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中医、华文教育、
中国传统节庆、民族特色歌
舞表演……这些都是中华文
化在海外传播的重要载体。
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华文化传
播和中外人文交流带来很多
挑战。但海外侨胞积极应对
挑战，探索出了不少传播中
华文化的创新路径。近日，
本报记者采访了研究侨务工
作的专家学者和涉足多领域
的华侨华人，听他们讲述在
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故事。

传播中华文化，海外侨胞探新路
本报记者 贾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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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丽江：葡萄园里忙修枝云南丽江：葡萄园里忙修枝 浙江德清：“空中”瓜果助增收

右图：美国唐艺舞坊舞蹈演员在南加
州侨界“迎新春·庆冬奥”虎年春晚上表演
舞蹈。 谢露嬉供图

左图：在加拿大国际端午
文化艺术节上，当地民众在参
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表演。

郭 俊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