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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汉服，让世界感受中国之美
杨 宁 范晟男

中国舞含蓄唯美又热烈奔放，尽显中国文化多
元一体的包容性。在澳大利亚，郭尧芊将中国舞带
进了幼儿园与小学的课堂。

“他们眼前一亮”

郭尧芊 3岁开始学习中国舞，小学时考入广东
省一所舞蹈戏剧学校，正式踏上10余年的舞蹈专业
学习之旅。

从星海音乐学院舞蹈系毕业后，郭尧芊前往澳
大利亚，成为一名编舞师。“我在澳大利亚各种活动
中表演中国舞，观众中有华人教师。他们邀请我去
学校上课。”郭尧芊说。

第一次教学给郭尧芊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澳
大利亚一所小学的中国舞公开课，能容纳500多人的
教室座无虚席。

从舞蹈道具的展示到中国舞文化知识的讲解，
郭尧芊带给学生耳目一新的舞蹈文化体验。她回忆：

“大家表示，这次课让他们眼前一亮，让他们看到了
极具特色的异国舞蹈文化。”

学生的积极反馈让郭尧芊萌生了专门从事中
国舞教学的想法。2010年，郭尧芊启动“将中国舞带
进澳大利亚课堂”项目。“我希望更多人不仅能欣赏
到中国舞，还能亲身体验中国舞，感受中国舞的独
特魅力。”她说。

“一切都是值得的”

郭尧芊重视每堂舞蹈课：“每次上课，我都要换
上精致漂亮的衣服，带上五颜六色的道具，向学生
展示美妙的舞蹈。”课堂上，郭尧芊亲身示范，带孩
子们“沉浸式”观赏中国舞。她的表演点燃了孩子们
的积极性，也吸引围观的其他老师积极互动。“大家
都为我鼓掌，兴奋又好奇地询问中国舞的相关问

题。”她说。
在教学环节设计中，郭尧芊下足了功夫。她把

扇子、彩带、灯笼等舞蹈道具分发给孩子们，让他们
随着音乐动起来。“虽然孩子们的动作大多没有章
法，但都会跟随我舞动身体。小朋友们不仅能看到、
还能‘感受到’中国舞，这能充分激发他们的学习兴
趣。”慢慢地，郭尧芊指导孩子们学习一些简单动
作，“这些动作最后能串联成舞蹈片段，我们会一起
完成舞蹈节目。”

郭尧芊对一次上课经历记忆尤为深刻：“要去
上课的那所小学在墨尔本郊区。那天早晨五点半，
又恰逢暴雨。我沿着崎岖的山路独自行驶了 3个小
时才到达。不过，虽然路途坎坷，但当我感受到小朋
友们对中国舞的喜爱时，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甘之如饴”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众多外国观众开始喜爱中
国舞，我的付出得到了肯定。”郭尧芊将她的课堂比
作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她引领学生穿过这扇
门，来到中国舞的世界，感受中国舞兼收并蓄的多
元之美，了解绚烂多彩的中国舞蹈文化。

重要节日期间，郭尧芊时常参加演出。为保证
舞蹈的完整度，她提前准备好专业舞蹈道具。“大部
分演出道具从中国定制并空运到澳大利亚。有时交
通不便，我们便自己手工制作道具。”

“几年前的澳大利亚国庆节，我在墨尔本艺术
文化活动舞台上表演了一段扇子舞。下台后，几个
澳大利亚观众问我跳的扇子舞是韩国的，还是日本
的？我告诉他们这是中国的古典舞。”这让郭尧芊更
加坚定了传播中国舞蹈文化的信念。

郭尧芊创办了舞蹈网站，上传中国舞分解教学
视频，用汉粤英三语讲解。她说：“我希望把‘将中国
舞带进澳大利亚课堂’这个项目做得更好。虽然任
重道远，但我甘之如饴。”

“希望大家能一块‘玩起来’”

美国 DC扶摇汉服社是由美国华盛顿
特区华侨华人发起成立的当地第一家汉服
社团。本着“始于衣冠，达于博远”的理念，
汉服社以汉服为媒介开展中外文化交流。

廖盈佳是该社现任社长，自幼学习琵
琶，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浓厚兴趣。

“表演时，我们通过服饰和妆容与演出
进行配合，带给观众更好体验。还记得我小
时候学琵琶时总觉得纳闷，为什么学习西
洋乐的同学表演时穿纱裙、蓬蓬裙，我们表
演民乐的同学也穿纱裙呢？演奏民乐搭配
什么服饰合适呢？这引发了我对汉服的兴
趣和探索。”廖盈佳回忆。

起初，汉服社举办的活动大多是特定
主题的茶话会。成员们聚在一起，谈诗词歌
赋、聊人生哲学，受众面较小，门槛相对较
高。“如果没有相关知识的积累，很难接受
这种‘阳春白雪’的活动。”廖盈佳说。

担任社长后，廖盈佳逐步将社团改为
兴趣小组模式，设置古典舞、民乐、武术、女
红等活动小组，开展茶艺、投壶游戏等传统
活动及传统妆容、发束复原、汉服设计制作
等研究体验活动。

汉服社多次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和世界
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进行
中国特色展演，让海外民众亲身感受中华

传统文化。“我希望大家能一块‘玩起来’，
通过体验活动让大家‘入门’，从而产生对
汉服的兴趣，在他们心中种下中华传统文
化的种子。”廖盈佳说。

疫情期间，汉服社的活动由线下的表
演、体验转向线上的科普、文化宣传。

2021 年，廖盈佳与海外汉服协会共同
策划举办了首届“海外汉服中秋晚会”，还
组织海外多国与港澳台以及中国少数民
族同胞演唱并翻拍了双语版汉服音乐视
频《浮生未歇》。

音乐视频中，衣袂在曼妙的音乐声中
翻飞，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灿烂。视频得
到了海内外网友的喜爱，让更多人感受到
了汉服和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你们的衣服好漂亮！”

“有一次，我穿着汉服走在街上，许多
当地人投来好奇的目光。他们问我‘你穿的
是和服吗？’‘你是韩国人吗？’这种误会很
常见。这让我更加坚定了传播中华传统文
化的决心。”廖盈佳认为，要通过展示和体
验双重行动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让中华传
统文化“零基础”的外国友人从新鲜感出
发，循序渐进地了解中国服饰的多元丰富
性以及中国审美的包容性。

中国驻美大使馆开放日期间，汉服社
开展了“一条龙”的汉服展示和文化体验活

动，包括女红体验、妆容造型设计、古典舞
学习、汉服试穿、影棚快拍等。

廖盈佳称：“大家参与热情非常高，每
个人都收获满满。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
文化体验活动，向海外民众展示汉服之
美，也让他们沉浸式地体验中华传统文化
的魅力。”

“在部分海外民众印象中，中国的代表
服饰是旗袍，但事实上，我们有多种多样的
服饰，有旗装、中山装、唐装，有五十六个民
族的美丽服饰，还有富有历史感的传统汉
服。”廖盈佳说，“在海外，我们是‘少数族
裔’，更想展示和证明自己是谁。”

2021 年中国国庆节期间，廖盈佳身着
汉服，在林肯纪念堂外拍摄《我和我的祖国》
音乐视频。她的装扮引发了这样的对话：“你
来自哪里？你在参加什么活动？”“我来自中
国，我在为我们的国庆节拍摄视频。”“你们
的衣服好漂亮！祝你们国家节日快乐！”

用汉服表达身份认同，展示灿烂的传
统文化，这是包括廖盈佳在内的汉服社成
员的共同期许和奋斗目标。

将汉服带上更大舞台

2021年，廖盈佳毕业于美利坚大学。毕
业典礼上，廖盈佳身着马面裙，盛装出席，
让同学们眼前一亮。

“当天，我收获了很多称赞。有个同学

甚至专门过来找我拍视频发布到网上。人
们喜欢我们的服装，我非常自豪。”廖盈佳
笑着回忆道，“当天特别冷，其他同学穿着
西装，快冻僵了，而我穿着马面裙，里面还
能穿羽绒裤，好看又保暖。”

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举办的纪念中美
建交 40 周年活动上，廖盈佳作为总导演与
汉服社的 9 名核心成员在 1 个月时间内完
成音乐剪辑、动作设计、舞蹈编排、造型搭
配等工作。

3 次排练后，汉服社将 30 分钟的汉服
展演《忆古》展现给在场数百名优秀学生代
表和教育专家。“我们整合社团资源，将汉
服与民乐、武术、胡旋舞等结合展示，在场
的许多观众都看入迷了。他们中很多人甚
至没有见过汉服，更别说同时欣赏这么多
形制、样式的汉服。”廖盈佳说。

廖盈佳还和汉服社成员花费一年时间，
筹备了《穿着汉服游DC》活动。活动中，海外
华侨华人穿着中国传统服饰，为刚来到海
外、对旅游感兴趣的人提供向导服务。活动
形式新颖，在当地和网上引发了广泛关注。

“未来，我会寻找更多平台，通过更多
优质活动，向海外民众展示我们的文化，让
世界看到中国之美。”廖盈佳说。

美国 DC 扶摇汉服社目前拥有近 900
名成员，已经从一个大学生社团扩大成为
华盛顿特区规模最大的汉文化协会。他们
将汉服带上更大舞台，让更多海外民众感
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海外，众多以
汉服为主题的社团正
在不断涌现，成为向
世界展示多彩中华传
统文化独特魅力的一
个个窗口。

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镇坚定不移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深化“千万工
程”，从群众需要出发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走出了一
条“生态美、产业绿、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近日，莫干山镇劳岭村，雨后云雾缭绕，青山与民
房、田园相映成景。

谢尚国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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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华人义工协会向当地捐赠物资

近日，阿根廷华人义工协会携手阿根廷南极洲旅行
社开展了一项关爱活动，为旅居阿根廷的委内瑞拉移民
发放毛毯等御寒物资。

阿根廷闽清同乡会执行会长、阿根廷华人义工协会
副会长陈铭说，阿根廷正值冬季，天气非常寒冷，一条条
温暖的毛毯传递了华人的爱心。“阿根廷华人义工团队成
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帮扶困难同胞和当地民众。未来，我们
还会将善举继续下去，与当地民众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出席捐赠活动的还有布市立法会移民融合委员会
总干事加斯顿·费尔南多·卡斯特罗、布市十三区区委陈
志源、阿根廷华文教育基金会会长刘芳勇等。

（据中国侨网）

全美亚裔企业家协会首届年会举办

近日，全美亚裔企业家协会（AAEA）在纽约州立石
溪大学王嘉廉中心举办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

创会会长王小曾博士以“共筑我们的愿景”为主题
进行开场致辞，年会就此拉开帷幕。大会以展示亚裔群
体的心声与视角、树立在美亚裔企业家的形象为主旨，
深度探讨如何在美国发掘亚裔企业家的潜能，展示亚裔
企业家的专业素养，显现亚裔企业家的独特精神，发挥
亚裔企业家的睿智等。

该协会作为一家非营利组织，将大力支持全美亚
裔企业家，构建全美亚裔企业家网络，促进地方及全美
行业和经济的增长，培养更多的年轻亚裔创业者与企
业家。 （据东南网）

“清新福建下午茶”走进澳大利亚

为庆祝第四个“国际茶日”，世界各地纷纷举办茶文
化推广活动。近日，福建文化海外驿站·澳大利亚站在悉
尼成功举办“清新福建下午茶·茶和天下”活动。

活动伴随着《福茶香飘》宣传片的播放，拉开了帷
幕。参会人员现场了解了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中
的6个福建制茶技艺有关情况。活动重点推荐了福建安
溪铁观音，介绍了福建安溪铁观音制作技艺。现场品鉴
环节中，铁观音以其独特的“兰香禅韵”征服了来宾们的
感官。

“清新福建下午茶”活动让华侨华人更加了解福建
茶文化，当地友人也纷纷表示，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文
化活动，让大家加深对中国茶和历史文化的了解。

（据东南网）

旅比华社为杭州亚运会助威

在杭州亚运会进入倒计时 100天后，旅比华侨华人
近日举办联欢会，为盛会助威。

当日由比利时温州同乡会牵头，联欢会在比利时东
佛兰德省泰姆瑟市举行，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曹忠明、旅
比侨团负责人等各界人士应邀出席。

比利时温州同乡会会长周王平在致辞中表示，浙江
是众多旅比侨胞的家乡，在家乡举办亚洲最重要、规模
最大的体育盛会，大家为之骄傲和自豪，对杭州亚运会
充满期待。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和声音，为杭州亚运会助
威，用热情和激情展现华侨华人的团结和向心力。

曹忠明在致辞中向广大侨胞致敬，表示旅比华侨华
人很多都来自浙江，为家乡举行杭州亚运会这样的体育
盛会感到高兴，希望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大家心系祖

（籍）国和家乡，深情厚谊非常难得。 （据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