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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巴西 与厨结缘

蒋璞 12 岁时随父母移居巴西，初来
乍到的她面对的第一个难题是语言障碍。
蒋璞坦言：“到巴西的第一个星期，我就
被爸爸送去了学校。最初我什么也听不
懂，上课的内容让我一头雾水。除了上
午上学，下午家里还请了家教，一周辅
导3次葡萄牙语。两三年后，我才能和当
地人交流，逐渐融入当地社会。”

由于父母从事小商品贸易，经常早出
晚归，三餐的任务落到了蒋璞身上。“当
时的中国餐厅不多，就连进口东方食材的
商店，我记得圣保罗也只有一家。小时候
家里常见的调料在这很难买到，酱油都算
得上是昂贵的调味品。”蒋璞回忆，“当时
的生活水平也不允许天天在外面吃，只能
自己在家捣鼓。”

录像带、电视美食节目、网络短视频
等成为了蒋璞提升烹饪能力的渠道。渐渐
地，她爱上了厨艺，对厨房产生兴趣。高
中毕业后，蒋璞本来考虑就读蓝带国际学
院，专门、系统地学习烹饪知识。但由于
巴西并没有开设分校，并且前往欧洲求学
费用昂贵，无奈之下，蒋璞暂时放弃了对
烹饪的追求。

之后，蒋璞毕业于圣保罗州立大学统
计系，在办公室和数据打交道。因为不喜
欢办公室的工作氛围，工作一段时间后，
蒋璞便决定辞职。2015 年，机缘巧合下，

她看到了巴西版《我要做厨神》的报名通
知。在朋友的鼓励和支持下，蒋璞报名参
赛。她说：“最初报名只是想获得一个在
电视上露脸的机会，借此说服父母，认可
我从事烹饪行业的决定，没想到最后拿到
了第3名。”

同台过招 惺惺相惜

作为巴西本土节目中少有的中国面
孔，蒋璞面对紧张比赛时淡定自若的处事
风格受到关注。蒋璞表示：“这是中华民
族一贯的民族特性，临危不惧、从容自
如。有一次比赛，我最后一个出场，有30
分钟的等待时间。期间，我到处晃悠，和
旁人聊天。我还和他们分享中国麻将，模
拟打麻将的动作，左摸一张牌、右摸一张
牌，其他选手都乐了。”

回忆起比赛时的紧张时刻，蒋璞说：
“决赛阶段，有一次比赛要求选手们制作
惠灵顿牛肉，牛肉外面包裹酥皮。在取出
烤箱里的酥皮时，我不小心将整个酥皮掉
到了地上。幸好当时还剩一些制作酥皮的
边角料，我争分夺秒，赶制出了一个迷你
惠灵顿。那一场是淘汰赛，凭借这个小型
惠灵顿，我挺到了下一阶段。”

录制节目的过程中，蒋璞和众多烹饪
爱好者同台竞技、沟通交流，结识了一群
志同道合的伙伴。蒋璞表示：“参赛选手
都真心想从事餐饮行业，对美食怀有热
情。目前，大部分选手留在了餐饮业。我

们保持着联系，互相介绍员工、供应
商，共同组织大型餐饮活动。”

2016年，蒋璞用葡萄牙语写了一本介
绍中国家常菜的书，名为《蒋的食谱与人
生》。书中介绍的多是简单、易上手的中
国菜，不少读者按照指南顺利做出他们的
第一道中国菜品。蒋璞说：“当时，巴西
的食谱以及和厨艺相关的书籍里，大多没
有关于中国菜的内容，所以我有了出书的
念头。这本书是一本中餐启蒙书，用一份
午餐的价钱就能买到，有一定受众。”

中华料理 赢得青睐

比赛结束后，蒋璞于 2017 年创办了
属于自己的中餐厅。餐厅以“Chi”为
名，来源于汉字“吃”的拼音。餐厅营业
6个月，就被巴西杂志 《看见》 评选为圣
保罗最佳中餐厅第3名。在2018年第80届
巴西最佳美食杰出奖评选中，“Chi”获评
年度最佳餐吧奖，蒋璞作为主厨获得了最
具人气主厨奖。

对此，蒋璞表示：“巴西年轻人对东
方文化的接受程度很高，而我创办餐厅的
初衷就是想打破外国对于中餐的刻板印
象。在国外，大多数时候中餐与廉价挂
钩。很多巴西客人到餐厅来，还没看菜
单，就说要一份炒面。为了更好地推广中
国美食，锅贴、炸酱面、川椒烤布蕾、麻
辣火锅等众多菜品，我都做了改良。餐厅
采用开放厨房，让客人看得见菜品制作全

过程，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美食奥秘。”
遗 憾 的 是 ， 因 为 运 营 成 本 原 因 ，

“Chi”于 2019 年关门歇业。如今，蒋璞
就职于巴西的一家中餐连锁餐厅，担任顾
问，负责改良菜单、推出新品。

“很棒的食谱。”“我想，我成功做出
来了。”“和家人一起做的这道菜，太好吃
了。”这是很多粉丝的留言。最近，蒋璞
与圣保罗“汉语桥”俱乐部、中巴社会文
化研究中心合作，在社交媒体上定期推出
中国美食教学短视频，与22.7万名粉丝分
享如何用巴西本土食材做出中国风味。五
仁月饼、番茄炒蛋、豆腐慕斯等众多特色
菜品赢得好评。

蒋璞有两个女儿，目前均就读于中葡
双语幼儿园。“中国文化有自身独特的魅
力和思维方式，让孩子将中华文化传承下
去很有必要。”蒋璞说，“明年孩子升小
学，我计划每周拿出半天时间，让她们学
习中文。此外，每逢中国传统佳节，我都
会带她们制作、品尝传统美食，体验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化。”

今年是华人移民巴西 210周年。在巴
西生活 20余年的蒋璞感慨：“身边的华侨
华人都积极努力地营造一个正面的中国形
象，介绍中国的发展现状。为庆祝华人移
民巴西 210周年，圣保罗当地举行了很多
庆祝活动，华侨华人与巴西民众参与其
中，共同感悟中华文化的精髓。我想，我
孩子这一代，将会有更多的华侨华人融入
巴西社会。”

近日，由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支持、马来西亚—中国文化
艺术协会主办的2022年第二届国际武术视频大赛落下帷幕。本届
大赛以“文化传承，武动世界”为主题，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中华
武术爱好者踊跃参与，他们用视频弘扬武术，讲述自己的故事。

网络构筑新平台

“本次比赛有超过200个团体和个人报名参与，覆盖全球70个
城市，年龄介于6岁至57岁之间，公众点击量超过了200万。”本
届国际武术文化视频大赛工委会主席、马来西亚华人黄金水颇为
自豪地介绍。相较于 2020 年举办的第一届国际武术文化视频大
赛，本届新增个人赛，并设立人气奖，通过公众投票吸引了更多
人的目光。谈到初衷，黄金水说：“武术源自中国，属于世界，非
常值得发扬传承。我们意识到视频是最佳的宣传途径，既节省成
本，又可以传播得更广。”

退役运动员、马来西亚华侨李辉认为，以视频方式推广武
术，能够更好地探索中华武术的精神世界：“我花了半年的时间去
备战吉隆坡的武术比赛，结果因为疫情一切都停止了。那段时间
我停止训练3个月，去不了练功场，只能在家里待着。于是我开始
思考武者修炼的内心境界，探索网络之于武术的机缘。正好通过
脸书了解到这个比赛，于是就报名参与了，投稿的视频内容也是
关于武术的精神世界。”

连续获得两次季军的马来西亚华侨马运康，也借视频大赛宣
传他心目中的武术文化：“武术不是短时间形成的，必须要经过历
史的沉淀。我认为，学习武术，一定要了解它的历史。长刀是中
国历史上传承相对完整的一种武术器械，我在视频中以明代为背
景，身着汉服、舞动长刀，不仅贴合历史，还宣传了汉服文化，
这是普通的武术比赛很难做到的。”

中华武术代代传

在黄金水看来，推广武术要从小孩子开始：“本届视频大赛我
们特别设立了少年组，有60个小孩子来报名，虽然他们的表演不
比成人精彩，但可见武术已经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只要推广下
去就会有更多孩子重视武术、爱上中华武术文化。”

“我是在读本地华侨幼儿园时接触到武术的，当时我一下子就
爱上了它，并坚持习武至今。”14 岁的马来西亚华人少年骆俊宏
说，“一段时间后，我就开始跟着本地武术学院的师兄师姐们一起
练习。上一届视频大赛我们学院进行了团体演出，本届大赛就是

个人报名了。”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华人众多，武馆林立。黄

金水介绍：“近年来当地很推崇武术，武术已经被列入全国运动会
的比赛项目中，受到教育部和体育部的重视。很多学校开设武术
班作为课外活动，武术教练目前有些供不应求了。”

“因为马来西亚没有人去做少林武术的推广，所以大约6年前
我们就通过‘武术进校园’的方式，在当地的一些中学和华人学
校推广。”少林禅武馆的华侨孟典民认为，自己作为武者应当有传
承武术文化的责任，“我的孩子现在两岁，就已经开始跟着她的师
兄师姐一起训练了。未来我也会让她继续学习武术、推广武术。”

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华人少年杜浚赫今年14岁，已经是吉隆坡
武术队的武术运动员。因为自小喜欢舞狮，6岁便为扎实舞狮步伐
基础开始学习武术。他介绍，他周围第二代、第三代华裔同学对
于中华武术比较了解，而其他民族的同学则接触不多。“不过马来
西亚的各族人民大多知道中华武术。”他说，“如果我们有公开的
商业表演，就能让更多当地民众认识中华武术。”

友谊桥梁心连心

虽然比起线下比赛少了几分激情，但李辉仍很推崇视频比
赛：“通过视频这种方式，可以让全球的武术爱好者都参与进来。
我已经参与了两届视频大赛，很有收获。在此过程中，我认识了
世界各地的朋友，还和一个德国的武术爱好者成为了非常好的朋
友，我们虽然远隔万里，但是经常交流一些武术心得。”

“武术也是艺术，我们团将舞蹈表演融入武术，成为颇具特色
的表演艺术团体。”在李劲松武艺团团长、马来西亚华人李劲松看
来，以视频的方式进行比赛虽然少了临场感，无法感受到现场观
众的掌声和欢呼，但是可以展现不同的地域特色。

“我们这个作品反映了许多当地的文化特色，比方说，我们去
罗浮州的皇宫拍摄影片的其中一个场景。影片中还有新建的体育
场以及许多都市景观，都很能反映出我们罗浮州现代化进程中的
都市发展。”李劲松说。

“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开设了训练场所，”孟典民介绍，“很多友
族来参加我们的武术活动，比如印度的朋友、马来族的朋友等。
我认为我们的推广还是有效果的，学员们都非常热情。”视频中，
印度籍的学生完整地演示了一套刀法，清劲刚健。

“我们希望未来视频大赛能够成为一项定期赛事，成为本地区
的文化品牌。”黄金水表示，视频大赛没有门槛，人人都可以参
与，这能为每个学习、向往中华武术文化的爱好者提供展示的平
台，让更多人感受中华武术的魅力。

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大赛在马举行

近日，由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承办的“文化中国·第
八届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大赛”在当地举行。

本届文化大赛预选赛分为中华文化知识竞赛及才艺
展示两个部分。知识竞赛内容以“三常知识”即《中国
地理常识》《中国文化常识》 和 《中国历史常识》 为主
要考查点；才艺展示则设有演讲、舞蹈、声乐和器乐等
四个单项，参赛内容需包含中华文化元素。文化大赛面
向 12至 22周岁、热爱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有一定学
习基础或有一定才艺表演能力的青少年。

马来西亚留学同学会指出，此项赛事旨在提高青
少年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的兴趣，是留华同学会的品
牌活动之一。

法中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主席获奖

近日，法中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主席佟爱明获颁法国
艺术科学文化学会荣誉奖章。

法国艺术科学文化学会将维赫梅耶铬金奖章和证
书颁给佟爱明，以表彰她致力于推动文化发展、促进
法中民间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贡献。佟爱明与法国艺术
科学文化学会主席进行了交谈，希望学会的知名人士
促进两国文化交流。

据悉，佟爱明积极组织举办了“我爱北京冬奥”
国际儿童绘画展，积极推广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利用
一切机会向法国文化、艺术、科学等社会各界人士介
绍中国各地的自然风光、美食小吃特产，同时也将法
国的文化风土人情等介绍推广到中国，为法中两地的
民间往来作出了贡献。 （均据中国侨网）

纽约曼哈顿华埠宰也街“换新装”

近日，美国纽约市交通局展开地面艺术壁画更新，
让宰也街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更多游客。

华埠商业改进区运行总监陈作舟表示，此次的彩绘
项目由市交通局主导，与每年夏天的大型公共艺术壁画
不同，由于宰也街与披露街此前重新铺路，为恢复该路
段的活泼样貌，交通局以各种色块重新彩绘，明年再邀
请艺术家绘制壁画。

虽然在地面彩绘期间，商家户外用餐及街道设施都
需暂时撤离，但附近商家仍相当支持该项目。武昌好味
道老板娘表示，不少游客造访华埠时，都会到宰也街和
披露街拍照、吃美食，这已成为“传统”。虽然彩绘地
面时多少会影响生意，但项目完成后，对附近商家、整
个社区都有正面影响，他们非常支持。 （据中新网）

日本琉球福州十邑同乡会捐赠善款

近日，日本一般社团法人琉球福州十邑同乡会 （以
下简称“同乡会”） 向日本冲绳县的公益机构“蜜蜂之
家”转交慈善募捐款，该款项将由公益机构用于帮助当
地贫困儿童家庭、单亲家庭以及受工作过度影响家庭。

转交慈善募捐款仪式在冲绳县举行。同乡会会长杨
明慧与会员代表一行3人向“蜜蜂之家”负责人阿嘉里
映转交了款项。

据了解，慈善募捐款是在由同乡会承办的纪念中日
邦交正常化 50周年、福建与冲绳缔结友好关系 25周年
慈善募捐系列活动中筹集的。 （据东南网）

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风景名胜区即将进入最美时刻。图为10月24日，霜降
过后，秋意渐浓，俯瞰莫干山，竹浪阵阵，金钱松和梧桐树点缀其间，层林尽
染，蓝天白云下，金黄、橘红等色彩斑斓绚丽。

蔡 俊摄 （人民图片）

她在巴西推广中国美食
杨 宁 李汶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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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5年，巴西版
真人秀节目《我要做
厨神》上出现了一个
中国面孔。她过五关
斩六将，用一道啤酒
鸭闯过淘汰赛，最终
获得第 3 名，成为圣
保罗当地乃至全巴西
小 有 名 气 的 中 华 厨
师。她就是巴西华人
蒋璞，现已在圣保罗
生活21 年。

中华武术走进马来西亚家庭
睿 加 于邦坤

中华武术走进马来西亚家庭
睿 加 于邦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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