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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结多元文化

在荷兰鹿特丹市中心唐人街，行人来
往如织。“唐人街游”展览期间，“显化乐
园”展区的 3 张圆桌型户外艺术装置就放
置在街边，吸引行人驻足——一张圆桌邀
请观众在世界地图上勾画各种香料的“旅
行轨迹”，体验式了解不同国家的香料如
何在全球流动；一张圆桌呈现相同食材在
中西餐饮中的不同做法，以菜肴形式直观
展现中西饮食文化的不同与相通之处；一
张圆桌展示多国香料，邀请观众挑选并带
走自己喜欢的香料，并写下一段自己与香
料的故事。

“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认识中国是
从中餐开始的。花椒、八角、香叶、干辣
椒等中餐常用香料，能勾起观众对‘中国
味道’的记忆。展览选用数十种全球多地
的独特香料，展现不同国家美食风味随移
民迁徙而传播、融合的过程。”展览策展人、
小葱工作室联合创始人朱晓舟说。

在“唐人街游”展览上，还有许多类
似的互动装置。在“刻板印象之墙”艺术
装置前，整墙悬挂的深绿色卡片上写着荷
兰人与华侨华人对彼此的传统刻板印象，
观众可以取下卡片，在刻板印象描述的背
后写上自己经历的打破刻板印象的故事，
再将写着故事的白色一面挂回展示墙。通
过观众的参与，墙面逐渐翻转，写着刻板
印象的深绿色面，被写着打破刻板印象故
事的白色面替换，观众能亲眼看到、亲身
体会刻板印象被打破的过程。

“‘刻板印象之墙’在展览现场吸引
了许多观众，这让我们非常惊喜。”展览
策展人、“荷你成长”团队负责人黄予说
起了让她印象深刻的互动故事，“有个荷
兰年轻女生对这个装置非常痴迷，不停地
在卡片上写下自己的经历。还有观众在卡
片上留言互动——有张卡片的刻板印象写
的是‘荷兰人都很高’，卡片背面有人留
言‘来自一个 1.79 米的中国女孩’，后面
又有人留言‘来自一个 1.58 米的荷兰女
孩’，这种互动特别可爱。”

“‘连结’是我们‘唐人街游’展览的关
键词。我们希望此次展览能帮助华人群体
与唐人街加深连结，同时也让参与展览的
观众感受到多元文化彼此连结的氛围。”

“唐人街游”文化体验展主理人徐子淇说。

寻找文化认同

“5 英尺 7 英寸 （约 170 厘米），黄种
人，黑眼睛。”在“唐人街游”展览上，

“华三代”徐大为带来一张他祖父的老旧
身份证明。徐大为的祖父是最早来到鹿特
丹唐人街的华人海员之一，这张由荷兰政
府颁发的身份证明勾勒出他祖父首次抵达
荷兰时的样貌。

徐大为从 18 岁开始研究华人移民历
史，整理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家族照
片、家族成员使用过的生活用品以及华人
文化相关文献等。在“唐人街游”展览
上，他带来许多自己收藏的华人历史物
件，并在现场为感兴趣的观众热情讲解。

“‘唐人街游’展览吸引了许多唐人
街相关的华侨华人参与。活动筹备期间，
唐人街上的华人商家积极帮助我们接洽荷
兰当地相关政府部门和社区工作人员，提
供了许多切实帮助。”徐子淇说，像徐大
为这样的华人后代，从小浸润在荷兰当地
文化环境中，同时也受到华人家庭独有的
文化熏染。他们热衷于从中华文化、华人
移 民 历 史 中 汲 取 精 神 养 分 ， 寻 找 文 化
认同。

“唐人街游”展览筹备组成员、“荷你
成长”团队成员岳天舒在筹备展览的过程
中感受到了年轻一代华人群体的凝聚力。

“活动当天，我人生第一次开 6 米长的货

车，和志愿者一起在鹿特丹市中心车水马
龙的街区搬运展览装置。虽然交通很繁
忙、装置很沉、搬运工作很辛苦，但是所
有参与的志愿者都非常有干劲，这种齐心
协力做事的状态，让我感受到了同胞之间
的温暖和团结。”

作为旅居荷兰14年的华侨，朱晓舟也
深有同感。“这次‘唐人街游’展览让荷
兰不同城市的华侨华人、留学生在鹿特丹
相聚。有的志愿者说，参加活动之前，一
直不了解荷兰有这么多来自中国的建筑设
计师；有的志愿者在活动中第一次认识人
类学家……这个活动让在荷兰的华人群体
跨越地区、职业、年龄圈层，认识彼此，
交流协作，这也是对华人群体交流方式和
海外华人社群营造模式的一种新探索。

展现鲜活形象

在“唐人街游”展览上，荷兰新生代
华人艺术家贺晶和郭翘楚用影片探索反对
种族歧视、移民文化融入的主题；9 岁随
父母移民到荷兰的胡芬妹用返乡拍摄的12
组照片，展现故乡浙江省温州市玉壶村的
侨乡风貌；“荷你成长”团队将心理学量表
转换成“文化地图”装置，展现不同国家移
民处事风格和文化感受的差异性和共同
点；“茶集场和”团队把乒乓球运动改造成
互动装置，让观众在游戏中感受不同群体
之间轻松“合拍”的快乐……丰富多样的

艺术装置、富有创意的互动设计、让人耳
目一新的展览效果，表达着年轻一代旅荷
华侨华人和留学生对文化交流的思考。

“鹿特丹唐人街是荷兰华人传统聚居
地之一，如今是多国移民混居的社区，既
保留着中华文化印记，也带有多元文化交
融的情境。在这个独特的文化空间中，我
们希望通过‘唐人街游’展览连结华人群
体、其他国家移民和当地民众，促进华人
群体内部不同代际、社群间的交流，也促
进华人群体与当地社区的融合。”徐子
淇说。

在“文化地图”装置前，岳天舒遇到
一对来自非洲国家佛得角的母女。当她们
在“文化地图”上贴上代表自己国家的标
志时，满脸的喜悦让岳天舒很受感染。

“‘文化地图’装置邀请观众用代表自
己国家的标志回答各种问题，直观地展现
不同国家移民处事风格的差异和相通。尽
管佛得角是一个国土面积很小的国家，但
也是构成‘文化地图’的一份子。这对母女
觉得，在这个游戏中，她们直观地感受到什
么是多元文化平等。”岳天舒说，“这次活
动为华人群体举办文化类活动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思路——华侨华人群体在海外传播
中华文化，可以结合其他国家的文化因
素，邀请更多当地民众和各国移民参与进
来，大家发表观点，交流思想，这种跨文
化交流的体验能让海外朋友感受到中国人
的友好，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包容和开放，
展现更加鲜活立体的中国形象。”

告别福建省漳州市已
有一段时间了，旅美扬琴
演奏家田超依然念念不忘

“趣淘”漳州文化艺术周活
动。近日，美国知名艺术家
代表团赴漳州市开展为期5
天的“趣淘”漳州文化艺术
周活动，田超随团同行。

“ 此 次 音 乐 和 文 化 之
旅，展示了中西文化大融
合。”谈起此次漳州行，田
超用“机缘”来形容，“这是
一次难得的机会，让东西
方文化在漳州进行对话。”

作为这次活动的推动
者之一，田超表示，这种文
化交流活动能够促进不同
地区人民友好交流，希望这
样的活动能够多多开展，以
民间交往增进中外友谊。

田超出生于北京，是
2010 年毕业的中国音乐学
院扬琴硕士研究生，后任
教于北京语言大学，参与
艺术教育与传统艺术推广
工作，曾是中国红极一时
的 “ 女 子 十 二 乐 坊 ” 成
员，现为华盛顿音乐家协
会理事、美国欧洲艺术学
院世界音乐系讲师。

身 为 音 乐 人 、 教 育
者，田超立志成为中国音
乐的传播者。她说，在求
学时期，她与校友共同创
建室内乐团，以传承与推
广中国传统音乐为目标，
活跃在国内外舞台上。

2015年移居美国后，田
超入选美国马里兰斯特拉
斯莫尔艺术中心的驻院艺
术家项目，成为该项目十余
年来的首位华人音乐家。

“在这个项目的系统培
养下，我与不同乐种领域
的杰出音乐家开展了创造
性合作，成功举办多场个
人独奏音乐会及中国音乐讲座。”田超说。

2017年，田超与美国打击乐演奏家汤姆·
蒂思利创建“东·西”音乐组合，用东西方两
种乐器上演跨时空与文化的音乐对话。两年
后，这个音乐组合获得华盛顿音乐大奖的最
佳世界音乐艺术家/组合奖项，并获海伦海兹
戏剧大奖最佳声音设计提名。

此次漳州行，汤姆·蒂思利和田超一起参
加“趣淘”漳州文化艺术周活动，参观世界
文化遗产“福建土楼”，体验铜锣等中国传统
乐器，与当地民间艺术家即兴演奏……他用

“满是新鲜和惊喜”形容此行。
走进漳州古城西广场参访时，他们偶遇

民间芗剧表演，看到扬琴、棒子、壳仔弦、
大广弦、月琴、二胡等演奏乐器，马上来了
兴致。田超拿起扬琴琴竹，汤姆·蒂思利坐到
棒子前……没有彩排，即兴发挥，一场临时

“组团”的芗剧合奏随即上演。“配合得太默契
了！”“真正体会到了艺术交流无国界……”观
众连连称赞，现场响起阵阵掌声。

在“百姓大舞台”上，田超和汤姆·蒂思
利现场谱曲，创作 《闽南》 赠予漳州。“音
乐、舞蹈跨越语言隔阂，架起两国人民沟通
的桥梁。”汤姆·蒂思利称，中国传统器乐也
将用于他未来的音乐创作中，他想让世界

“听见”中国传统音乐之美。
田超也表示，希望将扬琴音乐作为桥

梁，帮助中美两国民众更多地了解彼此的传
统音乐。

今秋开始，田超将进入波士顿大学攻读民
族音乐学哲学博士，继续她的音乐旅程。“期
待通过传承中国传统音乐，激发海外华侨华
人群体特别是年轻一代华裔对民族音乐的认
同感与自豪感。”她说。 （来源：中新社）

促进多元文化交流，荷兰有群年轻人
本报记者 高 乔

在荷兰鹿特丹唐人街，华人群体经
历了哪些历史变迁？来自不同国家和文
化背景的移民处事风格有哪些相同点和
不同点？来自中国的香料味道，给海外
食客带来哪些回忆？在荷兰鹿特丹市中
心的唐人街，一场“Next Stop, China-
town 唐人街游”文化体验展览，用一系
列富有趣味性和互动性的展品和艺术装
置，与观众共同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这场近日由旅荷华侨华人和留学生
组织的文化体验活动，吸引了荷兰当地民
众和多国移民共同参与，也展示着新一代
旅荷华侨华人对文化交流的思考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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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观众
在“唐人街游”
装 置 上 记 录 自
己 和 香 料 有 关
的故事。

王 野摄

右图：“唐
人街游”展览上，
小葱工作室联合
创始人张洋（左
三）向观众介绍

“显化乐园”部
分圆桌装置。

王 野摄

海南省海口市海口湾近日风光美如
画。楼宇、世纪大桥与海湾相映成趣。

杨 鹤摄 （人民视觉）
海湾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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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届东盟华商会近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来自
泰国、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的700余名侨商侨领
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会。

第 19届东盟华商会由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和云
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侨心同筑梦 共聚彩云南”
为主题，致力于推动海外华商持续深入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务实合作，积极引导海内外华侨华人聚焦云南资
源禀赋优势，促进云南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南亚、东南亚
地区间的友好往来，为云南高质量发展贡献侨界力量。

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万妍娟介绍，第 19届
东盟华商会创新采取“1+N”模式进行。其中，“1”指
一场主题活动，包括开幕式、云南招商引资推介会和3场

平行论坛；“N”指在全年开展“华商走进云南”考察活
动，先后组织上百名侨商分别前往保山、红河、迪庆等
地开展精准投资考察，推动数字科技、新能源、绿色食
品等多个领域、多个项目洽谈合作。此外，本届东盟华
商会积极探索搭建“云上华商会”平台，首次推出客商
小程序，融合产业信息发布、走进云南、项目对接等功
能，建设数字化、常态化的投资促进平台。

据悉，东盟华商会作为帮助海内外侨胞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共创美好发展前景的
桥梁与纽带，至今已成功举办18届，先后吸引6000余名
华商参会，成功引进一批世界500强华商企业进入云南投
资发展。

侨 情 乡 讯

2023 年“侨创八桂·走进来宾”投资推介活动近日在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举行，50余名侨商代表出席，来自
新加坡、日本、泰国、波兰等国的侨商侨领参与线上直播。

广西壮族自治区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陈洁英在推介
会上表示，广西是中国重点侨乡，广西各级侨联组织引
导广大华侨华人把广西推向世界正当其时，大有可为。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搭平台汇侨智，建机制聚侨力，促项
目谋发展，不断提升来宾市的知名度和对外开放水平。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委副书记吴晓丽在推介
会上介绍，来宾市物产资源丰富，甘蔗、水果、桑蚕、
木材等产量居全国前列，是全国最大的锰合金生产基地

和广西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希望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
侨胞认识来宾，抓住机遇，大胆投资，兴业发展。来宾将
以更开放的环境、更优惠的政策、更优质的服务，欢迎侨
商侨领和社会各界朋友到来宾考察观光、投资兴业。

据介绍，本次活动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户来宾市，
现场共签约重点项目 4 个，投资金额 23.5 亿元人民币。
活动期间，与会侨商侨领还前往三江口新区，参观考察
三江口新区仙鹤高性能纸基新材料项目、三江口节能环
保生态产业园、三江口森林工业城等，全方位、多角度了
解来宾市的营商环境、资源优势和发展规划等方面情况。

（来源：中新社）

第19届东盟华商会在昆明召开

侨商走进广西来宾寻商机侨商走进广西来宾寻商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