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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副
主任、研究员邢菁华的新书《风月同
天：华侨华人行动者网络》出版发行。
该书选取了巴西、澳大利亚、法国、
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加拿大、日
本、新加坡、俄罗斯、南非、博茨瓦
纳12个国家的受访者作为田野调研对
象，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通过人类
学视角展现分析了海外侨胞在新冠肺
炎疫情中的慈善行为、文化认同、反
歧视抗争与商业转型等行动。

线上调研新尝试

2020年3月至6月，清华大学华商
研究中心、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联合
主办“海外华商谈抗疫”在线观察系列
活动，相继举办了西班牙、美国、德
国、加拿大、意大利、非洲、东南
亚、法国、俄罗斯、日本、巴西、澳
大利亚12个专场，连线世界各地著名
侨领、华商及学者分享疫情期间见闻和
感受，引发五大洲十余国的华侨华人、
留学生群体和业内人士热切关注。

作为该活动的策划人和主持人，
邢菁华对疫情中华侨华人扮演的社
会角色、发挥的作用、所受的影响
以及他们如何应对疫情等问题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活动举办后，她与
多国华侨社团保持密切联系，进行
跟踪采访，并加入海外华侨华人组

建的微信救助群进行考察，结合中
外媒体对相关事件的跟踪报道，展
开相关课题研究。

为了更完整地理解跨国抗疫网络
的复杂性和实践创新性，邢菁华通过
民族志与科学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视
角，分析海外华侨华人在疫情中的慈
善行动、反歧视抗争和商业活动 3 个
层面内部要素之间的利益相关性与互
动关系。透过华侨华人抗疫实践的情
境分析，一幅民族历史记忆的新图景
悄然形成。

历史记忆新图景

针对疫情以来美国仇视亚裔的暴
力犯罪行为，亚裔维权大联盟发起人
陈善庄组织上万人参加的亚裔反歧视
游行，对亚裔歧视和仇恨犯罪勇敢说

“不”，促使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
“新冠仇恨犯罪法案”；法国年轻华裔制
作反歧视纪录片；博茨瓦纳环球广域
传媒集团总裁南庚戌在疫情期间坚持
帮助博茨瓦纳发展农业种植，解决当
地粮食短缺问题；南非华人警民合作
中心主任李新铸为疫情下南非侨胞的
平安保驾护航……经过近两年的调
研，邢菁华采访了多位不同国家的华
裔企业家和传媒人，积累了大量鲜活
素材。

“疫情期间，海外华侨华人有太多

抗疫故事令人感佩，引人思考。海外
华侨华人在住在国与祖（籍）国积极践
行社会责任，成为全球抗疫合作的一个
生动写照。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独特的
群体，也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动力所在。”
邢菁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研究凸显新意义

海外华侨华人的行为对抗疫起到
了哪些关键性的作用？抗疫合作是如
何组织与分工的？在抗疫过程中遇到
哪些阻碍，又是如何突围的？他们个
人或家庭因为这次疫情受到哪些影
响？华商和所经营的企业在逆境中如
何抉择，又如何创新？哪些类型的企
业在这次疫情中得到突围？这些都是

《风月同天》研究和关注的重点。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海外华侨华人

彼此协作、救助、文化融合、社会认
同、商业经营的一次全方位考验。华
侨华人用实际行动架起了抗疫的桥
梁，一些侨团组织和民间力量加入其
中，形成了民间自发且全球性的跨越
国界的支援行动，研究这些行动在学
术层面具有创新意义。”邢菁华说，
“ 《风月同天》 关注、剖析疫情之中
的海外侨胞和华人社会，可以帮助读
者更加全面、系统和科学地理解跨国
群体的抗疫实践价值。这是本书的写
作意义所在。”

汉服承载思乡情

“汉服作为中华传统服饰，承载
了海外游子的思乡情，成为我们融入
温哥华社会的敲门砖，在各族裔中展
现出独特的中华文化魅力。”温哥华汉
服学社社长刘柯妤介绍。

加拿大温哥华汉服学社成立于
2010年，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认
证的非营利公益组织，在不列颠哥伦
比亚大学和西蒙菲莎大学设有分社。
如今，学社社群成员近千人，以华侨
华人和留学生为主。

2019年中秋节，温哥华汉服学社
与温哥华公共图书馆联合举办游园会
活动，200 余名汉文化爱好者共度佳
节。在甲骨文猜字活动桌前，外国朋
友们驻足尝试，兴趣十足。

刘柯妤说：“外国人普遍认为中文
学习难度大。我们希望，甲骨文的象
形特征能帮助大家建立起与汉字的联
系。活动中，一名外国高中生猜对了
所有甲骨文的意义，激起了他日后学
习中文的兴趣。还有一对外国父子先
后体验了试穿汉服、叠纸玉兔、写书
法、绘团扇、制作灯笼等活动，全程
兴致很高。看见大家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我们也很有成就感。”

当汉服遇上民乐，视觉和听觉便
收获了双重享受。2021年 2月，温哥
华汉服学社举办“上新了民乐”线上
音乐会活动，中国民族乐器演绎新潮
音乐。

刘柯妤表示：“学社里时常有成员
寻找在温哥华的中国民乐老师，我便
萌生了办一场音乐会的想法，向大家
介绍一群技艺精湛的中国民乐人。我
们给所有认识的中国民乐机构、社团
和个人都发出了邀请，还联系了很多
国内的民乐老师，第一任社长李美淇
也介绍了很多学习音乐的师兄师姐来
帮忙。他们不求报酬，呈现了一场视
听盛宴。”

守护推广汉服文化

在温哥华唐人街的入口处，坐落
着一座明朝样式的中国传统庭园——
温哥华中山公园。亭台楼阁、岁寒三
友、水池小溪，无不体现出中式古典
园林的韵味。

“身处异乡还能观赏到如此美
景，这是种奇妙的体验。每次参观温
哥华中山公园，我都会想，如果有一
天，温哥华中山公园能够邀请我们在
园林里开展汉服活动，一定别有一番
风味。”刘柯妤感叹。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今年 8 月，
温哥华汉服学社在中山公园举办了

“长物与闲情：明代园林中的日常”汉
服游园会，500 余名游客穿越时空，
共享中华文化的闲情雅致。

“我们希望大家通过此次汉服活
动，了解苏州园林的故事，体验中国
古代文人在园林中的日常生活，感受
古人寄情山水的典雅情怀。”刘柯妤介
绍，“学社成员穿明制汉服在特定区域

扮演少爷、小姐、丫鬟等角色，一旁
的志愿者介绍他们所着服装的特点及
日常活动内容。书法、熏香、古琴、
投壶则让游客们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
文化。”

在加拿大多伦多，中国留学生刘
璟慧参与了当地汉服爱好者组织的活
动。她说：“活动当天体感温度高达40
摄氏度，但大家都身穿明制马面裙，
向路人展示马面裙实物。汉服是我们
向世界展示自己身份的象征，很多华
侨华人和留学生都自发参与到此次活
动中来，守护中国传统文化。”

汉服融入现代生活

今年 10 月，温哥华汉服学社将
明代婚礼场景复现于温哥华中山公
园，三书六礼，跨越时空，营造出鸾
凤和鸣的喜庆氛围。刘柯妤说：“中式
婚礼凝结了中国人对自然的尊重、对
礼仪的严谨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通过复原明代婚礼场景，我们向游客
介绍了明代汉族传统婚礼服饰、妆容
造型以及婚礼程序文书的基本式样。”

有一位华裔奶奶只赶上了半场婚
礼展示，在结束时向工作人员询问下
一场演出的时间。她说：“来这之前，
我看了一篇关于‘全世界 100 个一定
要去的地方’的文章，温哥华中山公
园就是温哥华的代表。观看了这场活
动之后，我明白了。”

活动过程中，几位华裔奶奶踮着
脚看主殿里拜堂的新人，脸上洋溢着

欣喜的笑容。她们说：“在海外能看
到这样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动，我
们感到十分温暖。”

加拿大华人王忆琪从事服装设计
行业 6年时间，立志将中国传统服饰
文化融入当代时尚潮流，开创一条永
不过时的传统文化发展之路。2020
年，她将自己的第二个高级定制系列
带到纽约时装周，以中国传统民俗文
化为背景，用亲子装的形式表现中国
民俗文化。

王忆琪说：“我的每一件服装作品
都融入了中国文化。节日庆典上的舞
狮被缝制在大衣背后，孩子的帽子上
绣着象征吉祥的布老虎，锦鲤、燕
子、鸳鸯等中国民俗文化中出现的动
物图案被绣在衣领。作为一名在海外
生活的华人，家人给予了我最大的支
持。姥姥看见我的作品出现在国外知
名秀场，备感骄傲和幸福。如今，女儿
穿上我亲自设计的亲子装，象征着汉
服文化在我们家得到传承。”

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身
穿汉服参加毕业典礼、生日聚会。对
于刘璟慧而言，汉服已经成为她日常
穿搭的一部分。

“今年，我穿汉服参加毕业典礼。
工作人员表示，真可惜，要用学士服
罩住如此精美的汉服。日常生活中，
当我穿汉服出行时，来往的路人也不
时投来羡艳的目光。我很高兴也很骄
傲。如今，越来越多的华人，无论男
女老少，经常穿着汉服走上街头，尽
情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刘璟
慧说。

澳大利亚归侨、桂林坤鹤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羽潇是第八届中国侨
界贡献奖二等奖获得者、广西壮族自治
区三八红旗手。她创立的公司致力于用
生动活泼的形式打造正能量原创公益动
画，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勇敢追梦

从事动画制作相关工作一直是王羽
潇的梦想。本科毕业后，受专业限制，
王羽潇并没能立马从事动画制作相关的
工作。工作两年后，在得知北京一家公
司开设动画培训班时，王羽潇辞掉当时
的工作，前往北京参加动画培训。“当
时，我的作品在‘闪客帝国’上获奖了，
我特别高兴。”王羽潇说。

培训结束后，王羽潇获得了一家知
名漫画公司的面试机会，但面试环节她
却傻眼了。动画公司要求面试者在3天内
做出人物跑动状态的动画，这对刚接触
动画制作的王羽潇来说实属不易。回想
起这次面试，她颇为感慨地说：“为了做
完这个动画，我几乎三天没怎么休息。”
但即使已经拼尽全力，王羽潇依然没有
完成面试作品。

本以为无缘这份工作的王羽潇，却
收到了动画公司再次面试的通知。和面
试官见面后，王羽潇向他们表达了自己
想要成为动画师的渴望。也许是被王羽
潇对动画行业的热情打动了，面试官决
定再给她一次机会。有了之前3天的动画
制作经验，王羽潇成功完成面试作品，
如愿入职动画公司。

寻找灵感

在高手如云的公司里，王羽潇备感
压力。“同事们专业能力都很出众，跟他
们比起来，我就是个外行。”王羽潇下定
决心努力学习，每到休息时间，她总会
倾听前辈们对动画节奏感的评价，学习
动画配色和制作技巧。同事下班后，她
也会独自加班到深夜。

王羽潇的努力没有白费，几个月后，她脱颖而出。“公司给我
们设定了绩效要求，当时只有两个人超额完成了，一位是经验丰
富的老师傅，另一个人就是我。”她说。

尽管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但为了在动画制作行业走得更
远，王羽潇远赴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学习动画制作。
2011年底，王羽潇归国在桂林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创业初期，我们没有创作思路，也接不到项目。周末，我们就去
田野里种菜，体验生活，寻找灵感。”王羽潇回忆。几个月后，王羽
潇和其他合伙人构思出“可可小爱”的形象，公司逐步走上正轨。
此后，她参加了央视全球公益广告征集大赛，获得了优胜奖。

热心公益

参与商业培训、广泛阅读书籍、结识企业家朋友，王羽潇渐
渐补齐自己的短板，创造了一个个“高光时刻”。2020年，王羽潇
获得第八届中国侨界贡献奖二等奖，受邀前往人民大会堂参与活
动。她说：“站在人民大会堂里，我感觉不可思议，我竟然能在人
民大会堂领奖。”

创业以来，王羽潇坚持公益教育类动画制作，传播中华文
化。她说：“小孩子有时无法理解我们中国文化中所强调的文明礼
仪，通过动画形式的小故事，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目前，
她的团队正在制作“可可小爱广西游记”，让更多人感受广西文化
的魅力。

“我要做像‘可可小爱’一样的乖孩子。”“这是‘可可小爱’教我
的。”“‘可可小爱’说了我们要常回家看看。”这是很多孩子在看完

“可可小爱”公益动画后的反应。
“我的朋友在动车上遇到了一对母子，妈妈让孩子先洗手再吃

东西，但孩子很固执，不愿意去。这时候，妈妈就用‘可可小爱’
的故事来引导孩子先洗手后吃饭，孩子听完就乖乖地去洗手了。”
王羽潇说。

精美汉服扮靓温哥华
杨 宁 李汶洁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
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传承华
夏礼仪文化，推崇周礼、象
天法地，形成了独具民族特
色的礼仪衣冠体系。

如今，汉服以其博大精
深的文化魅力，让海内外越
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中华传统
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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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1 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
海市合浦县常乐镇平洋村七方农民专
业合作社沃柑产业示范点，果农正忙着
把沃柑装车，准备销往各地水果市场。

林启波摄 （人民视觉）

沃柑熟了
果农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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