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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使命，所以不停步

“茶歌飘四方，啰呵呵，飘在
人心上，你是山野吹来的风，带
着泥土香；郎对花，姐对花，一
对对到田埂下……”伴随着融合
了黄梅戏歌曲 《山野的风》 和传
统选段 《对花》 的旋律，稚嫩的
童声响起，打扮漂亮的小姑娘们翩
翩起舞，模仿着戏中人物的身段。

这是一段拍摄于美国的视频，主
角是几个跟着北美小芳黄梅艺术团团
长陈小芳学唱黄梅戏的“华二代”。

“别看他们年纪小，都已经跟我学了几
年了。”说起自己的这些小学生，陈小
芳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4年前，我
开办针对小朋友的黄梅戏班。最初，
是因为我的成人学员们有时会带着孩
子来团里排练，耳濡目染之下，孩子
们就开始对黄梅戏感兴趣了。这不就
是一种传承吗。而且，有的父母觉得，
让孩子学唱黄梅戏，既能学习中文，又
可以亲近中国传统文化，一举两得。”

十几岁就开始学习戏剧的陈小
芳，对黄梅戏的热爱从未中断。到美
国后，她更是把在海外传播中华文
化、让更多人欣赏黄梅戏当成了自己
的责任和使命。

美国休斯敦华星艺术团副团长虞
晓梅也有这种使命感。“我是个运气很
好的人。”虞晓梅这样评价自己的学戏
经历。小时候，她在上海京昆剧团京
训班接受过正规现代京剧训练，后来
又在上海乐团学习声乐。到美国后，
她开始对传统京剧感兴趣。机缘巧合
之下，她在2015年正式拜张派名家王
蓉蓉为师，成为张派艺术的再传弟
子。她还得到了阎桂祥、刘明珠、李
莉、赵秀君等多位京剧名家的传授和
指点。

“每次回国我都会找师傅和各位老
师请教，平时我也会把自己练习的视
频发给他们看，请他们指点。他们特
别好，手把手地教我，一字一句地打
磨。我觉得既然拜了师，而且有这么
好的资源，就有责任好好学戏，好好
唱戏，让更多人欣赏京剧。”虞晓梅
说，“美国朋友邀请我表演节目，我一

定会唱京剧。他们特别喜欢，对我的
京剧扮相更是赞不绝口。每次我表演
结束，他们都会跑到后台问我：你这
个妆怎么化的？这个头饰怎么戴上
的？衣服上的刺绣怎么这么好看！能
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们欣赏到京剧的
美，我真的特别高兴。”

因为情结，所以难割舍

澳大利亚悉尼华星国剧社的发起
人之一程杰，曾对京剧不感兴趣。“父
亲说我叛逆。”程杰的父亲程正泰是杨
派大师杨宝森的弟子，母亲也曾在剧
团工作。生长在这样一个京剧氛围浓
厚的家庭中，程杰被寄予厚望。“家里
希望我干这行，也练过基本功，但最
终我还是选择了放弃。”程杰对京剧态
度的转变发生在出国后，“2000年，父
亲过世。2001 年，我来到澳大利亚。
离家远了才发现，京剧对我而言已经
成为一种情结。经人介绍，我来到了
当地的京剧票房，见到了一些老票
友，又听见了胡琴声和京剧唱腔。我
觉得特别亲切，像在家里一样。票房
里还有当年和父亲同在戏校教书的老
师，我就觉得更亲切了。”

从那以后，程杰开始学京剧，并
且越来越有兴趣。“2015年，我们商量
着成立了国剧社，现在有十几个人。
大家经常活动、演出，很充实。”

同在澳大利亚的秦竹，则是从小
就喜欢越剧。“我是南京人。南京的越
剧氛围很浓厚。我母亲就是越剧爱好
者。我从 8 岁开始学唱越剧，一直都
很喜欢。出国之前，我在网上查到了
澳大利亚悉尼越剧团这个组织。2006

年，我移民澳大利亚，加入了越剧
团。”秦竹说，“疫情前，我们越剧团
每年都会举办两次面向社区的折子戏
专场，时间分别是4月和10月。除此
之外，我们还会受邀参加其他的演
出。一年下来，演出任务不少。”

“这是乡音，很多观众听完会很激
动。有时候，我们演出结束，观众会
对我们说：谢谢你们，我们知道你们
付出了很多，才让我们在海外还能听
到越剧，真的太感谢了。这让我觉得
很温暖很感动。”秦竹说。

远在巴西圣保罗的吴蓉英，对传
统戏剧的情结源于在文工团和越剧团
的经历。当年，她是团里的全能型人
才。“当时的业务团长很看重我，所以
重点培养。我唱过样板戏，也学过越
剧。1988年我来到了巴西，1995年到
了圣保罗。虽然离开了艺术圈，不过
对传统艺术的热爱并没有中断，所以
我加入了圣保罗华星艺术团。大家都
对我唱的《沙家浜》中的阿庆嫂印象
深刻，所以很多人喜欢叫我‘阿庆
嫂’。”吴蓉英说，“我很感激当年的经
历，让我有基础也有能力与巴西的观
众分享京剧和越剧。”

因为热爱，所以不放弃

在海外进行传统戏剧表演不是件
容易事。

“在国内，唱好自己的那部分戏就
可以了。在国外不行，没有专业老
师，只能看视频自己学；没有专业化
妆师，必须自己亲自动手；找不到合
适的服装，必须回国定制。”秦竹笑
言，“不过，哪种爱好不需要花精力花

钱？因为热爱，所以不会放弃。”
“在海外做票友需要具备三个

条件：第一要真的热爱，第二要有
时间，第三还得有一定的经济实
力，因为行头都得自己置办。”程
杰说，“但是，真的很开心。在这
里，因为京剧，我结交了很多朋
友。我还能发挥自己美术设计专业
的技能，设计绘制演出背景板等。”

“有时候，忍不住会感慨，在
国内做演员多舒服呀。在这里组织
演出活动，缺人才缺资金。有些好

苗子刚刚培养得有些眉目了，结果因
为工作或者家庭变迁离开了。不过，
难是难，我从来没想过放弃。”陈小
芳说。

各种各样的中外交流活动，也给
了他们坚持下去的底气和勇气。

“2017年，我和天津青年京剧团合
作，在天津中华剧院与在中国京剧舞
台上享有盛誉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孝
曾、李宏图、张克领衔主演了张派名
剧《状元媒》。我这么一个美国的票友
和各位名家同台表演全本《状元媒》，
真的很激动。通过排演这个戏，我学
到了很多。回到美国后，我觉得自己
的表演更像个样子了。”虞晓梅说，海
外票友的交流也很多，“世界各地都有
国剧社。疫情期间，我们已经举行了
几次线上交流。兔年春节还会有交流
活动。”

“在海外唱黄梅戏，我们都成了中
外文化交流的民间使者。我教的小朋
友会在美国学校给自己的美国同学表
演黄梅戏。有一次，一个学员表演黄
梅戏《女驸马》选段。表演之前，她
问同学们知道中国有哪些传统剧种。
结果，很多同学只知道京剧，完全没
听说过黄梅戏。这次小小的演出，就
此打开了她的同学认识黄梅戏的一扇
窗。”陈小芳很忙，“6 月 25 日，我们
要向新泽西历史文化委员会的一个学
徒基金用英文介绍黄梅戏。这是一个
免费对外开放的线上讲座，题目是

‘领略中国黄梅戏的艺术魅力——梁祝
十八相送选段’。我希望利用这次机会
介绍一下黄梅戏发展史和艺术表现形
式，如音乐、服饰、化妆以及梁祝故
事等。之后，我就要和艺术团成员一
起开始准备今年12月的专场演出了。”

广东华侨博物馆收藏着一幅珍
贵的“爱国”题字，这是由缅甸著
名侨领李伯炎女儿李宝珊、李宝瑶
女士于2019年捐赠的。

李伯炎 （1909-1987），广东台
山人，缅甸知名爱国侨领。早年在
仰光华侨中学修读高中，22岁时考
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理学院进修数
学，学成返回缅甸后积极参加华侨
爱国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李伯炎
利用其在粤籍华侨中的威望和影
响，团结爱国侨领，积极开展爱国
运动，大力创办教育、福利事业，
壮大爱国华侨力量。

1957 年，李伯炎夫人叶福基女
士作为海外妇女代表回国参加全国
妇代会，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何香凝会面交谈。当何香凝
了解到李伯炎致力于华侨爱国事业
并作出重大贡献时，欣然提笔为李
伯炎题字“爱国”相赠。李伯炎无
比珍惜这幅亲笔题词，认为这也是
对全体旅缅爱国侨胞的鼓励与鞭
策，遂把“爱国”两字作为自己终
生不渝的奋斗目标。

终其一生，李伯炎确实将“爱
国”做到了极致。他联络其他爱国
缅侨，在仰光发起筹组中国国民党
革命委员会缅甸支部，并担任该部
执 委 ， 积 极 组 织 反 蒋 民 主 运 动 ；

1950年10月，在缅甸知名报刊率先刊登声明，热烈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全程参与组织筹备缅甸华侨欢迎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缅大使姚仲明到任的欢迎活动，并以
粤籍缅侨组织李家馆的唯一代表身份参加了欢迎大会；1953
年，组织粤侨成立“缅华工商协进会”（与华商商会、兴商商
会、门市公会并称缅侨四大侨团），为领导和召集华侨开展爱
国活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向广大侨民宣传新中国，让贫苦侨
民的儿女有读书的机会，李伯炎与其他爱国缅侨一起筹建

“新侨公学”，实现了进步缅侨在东区办校零的突破。他还积
极参与开办华侨救济总会属下的“缅华义务诊疗所”，为缅侨
提供免费或象征性收费的医疗服务，起到了维护侨胞身心健
康、团结广大侨胞的作用。

1957年，中国驻缅大使馆出资20万缅币，购买中华商报
股权，并于1959年派遣李伯炎以大股东身份进驻报社，担任
经理兼发行人、承印人，全面领导报社行政、财务及发行等
工作，并向缅甸政府重新注册。在李伯炎等多位爱国侨胞的
努力下，中华商报每天发行量超过6000份，成为四大爱国侨
报之一，深受广大侨胞欢迎。1966年，报社受到缅甸反华势
力冲击，次年形势进一步恶化，报社被迫正式关闭，李伯炎
在大使馆的安排下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他定居河南省洛
阳市，历任河南省政协委员、洛阳市涧西区人大代表、河南
省政府参事等职。

（广东华侨博物馆供稿）

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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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批华侨华人，身在异国他乡，却痴迷中国传统戏剧

唱中国戏 抒家国情
本报记者 张 红

有一批华侨华人，身在异国他乡，却痴迷中国传统戏剧

唱中国戏 抒家国情
本报记者 张 红

乡音乡情化乡愁。在海外，有一
批爱唱传统戏的华侨华人。他们用自
己的表演慰藉着海外游子的思乡之
情，也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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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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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侨梦苑逐梦的大多是华侨华人群体，我
们生活背景相同、思维方式相似、兴趣话题相
通，很容易相互启发、帮助。因为这样，在走向圆
梦的创业路上，我们就不会孤单。”金腾川说。

金腾川，美国归侨、中国科技大学教授。
2003年，金腾川从中国科大本科毕业后赴美国
留学，在此期间攻读了博士学位。2014 年底，
他回国并入职中国科大，成为特任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

他说：“目前，除了全职在科大任教授外，
我还同时担任合肥国家大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
院的院长助理，分管企业入驻和成果转化，这
与侨梦苑的属性非常契合。”

作为一名科研人员，金腾川认为，科研不
仅要去发现新知识，更要把新成果落地，为民
所用。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他发挥自己所学所长，第一时间投入到攻
关研究。

目前，其团队研发的新冠抗体诊断试剂盒
已获批国家医疗器械三类证，单针新冠AAV疫
苗即将申报临床，新冠中和性抗体有望进行新
药申报。

“我是浙江金华人，从美国回来后选择合
肥，因为我看好合肥的发展，这里包容大气，
能成就梦想。我自己的梦想就是能把实验室成
果变成产品，真正实现科研为民。”金腾川说，
去年10月份，他与另外两位中国科大的教授和

同学在安徽 （合肥） 侨梦苑成立了中科国腾生
物，主要从事生命科学与医学相关仪器与试剂
开发。

金腾川表示，侨梦苑在海外侨界很受欢
迎，它是“侨”字号的创新创业基地，很多中
国科大校友通过侨梦苑来圆创新创业梦。

与金腾川一样，安徽骆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首席科学家骆天治也是美国归侨，并在中国
科大任教。其公司主要致力于器官芯片、类器
官技术研发。

“我们拿到的第一笔资金就是侨梦苑无条件
给予我们的，解决了我们当时急需的资金问
题。”骆天治坦言，侨梦苑对归侨初创企业的发
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侨梦苑企业间
可以做到资源互补，“在逐梦路上互帮互助、互相
促进的发展模式，体现了侨梦苑的勃勃生机”。

据合肥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罗敏介绍，截
至去年底，安徽 （合肥） 侨梦苑累计吸引海外
高层次人才、外籍专家、留学人员 3000 余人，
培育科技新侨类上市公司8家，汇集侨资及海外
留学生企业 400 余家，产值近 420 亿元人民币，
涌现一批引领型原创成果和关键核心技术企业。

罗敏表示，“到‘十四五’末，要将合肥侨
梦苑建设成为安徽省海外华侨华人集中区，科
技金融与高端人才的聚合区，华侨华人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产业发展的示范区”。

（据中新社电）

合肥侨梦苑里的逐梦者
赵 强

6月21日，农民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山背村璞心农场进行
田间管护（无人机照片）。 何伟卫 李 真编制（新华社发）侨 乡 新 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