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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界 关 注

近日，江苏省南通赤子情华

侨图书馆的一批中文书籍远渡重

洋，到了巴西——赤子情华侨图

书馆与巴西天天华侨教育学校合

作，建起一座海外图书漂流站，

为该校中文学习者提供课外阅读

书籍。

“这是图书馆签约的第85个

海外图书漂流站，每一个漂流站

都 是 一 扇 传 播 中 华 文 化 的 窗

口。”赤子情华侨图书馆发起人

镇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图①：在江苏南通赤子情华
侨博物馆，镇翔 （右一） 向志愿
者讲述华侨历史。

图②：在希腊华侨华人总商
会“海外惠侨熊猫书屋”，当地华
裔青少年借阅图书。

图③：在匈牙利瑞安同乡会
阅览室，读者正在阅读。

图④：意大利中意学校的一
名学生正在阅读。

（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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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籍海外飘香

今年以来，南通赤子情华侨图书馆相
继在墨西哥、希腊、泰国、巴西等地建起
海外图书漂流站，令镇翔备感振奋。“我们
的目标是到今年底，建立 100 个海外图书
漂流站。”他说。

南通赤子情华侨图书馆于 2018 年筹
建，2019 年 4 月正式开馆。图书馆由归侨
侨眷、海内外侨胞和广大爱心人士捐资捐
书建立，由志愿者负责管理，是一座公益
性质的民办图书馆。发起人镇翔退休前曾
任江苏省侨联副主席，有着丰富的侨务工
作经验。

“这座图书馆有三项宗旨，一是保护华
侨历史，馆藏了大量华侨华人主题的图
书、资料及文物；二是促进全民阅读，免
费向公众开放；三是传播中华文化，图书
馆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广大侨胞的支持，
也要为侨胞们提供服务。”镇翔说。

自 2021 年起，赤子情华侨图书馆开始
尝试与海外侨社、华文学校等机构合作建立
海外图书漂流站，受到侨胞们的热烈欢迎。

如今，在许多国家，由当地侨团、华
文学校与国内相关机构合作建立的中文图
书馆和阅览室遍地开花，一本本寄自国内的
中文书籍为海外华侨华人送上“文化大餐”。

近日，雅典中文学校的孩子们走进希
腊华侨华人总商会的“海外惠侨熊猫书
屋”，参加华裔青少年借阅活动。这里的书
籍种类十分丰富，涵盖小说传记、自然科
普、科技探索、历史名著等。孩子们兴趣
盎然，不时翻看阅读。

据希腊华侨华人总商会执行会长李昂
介绍，2021 年以来，四川省侨办推出“海
外惠侨熊猫书屋”，并先后落地西班牙、阿根
廷、安哥拉、文莱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
寄送展现中国发展、中华优秀文化、巴蜀独
特风情的精品书籍超过1.2万册。

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匈牙利瑞安同乡
会会馆阅览室成为当地华裔青少年常来

“打卡”的地方。2022年6月，经过半年的
筹备，阅览室正式面向当地华侨华人开
放。“我们先是自筹资金，从家乡瑞安购进
约 700 册图书。之后，瑞安侨办了解到阅
览室建立的情况后，马上和我们取得联
系，又捐赠了 1200多册图书。书籍类型以
青少年读物为主，也有一些成年人阅读的
书刊。”匈牙利瑞安同乡会会长徐飞帆说。

多方合作，惠侨暖侨

在意大利中意学校，有一座名为“百
汇”的中文图书馆。据该校校长傅文武介
绍，这座图书馆跨两个校区，藏书达1.5万
册，包括中小学教材、儿童绘本、文学艺
术、地理历史、科幻漫画、武侠小说、经
典名著等。“除了学校采购外，国侨办、地
方侨办等国内侨务部门、当地华侨商会捐
赠了大量图书，大大满足了开展华文教育
的需求。”傅文武说。

海外中文图书馆的发展，离不开国内
外相关部门的联动合作。

“海外侨胞对中文书籍的需求十分迫
切，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镇翔说，“起
初，图书馆在国内多次举办‘图书漂流’
活动，为乡镇、社区、工厂园区、老干部
活动中心等地免费送书。在这个过程中，
许多曾参与赤子情华侨图书馆捐建、捐赠

工作的海外侨胞告诉我，在海外及时、多
样地阅读中文书籍并非易事，希望我们将

‘图书漂流’这个方案推广到海外，解决侨
胞尤其是华裔新生代的燃眉之急。”

随着海外图书漂流站越建越多，赤子
情华侨图书馆在海外的名气也越来越响。

许多华文学校、海外校友会、商会、侨社
等主动找到镇翔，表达合作意愿。

“‘图书漂流’也要因地制宜，根据
当地侨胞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书籍。”镇翔
说，如果漂流站建在华文学校，会送一些
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书籍；若建在商会，会
兼顾各个年龄段，方便成年读者及其子女
阅读。

“自今年 4 月成立以来，‘熊猫书屋’
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人气很旺，不少当
地中资企业员工、华侨华人、华文学校师
生前来借阅。”李昂说，“目前，已有两百
多本图书被借出去。为了加强管理，商会
安排了专门人员负责借阅工作，为广大侨
胞提供便利。”

留住乡愁，促进交流

如今，赤子情华侨图书馆建在海外的漂
流站中，外国读者日益增多。一些读者还会
定期组织读书会，分享好书和阅读感受。

“海外图书漂流站很有意义。”镇翔
说，“对 6000 万海外华侨华人来说，阅读
中文书籍有利于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增
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这是‘留根工
程’。同时，推动中文书籍‘漂流’到更多
国家，也有利于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越
来越多外国读者出现在图书漂流站，让我
意识到，我们是促进中外民间交流、民心
相通的重要力量，深感责任重大。”

“水滴成海，希望更多国内志愿者、海
外华侨华人加入华侨图书馆及海外图书漂
流站的建设中来，成为促进文化传承、传
播的使者。”镇翔说。

对于“熊猫书屋”的发展，李昂也有
很多新想法。“一些当地华侨华人告诉我，
家中有一些中文读物，孩子已经看过且保
存完好，愿意捐赠出来，与其他人分享。
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今后，我们
会多留意这方面的信息，鼓励大家进行图
书捐赠和互换。同时，我们也会加强和国
内侨务部门的沟通联络，寻求更多图书购
买及捐赠渠道。”他说。

“读中文书籍，学中国文字，传承中华
文化，是华侨华人尤其是华裔青少年的需
求，也是‘熊猫书屋’推动的一项重要工
作。”李昂表示。

“最美阅读人”、读书“打卡”、亲子阅
读、历史文化知识竞赛……在意大利中意
学校，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成为学校的一
大特色。“鼓励学生们多读书、读好书，成
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发扬者，是我们一
直在做的事。”傅文武说。

在匈牙利瑞安同乡会阅览室，每周日
下午都会举行读书分享会。同乡会还会邀
请一位在匈牙利读书的中国留学生，来到
阅览室带领华裔青少年一起阅读，并学习
戏曲、书法等中华文化。此外，每周还会
有阅读专题讲座。每逢元宵节、春节、中
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阅览室还会举办包
元宵、包粽子、制作月饼等活动。

“阅览室开放以来，很多读者成了这里
的常客。未来，我们会把一些特色活动坚
持办下去，为侨胞们留住乡愁，留下中华
情。”徐飞帆说。

带 队 研 学 、 签 约 合
作、筹备国际武术文化节
活动……这段时间，安徽
籍侨胞、新加坡青少年文
化艺术中心负责人胡刚格
外忙碌。

胡 刚 ， 祖 籍 安 徽 巢
湖。自 2007 年旅居新加坡
以来，学武出身的胡刚就
没离开过武术圈。担任新
秀武术学校总教练、带领
学生参加各大国际武术赛
事、担任新加坡教育部青
少 年 武 术 队 首 任 武 术 教
练、组织新加坡国际武术
文化节……16 年来，他为
弘扬中华武术文化奔走不
歇，为促进国际武术文化
交流积极牵线搭桥。

谈起海外“传武”之
路 ， 胡 刚 坦 言 ， 除 了 机
缘，一切都源于他对武术
的热爱。2007 年，胡刚的
一个师姐找到他，说新加
坡需要一个武术老师。她
建议胡刚去新加坡任职，
看看外面的世界，同时锻
炼 下 自 己 。 胡 刚 没 有 犹
豫，便办理了相关手续前
往新加坡。

逐渐适应环境后，胡刚
发现，新加坡人对中华武术
文化的兴趣高于他的预期。

自 己 学 武 术 是 一 回
事，教人学武术是另外一
回事。当时，前来向胡刚
求学的大部分学员都是零
基础。随着学校规模不断
扩大，胡刚研究并制定了
一套规范化教学流程，培
养出一批中华武术的爱好
者，并积极引导天赋出众
的学员往职业武术运动员
方向发展。

在学生和家长的口口
相传之下，胡刚在新加坡
名气越来越大，吸引更多学员前来学习武术。这
些年，他的学生多次代表新加坡参加国际赛事，
并获得多项大奖。

2012 年，胡刚返乡探亲，专程拜访他的恩师
徐淑贞。当时，徐淑贞老师已年届八旬，依然心
心念念中国武术的世界推广。为了不负恩师的嘱
托，胡刚在2013年组织了首届新加坡国际武术文
化节，并邀请安徽省的武术名家到新加坡进行武
术展演。随后，他又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
连续组织了三届国际武术文化节活动。四届国际
武术文化节活动累计吸引10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上
万人次参与，成为新加坡的文化体育赛事品牌。
为更好开展武术文化交流，胡刚先后成立了新加
坡国际武术文化交流中心和新加坡青少年文化艺
术中心。

今年 6 月初，由新加坡青少年文化艺术中心
主办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少年中华传统文
化寻根之旅——安徽行活动成功举办。当月底，
该中心与安徽省体育局武术拳击运动管理中心签
订合作协议，双方商定，后续将定期组织武术、
散打、拳击、跆拳道等项目的教学、培训、表演
等交流活动。

“今后，我将充分发挥身在海外教学平台的优
势，推动中国武术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胡刚说。

现在，胡刚和团队正在筹备即将于今年 8 月
举办的第五届新加坡国际武术文化节。在这届艺
术节上，胡刚希望做一些新尝试，比如增加活动
内容，加入书法、舞蹈、中国古典乐器演奏等，
将国际武术文化节打造成中华文化嘉年华。

（据中新社电 记者赵 强）

“这次贺州之行，我想通过镜
头，把这里的风土人情带回澳门，吸
引更多澳门摄影爱好者来贺州，感受
这里的侨乡‘非遗’文化。”中国（澳门）
华侨摄影学会会长谭敬近日在广西壮
族自治区贺州市表示。

近日，中国华侨摄影学会、广西
侨联青年委员会、贺州市侨联在广西
贺州市举办“弘扬侨乡‘非遗’文化·
传播华侨基地故事”采风暨“八桂侨
声·侨领侨青说”活动。

活动中，来自澳门、福建、江苏
等地的归侨侨眷齐聚贺州，参观考察
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黄姚
古镇；体验昭平绿茶“三炒三揉”手

工制作工艺，了解昭平茶 （象棋山
茶） 非遗技艺；走进富川瑶族自治
县，感受瑶族风情及瑶族织锦技艺。

富川瑶族自治县的瑶族长鼓舞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观看舞蹈
表演后，谭敬说：“舞蹈动作幅度大，
音乐轻快，演出者表情俏皮，从表演
中就能感受到他们热爱生活，勤劳且
乐观的精神面貌。”

这不是谭敬第一次来到广西。自
2016年以来，他每年都会到桂林市龙胜
各族自治县拍摄当地自然风光及民众
日常劳作和生活的画面。“桂林的龙脊
梯田闻名世界，父老乡亲特别热情好
客，让我流连忘返。”谭敬说。

在拍摄旅途中，谭敬尤其关注中
国非遗文化。他希望广大海外侨胞和
港澳台同胞通过镜头看到中国多彩的
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为此，他于
2019 年初创立中国 （澳门） 华侨摄影
学会，并连续 4 年举办“龙影集”摄
影展。

据介绍，由美国侨胞拍摄的唐人
街舞狮表演、由新西兰侨胞拍摄的陕
西秦腔表演、由中国澳门同胞拍摄的
居庸关长城等影像，被收录在今年的

“龙影集”摄影展中。“希望通过这样
的形式，为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
技艺贡献一份力量。”谭敬说。

作为菲律宾归国华侨，中国华侨
摄影学会副会长、泉州华光职业学院
董事长吴其萃对茶文化颇有研究。在
了解昭平茶 （象棋山茶） 非遗技艺
后，他认为昭平茶的品质优良，茶文
化历史底蕴深厚。

“富川瑶族歌堂歌《邀伴》这个节
目，融入了当地妇女织布和‘猜茶’的生
活情景，特别有意思。”吴其萃表示，他
参观了瑶族织锦技艺，又通过《邀伴》加
深了对当地风土人情的了解。

贺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古广
清表示，此次活动依托中国华侨国际
文化交流基地 （黄姚） 平台，充分发
挥“侨”资源和优势，用镜头记录贺
州传统“非遗”文化瞬间，将推动贺
州“非遗”文化传承和发展。

（据中新社电 记者韦佳秀）

海外中文书屋广受欢迎——

一起来读书吧
本报记者 李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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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福建省厦门市消防救援
支队一年一度的龙舟比赛在厦门集美
龙舟池举行，来自该支队的6支参赛队

伍、近百名消防员在水面上劈波斩浪，
奋勇争先。图为消防员在比赛中。

曾德猛摄 （人民图片）

龙舟比赛 奋勇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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