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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皮影艺术了不起！”
杨 宁 张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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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手对舞千古事，
一帘灯影藏春秋。”皮影
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艺
术形式之一。

侯元放一生致力于
皮影艺术的传播与传
承。如今，皮影艺术已经
在新西兰生根发芽、绽
放光彩。

华 人 社 区

“新西兰有个皮影人”

“三尺生绡做戏台，全凭十指逞诙
谐。”又一次展览结束，听着观众的连声赞
叹，看着他们意犹未尽的表情，侯元放很
庆幸多年前作出的决定。

20年前，侯元放想在广东深圳创办一
家皮影博物馆，但受种种因素影响最终没
能实现。他想：“穿越千年的小影偶，不应
被锁在木箱子里，也不应该让它落灰。”后
来，侯元放只身前往新西兰，想要在新西
兰播撒皮影文化的种子。

凭借在国内的古玩收藏经历，侯元放
成立了一家古玩俱乐部，并在当地报纸上
宣传中国的文物与藏品。

在俱乐部举办的一次古玩展上，他的
古董皮影引发关注。“当地政要参观了这
次展览，给出了高度评价。”侯元放说，“展
览的影响完全超出我的想象，我心中让皮
影艺术在新西兰绽放光彩的想法也越来
越强烈。”

一次偶然机会，当地媒体人员参观展
览后邀请侯元放录制有关中国文化的节
目。通过这次节目，侯元放成功让唐山皮
影出现在新西兰民众视野中。

侯元放既会雕刻影偶，又会表演皮影
戏，还有丰富藏品，而新西兰则为皮影艺

术提供了极大空间，“天时地利人和”之
下，侯元放申请成立了新西兰皮影艺术
团，与当地社团联合举办皮影展览、体验、
教学活动，迈出了在新西兰传播皮影艺术
的关键一步。

侯元放希望展览能让观众贴近皮影
艺术。他不仅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清代皮影
拿来展出，还播放如何选制皮料、画稿、过
稿、镂刻、敷彩及缀结等工艺的录像，甚至
当场展示制作过程。繁杂精细的工序常常
引起观众赞叹，一名澳大利亚的艺术系博
士说：“中国皮影艺术了不起！”

随着活动越办越多，“新西兰有个皮
影人”的消息也逐渐传开。“我在新西兰已
经算个小名人了，大家都知道有个做皮影
的。”侯元放自豪地说。

“我的坚持是有意义的”

“自古好事多磨难，从来佳期不易
得。”在推动皮影艺术海外传播的路上，侯
元放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许多困难。

“手艺，最难的就是守艺。”侯元放说，
“人手不够是我的最大难题。”皮影本就面
临“后继无人”的困境，在新西兰更是很难
找到专业皮影演员。为了节省资金，最艰
难的时候，侯元放需要独自承担编导、演
员、指导、道具等多个角色。

“个人力量太有限了，很多时候我都
心有余而力不足。”侯元放感叹道，“如果
能有新生力量加入，我愿意把我的所有知
识都教给他们，但可惜没有。”

一次在图书馆举办的展览活动令侯元
放念念不忘。此前活动时，他总是将框好的
皮影挂在墙上进行展示，但图书馆的玻璃
橱窗不允许钉钉子。为了保证展览效果且
不破坏墙面，侯元放和管理人员商议之后，
决定将钉子钉在天花板缝隙中，再用细绳
把皮影悬挂在空中进行展示。看似简单的
工作花了他们整整一天时间。“虽然很辛
苦，但是我们也汲取教训，之后开始尝试用
架子展出，免去了不少麻烦。”侯元放说。

尽管前路荆棘重重，但海外侨胞和当
地民众的喜爱与热情给了侯元放极大的
鼓励，支撑着他继续前行。

常有侨胞来参观展览。看到熟悉的皮
影艺术，他们总是十分激动，会热情询问
侯元放有关皮影的知识，还会邀请侯元放
一起吃饭。“看到他们的喜欢与兴奋，我知
道，我的坚持是有意义的。”侯元放说。

为了更好地传播皮影艺术，侯元放经
常带领工作室成员到当地学校举办讲座
或进行演出。活动结束后，学生有时会自
发编排剧目，用中文表演皮影，有些学校
校长也会参与。“这让我特别感动。”侯元
放说，“他们对皮影艺术的尊重和热爱给
了我走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择一事，终一生”

在海外传播皮影艺术，这条路注定坎
坷，但侯元放从未气馁。

2019 年，侯元放与一所学校校长商
议，准备通过皮影表演进行中英文教学，
传播中华文化，但突如其来的疫情阻碍了
想法的落地。“如今，疫情已经结束，希望
孩子们能在校园里接触到皮影艺术。”侯
元放说。

“我总有一个期待：随着科技发展，皮
影也能像电影一样动起来。”侯元放憧憬
道，“我还想建一个皮影博物馆，让20年前
的遗憾在新西兰画上圆满句号。”侯元放
说，在他看来，博物馆是连接过去、现在和
未来的桥梁，收藏皮影实为抢救性保护。

“皮影艺术面临失传的危险，我们有责任
将它保存并流传下去，不能让它断在我们
手上。”这个连微信头像都是皮影雕刻的
匠人正在用一生守护皮影，他希望用博物
馆把这光影中的艺术定格在岁月里。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几十年来，侯
元放用一双巧手穿越时空光影、讲述世间
故事。幕布后，是他坚守一生的皮影情。光
影渐暗，观众四散，侯元放满怀热爱与希
望奔赴下一场演出。“择一事，终一生。在
新西兰传播皮影，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获知自己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那天，美国
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周敏非常激动。美国国
家科学院院士一般以自然科学家为主，周敏是今年
当选的 120名院士中唯一的社会学家，也是当选的 9
名华裔科学家中唯一的文科学者，由此成为美国国
家科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双院士”。

乐观面对不如意

幼时，周敏热爱读书，自学英语。16 岁高中毕业
后，她被分配到离家 30多公里的工厂子弟学校当中
学老师。“当时交通不便，工厂地处珠江三角洲，河流
遍布，还没建桥，只能推着自行车乘坐小木船。”她很
怀念那段经历。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一般不会太高。可一旦认
定目标，就会全力以赴。”1977年高考恢复后，她认真
准备 3个多月，如愿考上中山大学英语系。1982年本
科毕业后，周敏被分配留校，在新成立的社会学系当
助教。

1984年，周敏离开丈夫和不足10个月的儿子，孤
身一人到美国求学。初到美国，她埋头苦干，克服语言
文化障碍，勤工俭学。身边的显性和隐形歧视，周敏无
暇顾及，“我坦然面对这些不如意，不让它伤到我，也
不让它阻碍我追求自己的目标。”

周敏原本计划读一年半获硕士学位后便回国。
不过，她在硕士生资格考试中成绩优异，分数超过了
博士生资格分数线。在导师的鼓励和劝说下，周敏选
择留在美国读博。

认准了就做下去

一次在纽约唐人街喝茶的偶然经历，让周敏对
唐人街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当周敏提出博士论文以
唐人街为选题时，导师最初是不同意的，他认为“唐人
街在美国主流学界已经有了定论，再研究也很难有

突破性的新结论”，可是周敏坚持做下去，“唐人街之
所以能在美国经久不衰，背后必定有值得研究的特殊
原因”。

周敏依靠粤语和其他方言以及亲属关系的便利
走进了唐人街，一边做研究，一边打工挣钱补足自己
的生活和研究费用。

最终，《唐人街》出版，开启了美国移民社区研究
的新方向。之后，周敏研究美国越南社区的成果，也
获得了学术界认可。从此，周敏基本确定了以亚裔移
民及社区发展作为主要研究领域。

迄今为止，周敏共出版 20本学术专著，发表 210
多篇学术论文。她论文的谷歌学术引用次数至 2023
年5月 26日已达35200次。周敏发表的学术成果对有
关海外华人社区和当代国际移民及后裔的研究发挥
了积极作用。

继续进行海外华人研究

2013 年至 2016 年，周敏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学陈六使讲座教授、社会学系主任和华裔馆馆长。当
时，她主要负责筹款事宜。在新加坡，她印象最深刻
的是，每一次与海外华人相关的活动，都会受到新加
坡社会各方大力支持。对此，她十分感激，也因此结
识了许多新加坡华人朋友。

新冠疫情前，周敏经常回中国，一是探望父母亲
友，二是与中国相关高校进行学术交流。最近，她正
在进行有关中国和印度技术移民的研究，并计划于
今年 12月回中国，推进一项与全球华人慈善行动相
关的研究和培训计划。

周敏认为，海外华人研究意义深远。海外华人对
祖籍地和移居地两地社会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历史也是中国历史、国际移民历史以及移民移居
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海外华人研究和国际
关系议题也是紧密相连的。周敏表示，她将继续从事
海外华人相关研究活动，推动海外华人研究向更深
层次拓展。

今夏，位于浙江东部的宁海湾迎来鸟类孵化高峰
期。宁海湾拥有绵长的海岸线，水域滩涂广阔，是重要的
鸟类栖息地，生态旅游和观鸟活动成为大自然馈赠给当
地的一笔独特财富。2020年初，位于湾区的强蛟镇组建
了由渔民、民警、党团志愿者等组成的海岛护鸟队，在宁
海湾10余个岛屿间开展巡逻、保护、监测工作，看护好这
片鸟类乐园。

上图：近日，海岛护鸟队经过一座栖息有大量野生
鸟类的岛屿。

左图：大量野生鸟类在宁海湾的一座岛屿上栖息。

翁忻旸摄 （新华社发）

海岛护鸟队

中国侨联代表团到访柬华理事总会

近日，中国侨联副主席程学源率团到访柬华理事总
会，会长方侨生在会谈中介绍相关情况。

方侨生表示，过去 30余年来，柬华理事总会凝聚当地
全体华侨华人的力量，主要推动三方面工作：发展华文教
育；促进工商交流；推广公益慈善活动。

方侨生说，全柬逾百万华侨华人精诚团结、守望互助，
融入当地社会，在积极发展各自事业的同时，还为推动柬
中两国传统友谊的发展、促进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发展
柬埔寨经济作出重要贡献。

（据中新网）

奥地利举办第十二届少林文化周活动

近日，奥地利少林文化中心举办的第十二届少林文化
周活动圆满落幕。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参赞余峰、维也纳
第五区区长扬科维奇及奥地利少林文化中心负责人释延
良等出席闭幕式。

秉持“少林文化，人类共享”的理念，少林文化中心自
2011年成立以来坚持每年举办少林文化周活动，深受大家
的欢迎和好评。

释延良在致辞中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
衷心感谢。他表示，奥地利少林文化中心10余年来始终坚
持少林禅武精神，弘扬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以武会友，强身
健体，学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余峰阐述了中国少林功夫的博大精深和历史渊源，并
高度评价奥地利少林文化中心为弘扬中国传统武术文化
作出的积极贡献。

（据欧洲时报网）

华人作品在巴黎欧洲时报文化中心展出

近日，“未来文物·世界瑰宝：夏荆山大师画展”在
巴黎欧洲时报文化中心举办开展仪式。画展由夏荆山文
化艺术基金会、科特迪瓦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
等单位主办，法国华侨华人妇女联合会等单位承办。

夏荆山生于山东潍坊，擅作花卉、人物与山水，佛
像绘画尤显个人特色。其作品在宋元道释人物绘画工整
细致的风格基础上，融入了探索创新，以遒劲的线条和
独特的造型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语言。

夏荆山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赵忠杰在致辞中对夏
荆山的各类绘画作品特别是佛教绘画作品进行了现场解
读，并予以高度评价。他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展览，分
享夏荆山的慈善精神与艺术的精妙，让大家能够沉浸在
典雅而庄严的艺术世界里。

（据中新网）

澳大利亚全国武术锦标赛在悉尼举行

近日，由澳大利亚功夫武术联合会主办的澳大利亚
全国武术锦标赛在悉尼举行。来自澳大利亚悉尼蓓蕾中
华武术会、澳大利亚太极技术学院、悉尼中央海岸杨式
太极拳俱乐部等机构的120多人参加比赛。

中国杨式太极拳传人傅清泉在开幕式上进行表演。
他表示，此次比赛是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交流的大聚会，
也是以武会友的大舞台。澳大利亚各地武术爱好者聚集
悉尼，展现出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魅力。

比赛总负责人、澳大利亚新州精武体育会会长董蓓
说，目前澳大利亚学习武术的人越来越多。中国传统武
术文化交流活动既传播了中国文化，又促进了多元文化
的交流。

（据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