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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界 关 注

侨 乡 新 貌

“琴之为器也，德
在其中”。古琴作为四
艺之首，是中国礼乐文
化的典型代表之一。

如今，越来越多侨
胞投身传播古琴文化
的事业中，建起古香古
韵的琴社，让弦歌雅韵
在海外绕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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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起航

抚琴弄弦，修身养性，已经成为不少
英国人心中的雅趣。推动这种雅趣形成的
因素之一正是幽兰琴社的社长程玉。

程玉，古琴、琵琶演奏家，民族音乐学
博士，英国中乐团与伦敦幽兰琴社创始
人，5次英国国家艺术基金获得者，曾与郎
朗、谭盾和伦敦交响乐团多次合作，现任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琵琶、古琴专业研究生
导师和中国音乐系研究员。

“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是程玉从
小的梦想。1990年，程玉移居伦敦，本想在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继续深造，得到的回
复却是“学院没有中国音乐系，也没有相关
专业的导师”。

程玉既惊讶又失望，“古琴排在‘琴棋
书画’之首，应该让全世界都听到琴音！”一
粒种子，在她心中悄然萌芽。后来，经过她
的不断申请，亚非学院开设了“中国音乐”
系，程玉也留在学院任教。

可古琴出海，远非程玉想得那么简
单。阳春白雪和者寡，在英国，程玉最初甚
至找不到演出的场所。即使能够演出，观
众也寥寥。“我从没想过中国音乐在西方
竟然是这种处境。”程玉感叹。

另一方面，由于古琴音质较为清微淡
远，对场地要求很高。“西方人以节奏和声
音来评判音乐。”程玉说，“一次，我与西方
乐队进行合奏排练。结束后，乐队成员都
说古琴太过淡雅恬静，不宜于舞台演奏。
我向他们解释并配上音响后，他们才纷纷
惊叹‘原来古琴的音色这么美’。”

“其实，有些西方人十分痴迷古琴。”
程玉说，“查尔斯国王就特别喜欢古琴，来
琴社听过演奏，我们还得到了查尔斯基金
会的赞助。”

2003 年，在程玉和琴友的共同筹备
下，幽兰琴社在伦敦正式注册成立。“琴社
于7月13日创立，刚好寓意7弦13徽。”程
玉说。

琴社成立以后，程玉与亚非学院达成
共识，在学院定期举办暑期琴校和雅集，
并邀请国内外有名的琴师举办讲座并现
场演奏。茶香悠悠、琴音袅袅，讲座吸引了
一大批对古琴感兴趣的海外侨胞和外国
友人。

寓教于乐

“古琴是有生命的。”程玉说，“它既是
乐器，又超越了乐器。”每张古琴、每首琴
谱背后都有尘封的文化记忆和传奇故事。
在程玉看来，幽兰琴社要做的并不仅是将
古琴带进大众视野，更要延续和传承古琴
所蕴含的历史文化。

“一张古琴就是一个故事，一首曲子
就是一段历史。”为了让更多人对古琴产
生兴趣，在教学时，程玉并不会生硬死板
地告诉学生这首曲子该怎么弹，而是先向
他们讲述琴曲背后的故事，让他们体会琴
曲传递的情感，寓教于乐，引导学生走近
古琴、学习古琴、爱上古琴。

伯牙和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佳
话、庄周梦蝶的哲理故事、嵇康一曲千古
绝唱《广陵散》……这些或美好或悲壮的
故事常常引起外国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

趣与向往。“琴者，情也。”程玉表示，“只有
把握好琴曲想要传递的情感，才能弹出让
人共情的乐声。”

程玉还将古琴与其他中国传统文化
结合起来，如香道、茶艺、绘画，以达到“一
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效果。

2019年，琴社接受保加利亚官方邀请
策划红楼梦文化音乐会。经过一个多月的
排演，程玉携琴社众人与界内精英联合出
演，从影视文化到昆曲演绎，从国画创作
到诗词吟诵，弦歌雅韵、琴韵清心，古琴与
红楼文化的碰撞让现场观众不断叫好。

“用真心才能心贴心”。琴社用心准
备、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换来的是学员们
对古琴的欣赏和热爱。

让程玉感到惊喜的是，琴社一名外国
学员由于太痴迷古琴，将领带设计成古琴
的样子佩戴。“起初，我们都没注意到。他
就不断调整自己的领带想要引起我们的
关注。”程玉说。后来，这个富有创意和巧
思的小设计变成了琴社的标志之一。

学员们的努力让程玉倍感欣慰：“我
很感动能有这么一群支持者，也希望未来
能和他们一起把琴社建设得更好。”

创新求变

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创新”一直是
程玉铭记于心的准则。“古琴是‘活’的艺
术。”程玉说，“我们既要有传承传统的毅
力，也要有向前走的勇气。”

“古调虽自爱，今人不多弹”。程玉带
领琴社众人不断改编、创作新曲目。西方
人耳熟能详的民谣、大热的电视剧配乐、

流行音乐等都被琴社改成琴曲进行表演。
今年在特拉法加广场的庆典活动中，琴社
带来了《卧龙吟》的演奏，好评如潮。“每个
时代都应有自己的曲目，我们要给古琴留
下21世纪的印记。”程玉说。

程玉还大胆探索古琴和其他乐器的
碰撞和融合。2018 年，她与台湾钢琴家张
安婷合奏《琴钟和鸣》，尝试将古琴与钢琴
结合，颇受好评。她还连续数年与“C欧乐
色”乐队合作，古琴与电子音乐相碰撞，带
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听觉盛宴，为“曲高
和寡”的古琴开拓一方新天地。

在推广古琴文化的过程中，程玉面临
一个难题：家长们往往不希望孩子花费过
多时间在小众文化上。“如果有个考级制
度，能让主流社会都认可，也许能打消家
长的顾虑。”程玉开始着手筹备这件事情。
她和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以及亚非学院
进行了长达5年的沟通协商，最终实现了

“考级制度”的落地。在今年8月伦敦首届
国际中国音乐节上，将首次举办“音乐分
级考试与比赛”。

“通过考级，不仅能让学生清晰地了
解自己的水平，也会激励大家不断深造。”
程玉介绍，“在两个权威机构的助力下，未
来，考级证书还可以算作学生的学分，也
可以以此为由申请奖学金，有助于中国音
乐的推广。”

“酒香也怕巷子深。想要将琴音传遍
各地，媒体的力量必不可少。”如今，琴社
已逐步建立起脸书、推特、油管、B站等组
成的传播矩阵。“下一步，我们打算在小红
书注册账号。”程玉说，“我会继续向前走，
不断推动古琴的海外传承，让更多人听到
古琴之音。”

心之所向

董晓奥是新加坡竹脚妇幼医院的一名年轻医生。从
学习到工作，她努力缓解他人的痛苦，充实自己的人生。

董晓奥初中毕业独自前往新加坡继续学业。当地学
生都较早选定了职业方向，这让初来乍到的董晓奥感到
了不小的压力。

到新加坡的第一个暑假，她前往尼泊尔加德满都特
蕾莎修女之家做义工，照顾很多身患重症肌无力的孩
子。晚期肌无力病人呼吸衰竭，说话很困难，董晓奥对她
们的痛苦感同身受。“人类的苦难其实都是相通的，有时
真的不需要语言。”她说。

此后的每个假期，董晓奥都会去做义工。她还参与
了菲律宾龙卷风、尼泊尔地震等自然灾害的灾后救援工
作。在志愿服务中，她遇到很多国际救援医生。“原来，人
生可以这么丰富。我要像他们一样，哪怕一个人改变不
了世界，能让一个家庭幸福一点，这辈子也算不白来一
趟。”

高中毕业后，董晓奥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临床
医学。由于留学生身份限制，她未能如愿进入学校与北
京大学合作的中医和生物医药的双学位项目。但她对中
医药始终有着强烈兴趣。在大三暑假，她专门前往浙江
中医药大学进修。“对于一些西医认为无法治疗的病症，
中医往往有一套自己的对策。西医一般很难理解中医冬
病夏治、五行相通等理念。”她说。

现在，她还会不时翻阅国内的中医教材。“最终目
的都是治病救人，没有必要把中医西医搞得泾渭分明。”
她说。

行之所致

董晓奥在大学时与一个 24周超早产儿的家庭建立
了长期联系。“第一次进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时，我觉得特
别神圣。让早产的孩子健康成长，似乎是在和命运搏斗，
把出生时落后于起跑线的孩子拉回来。”因此，她早早定
下了成为儿科医生的目标。

现在，董晓奥在新加坡公立妇幼医院竹脚妇幼医

院工作，东南亚地区患有疑难杂症的病人都会被送到
这里。

在新加坡，普通工作一周超过 40 个小时就属于加
班，而医生归卫生部门管理，没有“加班”的概念。第一年
正式工作时，母亲来新加坡看望她，总见不到她回家，只
能去医院给她送饭。可母亲等了3个小时，女儿都没空来
拿饭，心疼得母亲直流眼泪。

董晓奥作为主治医生第一次在ICU独立出诊，是去
抢救一个海边溺水的孩子。救护车赶到时，孩子大脑断
层已严重水肿，生还几率很低。“当时所有医护都等着我
安排，一个孩子甚至家庭的命运握在我手里，压力非常
大。到今天我还会不时回想，如果那时候我做了不一样
的决定，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董晓奥说。

正是在不断的自我质疑和反省中，她快速成长起来。
“如果再遇到类似病人，我肯定做得比那次更好。”她说。

救护之外

医生不仅需要治病救人，还需要抚慰患者和家属的
情绪。“工作时间越长我越明白，人和人的交流是有局限
的。”董晓奥说，“对医生来讲，治疗风险是概率问题。对
家庭而言，只有0和1两种情况。”

面对矛盾，倾听和询问往往比强调自己的观点更有
效。董晓奥曾多次遇到家长不顾孩子病情危重要求强制
出院的情况。“家长肯定是爱孩子的，如果他们坚持，一
定有原因。比起一直强调孩子病重，医生更应主动询问
他们的需求。”

在交流中，有的家长告诉她，孩子外婆病危，要带孩
子见老人最后一面，董晓奥就告诉她返回就医的最后时
限，叮嘱一路上的注意事项。也有家长无力承担住院费
用，董晓奥会帮其链接社会资源，联系社工照料孩子。

“抢救生命和临终关怀看似相悖，但越是尊重生命，
越要承认死亡不可避免。”竹脚妇幼医院和临终关怀组
织紧密合作，实现孩子们的临终愿望。他们会用蝴蝶从
破茧成蝶到死亡的例子向孩子解释生命的过程，让孩子
参与到是否插管、是否选择呼吸机的讨论中。“生命都会
有终结，我希望孩子的最后一段旅程是快乐的、有意义
的。”董晓奥说。

旧金山华埠将推出系列夏季社区活动

近日，美国旧金山市长布里德与市府律师邱信福、市
议会主席佩斯金等民选官员及华埠社区代表一起，在中央
地铁白兰站宣布华埠即将举办一系列夏季社区活动，旨在
吸引世界各地游客和本地居民前往购物用餐。

布里德表示，长期以来，华埠一直是深受世界各地居
民和游客喜爱的社区。希望通过在华埠社区内开展一系列
文化活动，带动华埠内的商业复苏。

6 月 8 日至 11 月 30 日，华埠社区将举办激活夏日、共
度中秋、中元节、华埠舞会等一系列街会和文化庆会，以
引来更多的客流量并推动小企业经济复苏。

（据美国《世界日报》）

在日华人摄影交流协会举办成立纪念展

近日，在日华人摄影交流协会成立纪念展“风景万千”
在东京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以纪念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缔结45周年。

本次摄影展共展出36位在日华人摄影家及爱好者在中
国和日本拍摄的 50 张摄影作品，内容涵盖两国的自然景
观、动植物以及传统文化等多个方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公使衔参赞陈诤、日中友好会馆中方代表理事黄星原、日
中协会理事长濑野清水、日中友好协会常务理事永田哲
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专务理事中野晓、东京中国文化中
心主任罗玉泉等中日嘉宾出席开幕式。

主办方代表、在日华人摄影交流协会会长冯学敏在开
幕式致辞中介绍了协会成立的宗旨以及本次展览的主要内
容。他表示，希望通过本次摄影展，带动更多人爱上摄
影，通过相互交流，增进彼此理解。

（据中新网）

意大利华侨华人青年企业家发展论坛举行

近日，“2023首届意大利华侨华人青年企业家发展论坛”
在佛罗伦萨举行。该会由意大利中意青年联合会、意大利中
意商联、意大利华侨华人青年会、意大利中意青年会、欧洲青
年企业家协会、意大利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西西里华侨华
人青年会、米兰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共同主办。

中国驻佛罗伦萨总领事馆总领事王文刚、佛罗伦萨市
长代表贝塔里尼出席论坛，来自意大利各个地区的各华人
社团代表、华文媒体、社会各界友好人士近300人参会。

意大利中意青年联合会会长郑再生在论坛开幕式上表
示，后疫情时代对华商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次论坛将为他
们提供一个宝贵机会，探讨贸易壁垒、互联网平台以及华
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据欧华信息网公众号）

西班牙瑞安华侨华人经贸总会换届

近日，西班牙瑞安华侨华人经贸总会第八届换届大会
在巴达洛纳举行，近300人参会。

第七届会长胡中荣在述职报告中回顾了4年多来的会务
工作，代表总会感谢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中西各级政
府、各兄弟侨团及社会各界友好人士的长期支持。

新任会长张爱红表示将团结总会骨干力量，调动会
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关心华侨华人工作和生活，
发扬华侨华人自信、自强、自立、自爱的优良传统，进一
步提升自身素质，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据欧华信息网公众号）

近年来，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聚焦良好
生态环境和山水资源优势，大力扶持村民开
农家乐、办特色民宿、兴生态旅游产业，打造
农旅融合“致富路”，助力乡村振兴。

图为近日，游客在仙居县步路乡南溪体
验皮筏漂流，乐享清凉。

王华斌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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