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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语音乐剧《四籍家话》——

用歌舞展现方言魅力
睿 加 次 拉

马来西亚华语音乐剧《四籍家话》——

用歌舞展现方言魅力
睿 加 次 拉

侨 界 关 注

美国闽北同乡总会揭牌仪式举行

近日，美国闽北同乡总会在纽约举行揭牌仪式并举办庆祝成
立暨首届职员就职典礼。美国闽北同乡总会主席陈东、荣誉会长
吴观潮、执行会长廖华弟、第一常务副会长任颐和常务副会长陈
秀英、吴观双等同乡会成员以及纽约州众议员郑永佳、美国福建
同乡会主席陈恒、美国亚总会主席陈善庄、美国福建公所代主席
曾贤秋等人参加典礼。

陈东表示，成立美国闽北同乡总会旨在联系、团结在美闽北
乡亲，增强责任感、荣誉感和凝聚力。总会将尽力为乡亲排忧解
难，积极展示与推广南平丰富的旅游资源，讲好南平故事。闽北
同乡总会也将向其他优秀华社学习，让更多外国友人了解闽北人
文风情，挖掘商业机会。

廖华弟表示，美国闽北同乡总会将汇聚力量积极讲述闽北悠
久深厚的人文故事，在美推介以武夷山为代表的丰富多彩的闽北
旅游产业以及养殖加工等绿色生态优势产业。

（据东南网）

日本华侨华人博士协会举办座谈会

近日，日本华侨华人博士协会（以下简称日本博协）在东京日本
桥陕西会馆举办交流座谈会，欢迎成都市科协代表团访日。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教育处一等秘书于海鹏表示，日本博协成
立20多年来，团结服务广大博士专家学者，发挥平台优势，促进
了中日两国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成都市科
协和日本博协能够以此次交流为契机，建立长效机制，通过各种
形式为国服务。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希望大家
积极发挥作用，推动中日民间交流，为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
展贡献力量。

成 都 市 科 协 代 表 团 一 级 调 研 员 李 奋 飞 与 黄 曦 分 别 做 了
2023 世界科幻大会推介演讲和成都科协海智离岸基地情况介绍。
成都市自2016年以来，先后以多条途径开展了多样化的海智服务项
目，有力推动了对外科技、人文的交流与合作。

（据《日本华侨报》）

华人作家顾月华新作在纽约发布

近日，美国纽约皇后图书馆新移民服务部和纽约华文女作家
协会于法拉盛联合举办顾月华诗集《宿命》新书发布会，该诗集收
录了顾月华创作的200首三行诗，并配有她绘制的200张插画。纽
约文学界著名作家陈九、演员孙思瀚、出版人胡桃等出席发布会
并发言，和读者分享读诗心得。

法拉盛图书馆馆长曾阳表示，顾月华的诗集记录了她对生活
的爱，诗文优美，字里行间充满感情。

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会长南希表示，本次顾月华新诗集发布
会，亦是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第三次“花雨”文学讲座，讲座主题
是“生命里的爱”。顾月华的三行诗虽短，却是爱的结晶。

（据侨报网）

旅意福建同乡总会拜访驻佛罗伦萨总领馆

近日，旅意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现任会长刘炳资及候任会
长郑文华，偕执行会长陈少山、第一常务副会长徐金华、理事长
邱伟一行前往中国驻佛罗伦萨总领馆，与总领事王文刚会面。

刘炳资向王文刚汇报了过去三年来同乡总会取得的成绩，尤
其是在促进中意友好关系、推动华侨华人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努力。

旅意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将于今年9月26日举行第八届换届
庆典大会。

（据欧华信息网公众号）

澳大利亚悉尼悦圆画廊创办人韦祎——

“我希望有更多人看到苏绣之美”
杨 宁 张佳妮

“以针作画，巧夺天
工。”苏绣作为中国四大名
绣之一，凝聚着中国人的
精神情感和审美追求。在
澳大利亚悉尼，韦祎正努
力让更多人看到苏绣的古
典精致和清雅灵秀。

68海里景区如画

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交汇。在这片土地上，一部音
乐剧唤起了旅居在此的许多华侨华人对乡音的思念。

饮水思源不忘本

音乐剧《四籍家话》由亚洲音乐剧团打造、导演何
灵慧执导、音乐总监阮柳韵与编舞庄耿祝领衔、36位演
员和乐手参与。2015年以来，《四籍家话》已成功上演23
场。7月2日，剧团结束了今年第4次演出。

《四籍家话》以粤客潮闽四地方言民谣演绎了马来
西亚华人祖辈“下南洋”的四个故事。乡音如溪流，温柔
流淌在每位观众的心头，将人们带回往昔岁月。一名观
众评价：“演出很棒，唤醒了我的儿时记忆。”

剧中，儿孙即将远走他乡，老母亲紧握儿子的手，
深情嘱咐：“无论去哪里，都不可以忘记祖宗，不可以忘
本！”这句话表达的正是《四籍家话》的主题：饮水思源。

创作这部音乐剧，源于导演何灵慧对母亲的回忆
与纪念。她的母亲常说：“好卖祖公屋，唔好卖祖公话

（卖祖宗的家产，也不能卖祖宗的语言）。”创作团队深
知方言的珍贵，希望通过这部剧传承乡音，唤起年轻一
代对方言的重视和热爱。

“真应该学习方言”

沈诗芳是参与《四籍家话》多场演出的老演员。她
回忆：“最初不确定用哪几个地方的方言时，我们聚在
一起，探讨自己的籍贯和方言，才发现方言如此美妙，
如此有趣！”

初次接触音乐剧表演的赵卿宁也深感方言之美。
每次排练结束，她总是与家人朋友分享自己学到的方
言。她说：“通过这样的小事，也可以实现文化传承。”

为了让更多观众理解和欣赏《四籍家话》，剧团在
演出时会提供中英文字幕，希望方言之美能穿越语言
障碍直达人心。何灵慧提到：“演出后，有些只会说英语

的当地华人找到我，非常诚恳地说他们真应该学习方
言，保留如此美好的语言。”

何灵慧致力于用艺术作品传递正能量。她深信，真
善美的事物能触动人心。在这部音乐剧的感染下，老人
们忆起往昔，年轻人感受家乡的温馨，小孩子们也能在
乡音中感受到文化滋养。

音乐剧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老老少少的观众
共同沉浸其中。这是一种跨越代际的情感交流。潜移默
化间，乡音在不同年龄层的观众心中悄然扎根。

《四籍家话》现已成为马来西亚国家文化及艺术部
认证的华人母语音乐剧，也成为很多留学生和游客来
到马来西亚希望“打卡”的一部艺术作品。

用心做文化传承

创作音乐剧并不容易。在马来西亚，市场规模小、
艺术教育资源有限和资金支持不足都束缚着音乐剧的
发展。何灵慧坦言：“因为资金问题，乐团乐手和演员们
一起进行音乐彩排的时间非常有限。”

为了唱出标准的方言，剧团演员付出了十足努力。
大多数年轻演员并不精通方言。他们通过写拼音、绘制
图示、五线谱等多种方式努力记住发音。

何灵慧说：“我们尽力用有限的资源做到可以做到
的极致。每当看见新的观众坐在舞台下方，我们都会受
到极大的鼓励。”观众也能感受到剧团的付出，有一名
观众说：“我为本地拥有如此用心且才华横溢的表演艺
术工作者而骄傲。他们用歌舞将方言的魅力展现得淋
漓尽致！”

何灵慧相信，乡音应该融入生活。每当《四籍家话》
在《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歌声中结束，总有观众热泪
盈眶，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欢呼。

“作为华人，我们饮水思源。我们将继续努力，将美
好的乡音传递给更多人，让这种文化传承永不中断！”
何灵慧说。

“中国也有好刺绣”

韦祎的婶婶是苏州人，从事苏绣行
业 20 余年。耳濡目染下，韦祎对苏绣产
生了浓厚兴趣。

“平、齐、细、密、和、顺、光、匀”，苏
绣独特精致的技法让韦祎赞叹；“针如
毫、细如发、色如画”，绣娘们劈丝做线
的细致与认真让韦祎敬佩；“山水分远
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苏绣特有的
柔和雅致与细腻绵长让韦祎沉醉。

几年前，韦祎回中国游玩。“我发
现，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喜欢中国手工
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高兴之余，韦
祎萌生了在海外传播苏绣的想法。

在悉尼学习、工作的 10 多年里，韦
祎观察到，很多外国人对中国非常不了
解。“他们总觉得刺绣品来自越南或朝
鲜。”韦祎说，“我想让他们知道，中国也
有好刺绣。”

在婶婶的牵线搭桥下，韦祎和一群
绣工好又有名气的绣娘达成了合作。
2019年，韦祎创办悦圆画廊。“绣娘们一
听说我在国外传播中华文化，都愿意提
供素材，让我在为客人讲解作品时更有
底气。”韦祎说。

借 鉴 国 内 苏 绣 线 下 体 验 馆 的 经
验，悦圆画廊主打“中国风”，除苏绣
外，还展示缂丝、瓷板画、脸谱等中国传
统手工艺品。

韦祎和当地企业对接，在中国传统
节日或当地假期时，根据企业不同需

求，为其准备沉浸式中国风体验活动。
“在画廊进行团建，企业能促进员工的
深入交流，我们则潜移默化地传播中华
文化，可以说是互惠互利。”韦祎说。

独特的市场定位和别具一格的绣
品很快引起了当地人注意，画廊收获了
一批忠实粉丝。

去年 7 月，韦祎受邀和悉尼中国文
化中心共同主办“东方之韵——中国苏
绣精品展”活动，获得了观众一致好评。

“当地人十分新奇，我们印的400多份宣
传册在展会还没有结束时就发完了。”
韦祎说。当地议员郭耀文表示：“悉尼是
一个多元文化的国际都市，感谢中国文
化中心将这样一个具有深厚中国文化
传统的展览带给悉尼。”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尽管韦祎一腔热血，但想帮助苏绣
在悉尼生根仍“道阻且长”。

“画廊建立前期，运输和选址都比
较困难，资金问题更让我发愁。”韦祎
说，“不过我也得到了很多华侨华人朋
友的帮助，他们理解我做这份事业不容
易，这让我特别感动。”

画廊成立在疫情期间，很多活动和
展览只能在线上进行。“欣赏苏绣，需要
光线和空间的配合。”韦祎说，“线下观
赏更能让人感受到苏绣的立体和精
致。”受客观条件限制，画廊在成立前期
并没有实现韦祎预想的效果。

对当地人而言，了解并接受苏绣的

文化内涵也不容易。“比如，苏绣一般以
中国传统山水画为主，讲究人与自然的
和谐。但西方审美注重个性，突出人
物。”韦祎说，“再如，中国人喜欢荔枝，
寓意大吉大利。但对悉尼人来说，荔枝
只是一种水果，他们不会在家中摆放这
类主题的苏绣。”

为了让当地人更好地接受苏绣，韦
祎选择绣品时，更倾向于当地人喜欢的
动物题材和更符合西方审美的油画风
格。“时代在发展，绣娘也与时俱进。她
们十分愿意根据当地人的喜好进行调
整和创新。”韦祎说。

韦祎还为每幅绣品准备解说词，讲
解绣品的题材及文化内涵，介绍中华传
统文化的审美特征和匠人精神。“解说
词的目的就是帮助观众读懂绣品。”韦
祎经常受邀到当地中国文化中心，进行
苏绣专展的解说。最频繁的时候，她每
周要去讲解 4到 5次。很忙碌，但韦祎乐
在其中。

在异国他乡传播苏绣文化之路，
自然绝非坦途。“这事很难，但总要有
人去做。我相信，道阻且长，行则将
至。”韦祎说。

“让当地人近距离欣赏苏绣”

韦祎重视“以小见大，潜移默化”：
“让当地人真正爱上苏绣，要从小物件
入手。”

韦祎推出了一系列产品，包括双面
绣的小扇子，绣有萌宠的帆布包，以及

精致的书签、眼罩、胸针等。“每次展览，
这些小物件都供不应求。”韦祎说。

精致的绣片最受年轻人欢迎。顾客
购买绣片后，可自行缝在衣服上。这种
具有中国风的别致装饰往往成为穿搭
的“点睛之笔”。

“这也是我们和其他画廊的不同之
处。”韦祎说，“艺术最终还是要服务生
活、服务民众。艺术生活化更符合年轻
人的需求。”

韦祎格外重视社交媒体的作用，她
认为，社交媒体用户以年轻人为主，而

“年轻人更容易接受他国文化”。因此，
韦祎认真经营悦圆画廊的社交媒体账
号，在官网上列出每幅作品的基本说
明，“从寓意内涵到工艺手法，我们尽可
能用当地人易于理解的方式表达”。

苏绣工艺复杂、制作周期长、费用
高昂，很少有人选择定制服务。不过，有
一次，一名当地华裔找到韦祎，希望请
绣娘帮他绣一幅宋代花鸟画。

“我告诉他，时间至少需要 6到 8个
月。他说，他等得起。我十分感动，因为
这让我觉得自己推广苏绣的努力是有
意义的。”韦祎说。

“外国人对苏绣、缂丝等中国传统
手工艺品的了解太少了。”韦祎说，“眼
见为实，只有亲眼看到制作过程，他们
才能明白作品背后的艰辛。”韦祎计划
从国内请绣娘到画廊进行现场展示，让
外国人亲眼见证苏绣的繁丽精细。“我
愿尽个人微薄之力，让当地人近距离欣
赏苏绣。”韦祎说，“我希望有更多人看
到苏绣之美。”

近日，福建省福州市平潭 68海里景区，
大海、岛屿相互辉映，景色如画。

68海里景区位于平潭国际旅游岛，岛上
的石头形态各异，每块独一无二的石头都向
游客展示着平潭独特的海蚀地貌，向端详着
它的人们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刘振军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