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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凝指咽声停处，别
有深情一万重”。作为独特、
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古筝
是中国文化的一张靓丽名
片。在澳大利亚悉尼，周雨
南创立的古筝学校致力于
推动古筝艺术走进悉尼，让
更多人感受到中国传统音
乐的魅力。

紫菜丰收

近年来，浙江省玉环市加强沿海环境的
治理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变化明显。随着
育苗、养殖技术不断革新，渔业增效，浅海滩
涂紫菜养殖成为渔民增收致富的好途径。

近日，玉环市干江镇下礁门浅海域的“海
上菜园”迎来丰收，渔民们忙着采收、分拣、打
包新鲜紫菜，投售给各地商家。

段俊利摄 （人民视觉）

“把它推到公众眼前”

周雨南出生在音乐世家，外公、母亲、
舅舅都从事音乐教育。在这样的家庭氛围
熏陶下成长，周雨南自然而然对古筝产生
了热爱。

“古筝的声音非常动人，琴音能带给我
慰藉。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喜欢这种
乐器。也因为喜爱，我走上了专业道路。”周
雨南说。

从沈阳音乐学院古筝专业获得硕士学
位后，周雨南随家人移民到澳大利亚，浓重
的乡愁让她对古筝的热爱又多了几分。谈
及外国人对中国传统乐器的态度时，周雨
南说：“虽然外国人对中国传统乐器不是特
别了解，但是当他们听到古筝表演时都会
感叹‘太美妙了’‘太好听了’。”

慢慢地，周雨南发现，很多华侨华人很
希望让自己的孩子了解中国乐器和传统文
化，但苦于没有门路。这让她下定决心：“我觉得
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在海外推广古筝文化。”

2017 年，周雨南在悉尼创办了古筝学
校。“佳期难得，好事多磨。在海外推广中国
传统乐器文化并不容易。一方面，专业的古
筝等民族乐器老师十分紧缺。”周雨南说，

“另一方面，古筝在悉尼不是主流乐器，怎
么把学校的名气打出去也是问题。”

当时，自媒体还没有那么发达，学校的
宣传推广全靠参与各种活动。春节音乐会、

社团活动、学生表演……一传十、十传百，
口口相传之下学校逐渐为人所知。“梧高凤
必至，花香蝶自来。”周雨南说，“古筝本身
的魅力就让人无法阻挡，我们要做的只是
把它推到公众眼前。”

慢慢地，来学习古筝的人越来越多。
“学生以华侨华人为主，这几年来，其他国
家的学生比例逐渐上升，澳大利亚、韩国、
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古筝正一步步走
到更多人面前。”周雨南说。

“希望能好好培养自己的学生”

学校成立以后，以一对一古筝培训和
小组教学为主。日常教学以外，周雨南带着
孩子们参与各种比赛、举办汇报表演、进行
考级评定，一心一意促进学员水平提升。

“干一行，爱一行。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就要对孩子们、家长们负责。”周雨南说，

“只有理论学习肯定是不够的，我希望孩子
们可以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今年年初的一场表演令周雨南印象深
刻。“从收到谱子到演出，孩子们只有两周
时间。尽管只排练过三四次，孩子们最终还
是把一个全新的作品演绎得很棒。”周雨南
说，“他们的努力和潜力都十分打动我。排
练的过程中有欢笑、有泪水，最终的舞台呈
现效果特别好。”

看着很多学生选择古筝参与奖学金评
选，甚至选择古筝作为高考时的音乐考试

科目，周雨南十分欣慰。“有一名印尼华侨
学生在他们学校的交响乐团里表演古筝，
他的妈妈十分骄傲，她从来没有想过在西
方的交响乐团里会出现中国乐器。”周雨南
说。

2022 年，周雨南和学校众人筹备举办
了“五周年庆暨古筝专场音乐会”活动。这
是新冠疫情以后学校举办的第一次正式演
出，老师和孩子们都十分重视，最终也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500人的音乐厅里，悠扬的
筝音诉说着表演者的努力，动人的音符让
观众沉醉其中。

“许多家长表示，希望以后多举办类似
活动。”周雨南也很受触动，“学古筝一定要有
展示的机会。为了这个机会，你自然而然会
更投入地学琴。在舞台上的进步是巨大的。”

“我希望能好好培养自己的学生，规范
化、专业化地传承弘扬我们的传统音乐文
化。”周雨南说。

“古筝不仅仅是一种乐器”

周雨南致力于探索中华传统乐器的时
代新变。“我们把小提琴曲改编成古筝曲、
和当地吉他艺术家共同弹奏《沧海一声
笑》、用古筝演绎《卡农》……让孩子们在中
西文化融合的氛围中学习古筝，这样做，古
筝会更容易被外国人接受。”周雨南说。

周雨南还经常与悉尼的茶艺老师、舞
蹈老师合作举办艺术沙龙或古风摄影，尽

可能让学员体验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我
们几个虽然专业不同，但经常聚在一起讨
论怎样才能让中华文化传播得更好。”

今年 10月，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举办
语言文学周活动，周雨南受邀表演古筝。微
风徐徐，筝音袅袅，吸引了不少学生驻足倾
听。“纤指轻拂古筝弦，音韵回荡入人心”，
周雨南用一曲《我和我的祖国》结尾。“浓厚
的文化氛围让人不自觉地沉浸其中。”她
说，“那一刻，我感受到中国留学生与我的
强烈共鸣，民族自豪感也油然而生。”

筝音悠扬唐宋韵，国粹弘扬华夏情。
近年来，越来越多华侨华人投身传播中华
传统文化的事业中，在悉尼掀起一阵国风
国潮。

今年初，澳大利亚海事博物馆和悉
尼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2023 欢乐春
节——走进博物馆过大年”活动让周雨南
念念不忘。“京剧脸谱、传统折扇、中式茗
茶、精美苏绣、瑰丽书画、传统汉服……各
种中国传统文化与当地文化相碰撞，在体
验千年传统手工艺魅力的同时，我也为祖
国感到自豪。”周雨南说。

“在我看来，古筝不仅仅是一种乐器，
它更是一种媒介，连接着华侨华人与祖国，
将演奏者的思乡情传递给听众。”周雨南
说，“尤其是华侨华人听众，在中国传统节
日时听到古筝演奏，都会产生一种别样情
愫。音乐可以直达人心。古筝不仅能展现传
统乐器的魅力，更传递着我们的文化自信
和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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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德国“中国曲艺周”落幕

近日，由中国曲艺家协会、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和欧
洲新媒共同举办的第八届德国“中国曲艺周”柏林专场
晚会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举行，260多位华侨华人及德
国友人共同观看。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公使曾颖如在致辞中表示，曲艺
是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
表现形式。中德两国在文化艺术领域有着广泛交流合
作，取得了许多可喜成果。希望曲艺这种根植中国民间、
深受普通民众广泛喜爱的艺术表演形式也能受到德国
朋友们欢迎。 （来源：中新网）

中法友谊互助协会举办25周年庆

近日，法国中法友谊互助协会举行庆祝协会成立25
周年庆典。法国中法友谊互助协会会长姜学峰、中国驻
法使馆临时代办陈栋夫妇、领事侨务处参赞万磊、法国
华侨华人会主席蔡君柱、欧拜赫维利耶市副市长田玲等
嘉宾参加。

姜学峰表示，25年风雨同舟，法国中法友谊互助协
会全体会员始终秉承“团结、互助、友谊”的创会宗旨，旗
帜鲜明地支持祖（籍）国统一大业，努力传承与弘扬中华
文化，维护侨胞合法权益，为促进中法两国经济、文化等
领域交流合作不懈努力。

陈栋高度肯定了中法友谊互助协会成立 25周年以
来，为和谐侨社建设，中法人文交流与两国关系发展等
方面所作的贡献。 （来源：欧洲时报网）

第八届“闽商大讲坛”举办

近日，由澳大利亚福建总商会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
所联合主办的第八届“闽商大讲坛”在澳大利亚悉尼成
功举办。这次讲坛聚焦世界经济局势下澳大利亚华人企
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来自澳大利亚商界和侨界的
200多位嘉宾出席活动。

澳大利亚福建总商会会长林文灯表示，当前正处于
信息时代，通过这次讲座，人们可以了解全球经济格局
和新兴技术等产业的最新信息，这将为澳大利亚华人企
业家提供一些关于未来业务发展、进军不同领域等方面
的指导和理论基础。

毕马威中国业务部合伙人支巧玲指出，会计师事务
所澳大利亚团队专门为具有中国背景的投资人和本地
华商提供服务和沟通平台，她很高兴与悉尼大学合作的
有关澳大利亚华企研究报告的核心内容分享受到欢迎。

（来源：中新网）

意东北华侨华人会举办捐赠活动

近日，意大利东北华侨华人联谊会在张居铭会长的
带领下，向慈善协会捐赠了大量衣服和鞋子。此次慈善
捐赠活动得到了联谊会法律顾问马利亚律师及多名热
心志愿者的大力资助和协助，体现了联谊会对当地慈善
事业的关注。

此次捐赠活动体现了跨文化团结的力量，展现了社
会各界合作共赢的良好愿景。慈善协会创始人对这一慷
慨捐赠表示由衷的感谢，并承诺将这些衣物和鞋子用于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为有困难的家庭带来实质性的帮
助和改善。 （来源：凤凰网）

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组织将分散的同胞聚成一个个
“大家庭”，共同维护自身权益、促进中外交流、传播中华
文化。

异乡再扎根

塞维利亚是西班牙南部一个美丽的旅游城市，不少
中国人到这里工作生活，把它当作了第二故乡。不过，植
根在心底的中华血脉一直没有被遗忘，浓厚的思乡情结
让他们在地中海沿岸团结起来，再次扎根。

2019 年，西班牙南部华商交流促进会（以下简称
“华促会”）在塞维利亚成立。此后，华促会一直热心中
西两国商贸合作与文化交流，同时将传承中华文明作
为自身的使命。

会长林科从上世纪 90年代起就在欧洲做中国的服
装出口贸易，非常了解中外文化的差异和海外华侨华人
的难处。20年前，林科来到西班牙，因为工作原因选择在
塞维利亚定居。林科说：“相比首都马德里，塞维利亚的
华侨华人组织发展较为滞后。我觉得很有必要组建一个
相关组织。”

一位同胞初到西班牙时，因缺乏相关知识，触碰了
法律红线。华促会及时出面调解，向警方解释情况。“遇
到此类事件，协会都会积极出面解决问题。我们和警方
逐渐增加了对彼此的了解，我们的权益也得到了更好的
保护。”林科说。

今年春节期间，华促会通过走访了解到居住在塞维
利亚的周先生患有重度糖尿病，行动困难，便立刻向中
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汇报情况，送上了准备好的新春礼包
和免费的回国机票，这让周先生十分感动。

经贸担重任

2023 年是中西两国建交 50 周年，4 月 15 日，华促会
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西班牙政商界的许多人来到会
场，称赞华促会在中西友好往来中作出的贡献。华商们
也借此机会介绍中国的新技术、新产品，提到了华为、小
米、大疆等众多国内企业。同时，他们也向西班牙的企业

家们取经。
林科和华促会的许多协会成员都来自浙江省丽水

市青田县。在海外这些年，他们一直心系家乡发展。林科
和西班牙友人交流时经常说：“我们一个小小的青田有
几百家咖啡店，你能品尝到很正宗的欧洲味道。我们非
常欢迎你们来青田走走看看。”

最近几年，林科积极推动家乡与西班牙的交流合
作，希望丽水市和塞维利亚市能够达成友好城市协议，
加强两地贸易往来。这是林科和其他同乡成员的共同
愿望。

华促会成员的子女也相继成为能干的商人。林科
说：“中国现在机会很多，也有很多世界500强企业。我们
真心希望这些孩子未来可以回到中国，为中国的发展贡
献一份力量。”

文化永传承

时值中秋佳节和中国 74 周年国庆之际，华促会举
办了晚会。大家非常热情，自发为活动捐赠葡萄酒、电
子产品、伊比利亚大火腿等物资，各方来客一起共同
庆祝佳节。

不少成员都带上了自己的子女，希望这些华二
代、华三代能够从小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有一个 6
岁的华三代小女孩上台跳舞，把晚会气氛推向高潮。
这些小朋友这么喜欢我们的传统节日，我们都很欣
慰。”林科说。

林科希望能够看到海外华侨华人在地中海沿岸的
这片土地上赓续中华文明。因此，他兼任了当地中文学
校的校长，关心后代的教育和发展。

每逢暑假，华促会和中文学校会联系国内相关部门
举办夏令营活动。一个在西班牙长大的华人小男孩一到
中国，便激动万分，连夜和家里通电话：“妈妈，我真没想
到，中国这么美。我真的太喜欢了。有机会一定要带你来
看看！”

林科说：“我们协会成员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的
孩子更加年轻，一定要重视华二代、华三代的教育。在海
外要学好中文，不要忘记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化，讲好
中国故事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