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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界 关 注

多样文化交流

打开“海丝泉州走进中菲人文之驿”活动介绍折页，背面
的精致长图 《刺桐梦华图》 令人眼前一亮。这幅再现宋元时期
古代泉州刺桐港、光明城繁华盛景的中国画长卷，微缩到 1.45
米长的折页上，把折页变成了艺术品。

“这次活动，我们不仅带来3个重磅展览，也带来了精心打
磨的泉州各色相关文创产品，希望向旅菲侨胞和菲律宾朋友展
示泉州的海丝文化。我们还带来了南洋华裔族群寻根谒祖综合
服务平台（简称“寻根平台”），将寻根服务送到旅菲侨胞‘家门
口’。”泉州市侨联四级调研员许锦龙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此次“海丝泉州走进中菲人文之驿”系列活动包括“跨山
越海两地情”菲律宾主题侨批展、“根脉寻踪”泉州百个家族移
民菲律宾族谱展、“宋元中国·海丝泉州”主题摄影展三大板
块，汇集泉州旅菲侨胞相关侨批200多件、移民菲律宾的泉州家
族族谱等历史资料1000多册 （含电子族谱）、海丝泉州主题摄影
作品100幅，回顾华侨华人尤其是泉州籍侨胞向菲律宾迁移的历
史踪迹及其积极投身侨居地发展建设的历程，多方位展现民间
友好往来、文化交流的历史。

“在侨批展上，观众不仅能了解侨批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商业
运营模式、品读菲律宾与泉州间侨批往来的细节内容，还能通
过侨批故事感受闽南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历程和与侨居国文化的
融合情况。”泉州市档案馆馆长廖晓凌介绍，在族谱展上，丰富
的姓氏文化介绍、具有代表性的泉州家族移民菲律宾故事和寻
根平台使用说明，让不少旅菲侨胞看到了自己家族迁徙的痕
迹，也有侨胞借此找到自己素未谋面的家族成员信息。

“我们将展览地点选在马尼拉中国城中的大型商场——美嘉
广场，这附近人流量大，华裔聚集。展览期间，许多侨胞朋友
闻讯赶来，也有当地民众前来参观，反响热烈。”菲律宾菲华各
界联合会主席蔡永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据悉，此次活动由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泉州对外文化交
流协会、菲律宾菲华各界联合会主办，泉州市档案馆、泉州市
侨联、泉州市文联承办，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南洋华裔族群
寻根谒祖综合服务平台、泉州市摄影家协会协办。

体验“一键寻根”

旅菲侨领蔡聪妙一来到展览现场，就直奔族谱展区，查找
自家族谱。本次展览中展示的 《塘东蔡氏族谱》 是蔡聪妙的族
谱。找到族谱后，蔡聪妙向周边观众介绍，自己在菲律宾出生
长大，祖籍中国福建晋江塘东。“我是塘东人。”地道的闽南话
道出蔡聪妙对故乡的眷恋。

在活动现场，族谱展和寻根平台人气最旺。现场登录寻根
平台门户网站后，观众不仅能一键搜索宗族谱牒，了解宗族成

员信息，还能通过 3D 全景技术“云探访”故乡侨村，“云打
卡”家族宗祠。

菲律宾华裔青少年施雅祺、施泓集姐弟，许伊倩、许伊晗
姐弟跟着家长一起来参观族谱展，当找到自家族谱时，高兴地
拍照留念。菲律宾华裔青年雷马特鲁埃达在族谱展仔细研究之
后，现场手写了详实的家族信息，委托泉州代表团帮他寻根。
旅菲侨胞、族谱爱好者施正顺在族谱展一呆就是半天，不仅翻
阅了展览中所有施氏族谱，还喊来亲戚朋友一起分享族谱信
息。蔡永宁在浏览族谱展后，深感他的宗族——青阳衍派蔡氏
的族谱可以纳入谱牒数据库，立马和族人商量捐赠事宜……仅
展览期间，就有十几名旅菲侨胞在现场通过寻根平台找到了自
己的族谱。许多侨胞感叹，没想到在菲律宾就能实现“云上
寻根”。

“上好佳集团董事长施恭旗先生坐着轮椅来到展览现场，观
看族谱展，听现场讲解。当找到他的族谱 《钱江上新厝渠利公
派家谱》 时，他非常激动，反复向泉州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表示
感谢。”许锦龙说，“在活动现场，我们经常能遇到这种‘暖
心’时刻。通过族谱展，我们真切体会到了旅菲侨胞对祖

（籍） 国和故乡的深厚情感。”
“这次族谱展和寻根平台吸引了许多华裔青少年，很多人主

动向工作人员询问族谱相关问题。这让我们感受到，姓氏文化
是海外华侨华人与宗族、家乡、祖 （籍） 国精神纽带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寻找宗族关系，他们能找到家族迁徙的脉
络，找到自己与祖 （籍） 国的血脉联结。”许锦龙说。

交流还在继续

“摄影展上，有位90多岁的老华侨在一张泉州姑嫂塔的照片
前看了很久。他说，年轻时，他每次乘船出海、返回泉州，看
到姑嫂塔就知道离家不远了。”泉州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
长、泉州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洪宗洲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展
览现场，有华裔青年看到泉州立交桥的现代景象，表示真想到
中国看看现在的泉州；也有侨胞看到泉州古城依然保留着历史
风貌，表示非常欣慰；还有菲律宾当地青年主动打听泉州的历
史风物故事。

“一图胜千言，一张照片就可能引发华侨华人的记忆共
振。”洪宗洲说，泉州市摄影家协会从近万张泉州相关摄影作品
中精选出100张最具代表性、感染力和冲击力的作品，希望观众
能直观感受泉州的历史文化魅力和新发展新变化。“这次活动让
我们意识到，海外侨胞非常愿意了解祖 （籍） 国的发展动态。
我们‘走出去’不仅能服务侨胞，还能吸引他们回中国走走看
看，共享祖 （籍） 国发展机遇。”

展览虽然短暂，但泉州与旅菲侨胞间的交流还在继续。活
动期间，泉州代表团与菲律宾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菲华历
史博物馆有关负责人一致同意，将族谱展转移至菲华历史博物
馆，继续展出至2024年5月，满足更多旅菲侨胞观展需求。

在侨批展上，第三届“世界记忆遗产·侨批”主题文学创作
大赛征稿启事发布，面向全球华人征集侨批题材原创文学作
品。“侨批是海外华侨华人与家乡亲人经济往来和情感交流的历
史见证，如今也是海外侨胞与祖 （籍） 国交流的载体。我们希
望通过传播侨批文化，激励更多旅菲侨胞传承先辈恋祖爱乡、
爱拼敢赢、无私奉献、诚信守诺的精神，加强中菲两国文化交
流。”廖晓凌说。

“这次系列活动是中国驻菲大使馆品牌活动‘中菲人文之驿’
的第七期。作为主办方之一，我意犹未尽。今年11月，菲律宾菲
华各界联合会将与泉州合作举办世界闽南文化节。我们已开始
全力筹备，相信那将是规模更大、内容更加丰富的一次文化盛
宴。”蔡永宁说。

图①：“海丝泉州走进中菲人文之驿”系列活动在菲律宾马尼
拉美嘉广场举办。

图②：“宋元中国·海丝泉州”主题摄影展上，志愿者正在向观
众讲解摄影作品。 均为受访者供图

今年 8 月，第九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在四川省峨
眉山市举办，澳大利亚新州精武体育会会长董蓓带领澳

大利亚武术队取得了一金、两银、八铜的优异成绩。“传承
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武术文化是我的毕生信念。”董蓓说。

澳大利亚新州精武体育会创立于1976年，一直致力
于在澳大利亚传承和弘扬中华武术等传统文化。多年
来，澳大利亚新州精武体育会参加了众多世界比赛和国
际交流活动，比如：2012年前往霍元甲的故乡天津市参
加世界精武武术文化交流大会，赴杨式太极拳的故乡河
北省邯郸市永年区等地与当地太极拳爱好者互动交流，
2018年赴浙江省余姚市参加世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等。

董蓓表示，澳大利亚新州精武体育会是一个非营利
组织，旨在推广和发展中华传统武术，传承精武精神，
通过武术增进中澳友谊，促进文化交流。在新冠疫情期
间，该会迅速发动募捐行动，用募集的资金购买手套、
口罩等防疫物资，支援中国武汉。澳大利亚森林火灾期
间，该会举办慈善演出，为受灾民众提供帮助，并将所

筹善款送往灾区。2022年，该会还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
士州政府的支持下成功举办中华武术节。

“在澳大利亚，中华武术正在逐渐进入当地人视野。
很多学员对中华武术从不了解到喜欢，甚至为此学习中
文、成为教练，推广和帮助新学员。通过持续练习，他
们不仅增加了自己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还学习了许
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一些人因为喜欢中国书法和
美食，选择到中国旅游。”董蓓表示，“我引以为傲的两
个海外学生东凯和静荷，于2022年6月成为我的杨式太
极拳第六代传人弟子。他们对中华武术的热情和付出令
人印象深刻。”

今年 6 月，由董蓓担任总负责人的澳大利亚全国武
术锦标赛在悉尼成功举行。8 月底，董蓓作为澳大利亚
队的总教练带领队伍参加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她表
示：“感谢中国和国际武术联合会提供了这些认识、理解
中华武术文化的平台。这些比赛能够让澳大利亚的武术
队员拓宽视野，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武术爱好者一同学
习、精进技术。我相信，回到澳大利亚后，他们将通过
自己的努力将中华武术传播到更多地方。”

（来源：中国新闻网）
左图：第九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上，董蓓（中）率

领的澳大利亚武术队获得了一金、两银、八铜的优异成绩。
受访者供图

“作为华侨艺术家，我
将继续以中国古典家具为
载体，向世界展示中华传
统文化，让更多外国民众
了 解 中 华 文 化 的 独 特 魅
力。”闽籍华侨艺术家、四
君子古典家具 （集团） 有
限公司董事长陈玉树说。

活用传统文化

1973 年，陈玉树出生
于福建省莆田市。他自幼
对 中 国 古 典 家 具 情 有 独
钟，童年时光大多在祖辈
的家具作坊中度过。陈玉
树说：“小时候，我的玩具
就是这些锯子、刨子和斧
头，当时就觉得木工技艺
中的榫卯结构很神奇。”

锛 凿 斧 锯 ， 光 影 交
织，陈玉树历经徒、工、
匠、师、家的磨砺，袭承
古 法 精 髓 ， 技 艺 日 益 精
湛 。 他 秉 承 着 良 材 、 良
工、良师、良心的精神，
从型、材、艺、韵4个方面
提炼中国传统家具精要，
在家具作品中将木作榫卯
结构和雕刻工艺发挥得淋
漓尽致，形成了独树一帜
的艺术风格，作品兼具实
用性与艺术性。

陈玉树曾旅居多个国
家，随着阅历的增加，他
逐渐对古典家具有了更深
的思考。在他看来，古典家
具不仅是个物件，也可以成
为传播中华文化的载体。
他将中华传统文化元素融
入艺术创作，把作品塑造成
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陈玉树表示：“传播中
华文化，古典家具可以成
为一个很好的媒介。我们
一直在做的，就是用古典
家具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

结合时代语境

多年来，陈玉树一直致力于将古老技艺与时
代语境相结合，让古典家具与时代合拍、与历史
同辙。

每逢国家重大活动，陈玉树都会结合相应主
题，从中华文化中汲取灵感进行创作。比如：他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创作了系列作品

《同道》，为北京冬奥会创作作品 《天·地》，为庆
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创作作品《同梦》等。

陈玉树说：“以作品《同梦》为例，主桌上的
回字纹代表了中华文化绵延不绝；凳子的形制像

‘回’字，4个龟足谐音‘龟’，又寓意‘回归’。”
陈玉树表示，每次构思作品的过程都是一段

思想苦旅。其间，他会参阅很多古籍资料，在吸
收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力求为古典家具赋
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

“每个时代的家具都有独特的文化烙印。我们
这一代手艺人要在传承技艺的基础上与时俱进，
创作出符合时代潮流的作品。用作品来表达时代
故事、镌刻时代烙印，这是我毕生的追求。”陈玉
树说。

促进文化交流

陈玉树设计创作的古典家具作品曾在亚太经
合组织会议、世界园艺博览会、世界博览会等诸
多国际场合露面，吸引很多外国民众驻足鉴赏。
在他看来，古典家具可以成为一种“世界语言”，
展现和诉说中国的文化和理念。

2018 年，陈玉树曾受邀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创作一个
作品，他回忆：“我以当地木材为原料，利用丝翎
檀雕工艺，雕刻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鸟天堂鸟和
富有中国特色的祥云纹饰，创作了中巴元素交
融、寓意两国友谊源远流长的作品《祥瑞》。”

“在古典家具中加入其他国家的文化元素，有
助于外国民众接受和理解中华文化。”陈玉树认
为，以尊重当地文化为前提，在作品中融合不同
文化元素，有利于文明交流和民心相通。

陈玉树表示：“古典家具可以成为民心相通的
桥梁。作为古典家具手艺人，我希望以创新的方式
展现中华文化的精粹，让更多外国民众了解和喜爱
中华文化，为中外民间交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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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张精美摄影作品展现

泉州发展风貌、一个个图文展

板再现泉州多个家族移民菲律

宾的历程、“一键寻根”帮助南洋

华裔族群寻根谒祖……9月9日

至11日，在菲律宾马尼拉美嘉

广场，“海丝泉州走进中菲人文

之驿”系列活动举行，很多人与

泉州来了一场美丽“邂逅”。

“看到泉州姑嫂塔就知道离

家不远了”“没想到能实现‘云上

寻根’”“真想去看看现在的泉

州”……参加活动的旅菲侨胞感

触良多。

澳大利亚新州精武体育会会长董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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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艺术家陈玉树在进行创作。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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