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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亚利桑那州侨界迎中秋庆国庆

本报电（旭光、雅鸿）近日，为庆祝中国传统中秋佳
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美国亚利桑那州华人
华侨联合总会、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
会、亚利桑那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联合社区各界共
同举办“迎中秋·庆国庆”庆典。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郭
少春与领区政商学媒各界代表近500人参加庆典活动。

活动中，郭少春代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向侨胞朋
友致以节日问候。郭少春表示，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
是全体中华儿女不懈奋斗的成果，其中包含了广大海外
侨胞的贡献。亚利桑那州侨胞的奋斗经历是千千万万
海外中华儿女的缩影。100多年来，亚利桑那州侨胞凭
借勤劳和智慧，顽强拼搏，在亚利桑那这片广袤、火热的
土地上书写出精彩的奋斗故事，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重要贡献。同时，亚利桑那州侨胞情系桑梓，积极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为促进中美友好和地方交流合作、传
播中华优秀文化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

由亚利桑那耆英会表演的合唱节目 《我和我的祖
国》《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爱我中华》 拉开
了“迎中秋·庆国庆”庆典的帷幕。华侨华人还表演了
舞蹈《烟雨江南》《舞起敦煌》《团团扇子》、川剧绝活

《变脸》、武术《太极扇》、儿童时装秀《东方古韵》等
节目，向观众们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风采。

展现最美的杭州

“都说你人间天堂享誉千载，都说你
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你好啊，杭州……”
随着杭州亚运会火热开赛，一首名为 《你
好，杭州》 的歌曲在海内外侨胞的微信朋
友圈中成为刷屏“爆款”。清脆圆润的琵
琶声搭配热烈欢快的摇滚节奏，尽显杭州
的古典韵味与现代活力。

杭州籍旅欧侨胞朱培华是 《你好，杭
州》 的作曲。半年多前，他和词作者杨晓
光开始酝酿这首专为杭州亚运会创作的歌
曲。“杭州的大街小巷充满我的儿时记忆，
这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城市，也是一座朝气
蓬勃的城市。如今，八方来客相聚杭州，共
享体育盛会，我要用我的音乐将最美的杭
州唱给世界听。”朱培华说。

在杭州亚运村，“南宋官窑瓷制作技艺”
非遗传承人、南宋官窑艺术馆馆长叶佳星格
外忙碌。在技术官员村和媒体村布置南宋
官窑展陈空间，在运动员村布置非遗文化市
集和互动体验区，叶佳星希望能让亚运健儿
们在参赛之余感受到杭州的浓浓宋韵。

“我的父亲叶国珍是一位新加坡归
侨，数十年来致力于研究传承南宋官窑瓷
制作技艺。这次，我协助父亲制作了一批
融合亚运元素的青瓷作品，作为献给杭州
亚运会的一份贺礼。”叶佳星说。

在 9 月 8 日举行的杭州亚运会火炬首
日传递活动中，叶佳星是第 53 棒火炬手。

“我跑的那一段在西湖断桥附近，里三层外
三层的围观群众齐声高喊‘杭州加油！中
国加油！’，特别振奋人心。”对叶佳星而言，
火炬传递有着特殊的意义。她希望传承亚
运精神，也传承杭州宋韵文化，向更多人展
现杭州的文化内涵和中国的文化自信。

还有许多侨胞和朱培华、叶佳星一
样，热切关注着杭州亚运会，并尽己所能
地对外讲述有关杭州亚运会的故事。

“2015年9月16日，在土库曼斯坦举办
的第34届亚奥理事会代表大会上，我作为
杭州申亚代表团的英文陈述人，见证了第
19届亚运会花落杭州的历史性时刻，从此
与亚运结下不解之缘。”杭州文化广播电视
集团双语主持人陈如冰 （播音名：永馨）
曾在海外生活多年。自2014年回国后，她
的工作始终与杭州亚运会息息相关：向亚
奥理事会介绍杭州、作为英文主持参与迎
接杭州亚运会的各大重要活动、制作全英
文专题栏目《走近亚运》……

9月 20日，亚运会火炬在浙江省内 10
个地市经过1800多棒的接力相传，回到杭
州，进行最后一站传递，陈如冰是第91棒
火炬手。“能担任杭州亚运会火炬手是我
的骄傲。杭州又一次站在世界的镁光灯
下，有更多关于杭州亚运会的故事等待我
们去讲述。”陈如冰说。

传递美好的祝福

录制祝福视频、“组团”观看杭州亚
运会开幕式及赛事直播、参与“迎杭州亚

运会趣味跑”系列活动……身处世界各地
的侨胞尽管不能近距离感受亚运氛围，但
依然早早进入“亚运时间”，以丰富多彩
的形式传递对杭州亚运会的美好期待。

9 月 19 日，在热烈的欢呼声中，杭州
亚运会沙滩排球比赛在宁波象山半边山沙
滩排球中心拉开战幕，这是本届亚运会的
首场比赛。赛前，在澳大利亚、法国、美
国、日本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象山籍海
外侨胞、留学生及旅港同乡纷纷通过“云
端”遥寄祝福。今年以来，象山县委统战
部围绕“同心海联·共绘亚运”主题开展
一系列迎亚运活动，吸引海内外侨胞积极
参与。

日前举行的“之江同心·侨助亚运”
系列活动暨世界华裔青少年迎亚运绘画大
赛同样反响热烈。30多个国家的华裔青少
年绘制近千幅作品，用生动的笔触描绘

“我心中的杭州亚运”。
“我们学校报名的40多名孩子中，最小

的4岁，最大的14岁，都是在海外出生长大
的‘侨二代’。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杭
州、了解杭州亚运会，老师们专门用半天时
间带孩子们做了功课，比如，中国民间流传
的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什么意
思？杭州西湖的断桥真是断的吗？杭州亚
运会的口号是什么，吉祥物‘琮琮’‘宸宸’

‘莲莲’又有怎样的寓意？”葡萄牙里斯本中
文学校校长陈晓红说。

最终，孩子们完成的画作让陈晓红十
分惊喜。尽管其中大部分孩子没有去过杭
州，但他们笔下的西湖美景栩栩如生。不
少孩子对陈晓红说，今后有机会一定要回
中国，去亲眼看看杭州究竟有多美。

在挪威奥斯陆，“杭帮菜”烹饪大师
马列为迎接杭州亚运会使出了自己的“拿
手绝活”。中国的糯米糖藕、日本的寿
司、韩国的泡菜烧五花肉、越南的春卷、
新加坡的海南鸡饭……马列最近在家精心
制作了一盘汇聚亚洲多国特色美食的“亚

运大餐”，并让一对双胞胎孙子用黄瓜丝
和胡萝卜丝在餐盘上方摆出“19”“杭州
亚运”的字样，邀请周边邻居一起品尝。

“我们的邻居除了挪威本地人外，还有
不少来自韩国、日本、印度、巴基斯坦等亚
洲国家，大家都很关心杭州亚运会。我和
家人将这盘‘亚运大餐’分发给邻居们，用
这种特殊的方式与各国友人一起欢庆杭州
亚运会。”马列说，美食和体育一样，可以跨
越国界，让不同国家的民众走得更近，“相
信杭州亚运会将彰显亚洲体育文化的多元
和包容，成为促进亚洲国家交流合作的一
场盛会”。

搭建友谊的桥梁

“心连着心，在一起。手拉着手，在一
起……”最近，朱培华为杭州亚运会创作的
另一首歌曲《在一起》时常在亚运赛场内外
响起。赛场上，亚运健儿奋力拼搏，尽情享
受这趟体育之旅；赛场外，海内外侨胞倾情
投入，以亚运为媒，推动中外交流，向世界
展示自信、开放、多彩的中国。

杭州亚运会开赛前，在尼泊尔华侨华
人协会会长金晓东的牵线搭桥下，尼泊尔
武术联合协会运动员、教练员一行15人提
前抵达浙江湖州清泉武术学校，进行赛前
3周的强化训练和交流学习。

“中国武术于1987年传入尼泊尔，距今
36 年历史。在此期间，武术在尼泊尔逐步
发扬光大。这次前来参加杭州亚运会的尼
泊尔武术运动员中，许多人是第一次到浙
江，他们很快就被当地秀美的风景和热情
好客的民风所打动。”金晓东介绍，在尼泊
尔，大家都很关注杭州亚运会。尼泊尔派
出了一支由 200 多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
参赛，展现出对杭州亚运会的重视。“我们
在尼侨胞都希望出一份力，搭建友谊的桥
梁，让中国和尼泊尔民众因为体育、因为亚
运而结下更加深厚的情谊。”金晓东说。

捏一个吉祥物“琮琮”造型的泥塑、
在陶瓷素坯上绘制亚运相关的彩图……在
杭州亚运村，叶佳星和团队同事精心准备
的制瓷体验项目，吸引各国运动员前来过
一把当手工匠人的瘾。

“运动员们可以将自己的手工作品带
回去，让更多国际友人了解宋韵文化，领
略中国传统艺术之美。”在叶佳星看来，
杭州亚运会既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会，也
是一个文明交流互鉴的舞台。

陈如冰也在为杭州亚运会忙碌着。作
为亚奥理事会特别授权添加该会会徽标志
的全英文栏目，《走近亚运》已经制作40余期
节目。在最新两期节目中，陈如冰会带着观
众探访兼具“人文美”与“科技感”的杭州亚
运村，并讲述亚运火炬手们的故事。

“杭州亚运会结束后，我还将继续向
世界讲述杭州故事，因为这里每天都在发
生崭新的变化。”陈如冰说，作为一名土
生土长的杭州姑娘，她切身感受到自己的
家乡因为亚运会而变得更具国际范和现代
感。“未来，我将继续用国外受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记录并讲述活力四射的杭州、
日新月异的中国。”

海内外侨胞：

把杭州亚运故事讲给世界听
本报记者 严 瑜

9月 23日，杭州第19届亚
运会正式拉开帷幕。这场体育
盛会让世界再次领略了中国的
活力奔涌、自信开放，也为亚
洲国家搭建起交流互鉴的崭新

舞台。
钱塘江畔，杭州正在绽放绚

丽光彩。五湖四海的侨胞心系
祖国、心向亚运，努力向世界讲
述精彩纷呈的杭州亚运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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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了，我们终于带着孩子们回来了！这里有太多让我们感
动的故事……”近日，在 2023“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苏无锡
营闭营仪式上，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老师昂蔚然说。

7 月至 8 月，2023“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苏营活动在江苏举
办。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60名华裔青少年分赴南京等地，感
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感知江苏的飞速发展。

夏令营期间，江苏各地纷纷组织营员探访当地历史古迹。在
扬州大明寺，营员们聆听了鉴真6次东渡的故事；在苏州，小桥流
水的古街让大家体验了婉约细腻的苏式生活；在无锡伯渎河畔泰

伯庙，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
大同的精神引发大家热烈讨论……此外，各地还安排了与淮剧、
剪纸、木偶、皮影等非遗文化有关的体验活动，让营员们感受传
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苏州园林让我们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与智慧。在烟雨
朦胧的小镇中漫步，那种美妙的体验深深地留在我们记忆里。”法
中国际中文学校的陈奕铭和肖佳怡分享了参营体会。他们表示，
通过学习书法、刺绣与陶艺等特色课程，爱上了中华文化。他们
觉得，传承中华文化是他们的使命。

寻张謇足迹、赏文物诗词，品沈绣绘画、学皮影剪纸，南通
营的江海风韵深受孩子们喜爱。“踏上唐闸古镇的石板路，我仿佛
与张謇先生展开了跨时空对话。”来自菲律宾的营员黄佳昕在日记
中写道。

“8 天里，我品尝了无锡美食，体验了泥人制作等非遗文化，
参观了东林书院、惠山古镇等人文景观，体会了无锡文化的深厚
底蕴，也领略了无锡都市的开放繁华”“盐城营的氛围很温馨，我
在这里零距离接触了精美的刺绣、惊险的杂技表演，还有特色鲜
明的淮剧文化”“在镇江，书本上学到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满
眼风光北固楼’等诗句都化为具象”……营员们纷纷感叹，此次
寻根之旅给他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他们要把学到的知识和
见闻带到海外，分享给家人朋友。

举办“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实体营的同时，江苏省侨联还联合
徐州、宿迁等市举办了10期“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上营，让不同
国家的海外华裔青少年万里结缘，在云端感受江苏的独特韵味。

“时隔3年，线下夏令营回归，多了体验感，线上营的保留则
让更多华裔新生代参与其中。不同的方式，同一份初心。华裔青
少年从中华文化中汲取的精神养分将进一步促进中华文化海外传
播，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江苏省侨联副主席艾卉说。

2023“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苏营举办——

传承文脉 寻根江苏
何 雯文/图

“我父亲很喜欢音乐，他给姐姐和我取名
弦音、弦和。弦和这个名字注定了我一辈子与
艺术结缘。”瞿弦和是著名演播艺术家、话剧
演员和主持人，在国内许多重大文艺演出中都
有他的身影。他演播和朗诵过各类作品千余
篇，他的声音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听众观众。

在日前举行的第十一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
大会上，瞿弦和被中国侨联、中国国务院侨务
办公室授予“中国侨界杰出人物”荣誉称号。

1944年，瞿弦和出生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南端
的楠榜省，后来随父母到新加坡生活。他回忆
道：“我爸爸妈妈那时都在华校教书。新中国成

立后，我们一家人于1950年回国并定居北京。”
1965 年，瞿弦和大学毕业后响应国家建设

大西北的号召，主动申请去青海工作。“怀着满
腔热忱，我坐上从北京开往西宁的火车。在青
海省民族歌舞团和青海省话剧团工作期间，我
几乎跑遍了青海各州县，还常常骑马深入偏远
地区为农牧民表演。艰苦的环境磨炼了我的意
志，让我一生受益。”瞿弦和说。

1973 年，瞿弦和调入中国煤矿文工团工
作，后来被推选为团长。在担任中国煤矿文工
团团长的 30 年间，他带领全团演职员创演了

《赵武灵王》《特别记者》等优秀剧目，将一场
场文艺演出送到矿区。他说：“那时我们经常

在井下演出，虽然条件艰苦，但看到矿工兄弟
们的笑脸，大家都感到很幸福。矿工兄弟亲切
地称我们为‘一支不拿风镐的采煤队’。”

在瞿弦和心中，参演 《黄河大合唱》是他
最重要的艺术经历之一。“黄河之水天上来，
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奔腾叫啸，使人精神振
奋！”瞿弦和朗诵的 《黄河之水天上来》 大气
磅礴、直抵人心，感染了无数听众观众。

瞿弦和介绍，《黄河大合唱》 共 8个乐章，
其中只有第三乐章为诗朗诵，此前乐团都不演
出该乐章。1986年，因为要制作完整版《黄河
大合唱》唱片，指挥家严良堃邀请他来朗诵第

三乐章。“我仍记得词作者光未然听完我的朗
诵后，含泪握着我的手表达谢意。”

瞿弦和曾带领国内文艺团体到50多个国家
和地区演出。在他看来，中国的歌曲、话剧、
杂技等艺术形式在海外都很受欢迎，中华文化

“走出去”时要兼顾内容的丰富多彩和形式的
多种多样，让更多人了解中华文化的魅力。

如今，已经 79 岁的瞿弦和依然活跃在舞台
上。瞿弦和说，有很多年龄相仿的老归侨几十
年来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奉献自己的
力量。“虽然退休多年，但我还想为文艺事业做
些力所能及的事，继续用声音陪伴听众观众。”

（据中新社电）

归侨艺术家瞿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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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夏令营期间，营员们观摩淮扬菜的水果雕刻技艺。图为夏令营期间，营员们观摩淮扬菜的水果雕刻技艺。

近日，60 余名来自世界
各地的华侨华人走进河北雄
安新区，参观雄安印象展览
馆、雄安规划展示中心、白
洋淀，实地了解雄安新区建
设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保护
情况，近距离领略新城新颜。

“到雄安后，我发现这里
是名副其实的‘未来之城’，
大部分设施靠科技驱动，城
市规划做得很好。”69岁的智
利华侨许敬言说，雄安毗邻
自己的家乡河南，未来或考
虑在此定居养老。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疏
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的 历 史 性 工
程。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
省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
边区域。

沿着绿荫大道，参访团
大巴驶进雄安，“妙不可言、
心向往之”的红底标语多次
掠过窗外。在首站雄安印象
展览馆，嘉宾们体验了裸眼
3D、多媒体触屏互动等数字
科技，全方位感受科技与城
市交融共生的数字景观。

新西兰华侨高和军上次
回国还是 2019 年，此行是他
首次来到雄安。“没想到短短6年，雄安建设进展得如
此迅速！”在雄安规划展示中心，高和军登上观景台，
远眺正在建设的雄安城际站与国贸中心片区。他说，
此次回国，近距离感受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盼望
雄安发展越来越好。

参访团随后来到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白
洋淀。天朗气清，芦苇摇曳，华侨华人踏上新安北堤
木栈道，纷纷以白洋淀为背景留影。“电影 《小兵张
嘎》 里的白洋淀给我们这代人留下深刻印象。如今，
亲眼得见，美景名不虚传，这也充分说明了雄安建设
过程中对环境保护的关注。”韩国华侨李长说。

雄安新区设立以来，白洋淀迎来有史以来最大规
模的系统性生态治理。2021年，白洋淀水质从2017年
劣Ⅴ类全面提升至Ⅲ类，步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

“随着建设有序推进，我们期待未来雄安新区的新
面貌。”许敬言说。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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