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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浙江省2023年“年度关键词”，“地瓜经济”需占一
席之地。“地瓜经济”是一种形象的比喻，描述的是浙江创
新形成的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高增长模式，鼓励企业

“走出去”，在“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同时，把“根”留在
浙江，让“块茎”长得更加粗壮硕大。

在该模式下，200 多万名海外浙商成为浙江开放发展
的重要力量。浙江义乌凭借发往 230 多个国家（地区）的
210万种商品所建构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成为浙
江侨商助力“‘地瓜经济’越耕越甜”的生动观察点。

“目前，我们已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相关组
织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后续将继续推动海内外文具行业的
互动。同时，我们正通过打造义乌骆宾王原创文化 IP‘咏
鹅’，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亚太文具协会联盟
主席、义乌市文化用品行业协会会长黄昌潮说。

数据显示，约 50%的义乌侨商来自浙江侨乡丽水市青
田县和温州市。

“30多年前，我和几名青田老乡在西班牙开超市，货就
来自义乌。”中西百货行业协会会长、义乌市美事达仓储有
限公司董事长夏永平说。多年来，他以义乌和西班牙马德

里为据点，在德国、意大利、波兰等8个国家（地区）建立海
外仓，累计给数十个国家（地区）提供丰富的百货商品。
2019年，夏永平还在义乌创办了自己的供应链品牌，并与
多个海外仓实现联动。

“我在义乌，做全球生意。”英国“一带一路”协进会常
务副会长、义乌市丰意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蔡丰平对此
深有体会。

70后侨商蔡丰平出生于温州。他曾随意大利采购商
到广州、义乌等地看样品。因义乌当地商品物美价廉、供
应链齐全，2009年蔡丰平在义乌注册了公司。

2020年9月28日，位于义乌中央金融商务区的世界侨
商大厦正式揭牌，旨在将侨资侨企、侨智侨力向该地汇
聚。蔡丰平是揭牌人之一，也是首名入驻大厦的侨商。

“目前，近80家侨企来这里投资设点。对广大侨企来
说，真正有吸引力的是义乌的市场和营商环境。”蔡丰平说。

意大利胜利之星董事长、义乌凯拓贸易有限公司负责
人傅初建是蔡丰平招引回来的侨商之一。入驻世界侨商
大厦后，他时常到蔡丰平的公司串门。“大家都是做外贸生
意的，合作空间很大，经常能在聊天中迸发灵感。”傅初
建说。

义乌市侨联主席王哲怀介绍，后续世界侨商大厦将被
打造成为“24小时商务洽谈场所”，适应全球各地时差，为
全球客户提供贸易便利。

以肥田沃土促“‘地瓜经济’藤旺根壮”的场景不止出
现在义乌。日前，2023年浙江省侨商青年企业家经济研修
班在浙江杭州举办，来自荷兰、意大利、马来西亚等30多个
国家（地区）的近45名侨商青年企业家参加。2023年，浙江
嘉兴举办了“创业中华·侨聚嘉兴”长三角侨商项目投资交
流大会，启动长三角侨商“藤蔓全球”计划，授牌成立“藤蔓
全球”侨商服务站，架起服务长三角区域侨商投资发展、链
接世界的“连心桥”，签约资金总额26.8亿元。

浙江侨商正发挥独特作用，为浙江经济建设积极出
力，为当地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强力推进创新深化、改革
攻坚、开放提升努力做出更大贡献。

（来源：中新网）

浙江侨商助力“地瓜经济”藤旺根壮
张 斌 董易鑫

古厝新生 侨乡蝶变
福建晋江梧林村是远近

闻名的华侨村，有着600多年
侨乡发展史，现存各式各样的
闽南官式大厝、哥特式和罗马
式洋楼、中西合璧名居、番仔
楼等历史建筑132幢。

近年来，梧林村大力开
展传统建筑修缮、基础设施
提升和人居环境整治，成立
乡村旅游运营公司，引入文

创、非遗、演艺、研学等文旅
业态，逐步发展成为乡村文
化旅游目的地。

上图：在梧林村华侨历
史建筑“胸怀祖国楼”内，梧
林村蔡文诗老人（中）为游客
义务讲解。

左图：小游客在梧林村
玩耍。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近日，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内，外国客商在洽谈采
购商品。 胡肖飞摄 （人民视觉）

近日，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内，外国客商在洽谈采
购商品。 胡肖飞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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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华文化的一扇窗户

“我们学校一共选送了 11 件作品参加此次展演活
动，孩子们积极性很高，都想露一手，展示自己的学习成
果。”澳大利亚澳洲华夏文化学校校长张晋和本报记者
聊起组织学生参加“华音飞扬”2023 全球华裔青少年器
乐展演的情况，话语间满是欣慰与自豪。

在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公布的获奖名单中，澳大利
亚澳洲华夏文化学校选送的2件古筝演奏作品分别获得
青少组和集体组的最高奖项“华音飞扬奖”。其中，获得
青少组“华音飞扬奖”的华裔男孩高飞翔 15岁。参赛作
品视频中，他身着蓝色绣金中山装，用娴熟的技法弹奏
了一首富有江西民间音乐风格的曲子《井冈山上太阳
红》。在另一段自我介绍的视频中，高飞翔不仅用中英
双语介绍了古筝的历史与特点，还用古筝模仿了竖琴、
古琴、琵琶、钢琴、吉他等多种中西方乐器的声音，惟妙
惟肖，充满创意。

“这群华裔青少年虽然在海外长大，但都喜爱中华
文化。学习古筝等中国民族乐器为他们了解中华文化
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
感更强了。”张晋说。

美国全美华裔青少年协会会长蔡雪玲深有同感：
“我们协会选送了 18名学生的作品参加此次器乐展演，
包括古筝、二胡、中阮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演奏。选送
作品全部获奖，这对孩子们是一种很好的激励。对孩子
们来说，中国民族乐器具有独特的魅力，能够拉近他们
内心与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情感距离。”

法国小熊猫学校校长罗坚的小儿子罗雨果 7岁半，
学习古琴刚半年。说起儿子的学琴趣事，罗坚笑言，对
这名中法混血的孩子来说，古琴仿佛有着一种神奇的吸
引力。“雨果对古琴很感兴趣，每天都会练琴，甚至经常
主动给自己‘加课’。只要一练琴，平日里活蹦乱跳的他
就会安静下来，完全沉浸在琴声中。课余，他还会拉着
爸爸上网搜索古琴相关知识。这次小熊猫学校选送了
10余件作品参加展演，其中就有雨果和另两名年长些的
孩子一起表演的古琴重奏《兰心蕙质》。”罗坚说。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的宗旨是弘扬中华文化，发
展华文教育事业，促进中外文化交流。音乐是一个重要
的文化载体，也是世界各国不同族裔通用的语言。我们
希望通过举办器乐展演活动，一方面集中展示全球华裔
青少年的器乐演奏水平，另一方面通过他们对音乐作品
的演奏和诠释，展现全球华裔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
貌和日益坚定的文化自信。”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秘书
长于晓向本报记者介绍，2023年是该基金会第二次组织

“华音飞扬”全球华裔青少年器乐展演，“跟 2022年举办

的首届活动相比，2023年参加展演的音乐作品完成度更
高、表现力更强。还有不少华裔青少年连续两年参赛，
演奏水平明显提升，出色的表现让评委们眼前一亮”。

推动中外音乐交流的使者

在全美华裔青少年协会选送的作品中，华裔女孩
张希琳用中阮演奏了中国传统小调《紫竹调》、日本动漫
电影主题曲《永远同在》以及柴可夫斯基创作的《拿波里
舞曲》等 3首乐曲，将中外音乐的交融之美展现得淋漓
尽致。

张希琳的妈妈告诉记者，10岁的张希琳学习中阮已
有半年多。“之前，孩子一直学习钢琴。一次偶然机会，
她观看了美国加州青年民乐团的演出，对中国民族乐器
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即参加了加州青年民乐团举办的为
期 6周的暑期项目，之后又在所就读的中文学校选修了
民乐相关的课后兴趣班。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希琳有幸
受邀参加了 2023年加州青年民乐团的年度演出。与她
习惯的钢琴独奏不同，民乐团需要集体配合，她觉得不
同乐器声音的配合非常奇妙。在学习民乐的过程中，她
也了解到古代丝绸之路对东西方音乐文化交流所起到
的重要影响，更深切地体会到音乐是世界共通的语言。”
张希琳的妈妈说。

于晓表示，在此次器乐展演中，融合中西音乐元素的
作品有不少。“有的孩子用中国民族乐器演奏西方名曲，
有的孩子则用西方乐器演奏中国经典曲目。其实，中外

音乐交往历史本就源远流长。海外华裔青少年正好具有
跨文化背景。因此，我们鼓励孩子们发挥音乐才能，用手
中的乐器展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交融。”于晓说。

西班牙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校长刘阿赫介绍，来自该
校的 10岁华裔男孩周月腾获得此次展演少儿组金奖的
作品，就是用钢琴演奏中国音乐家贺绿汀创作的名曲

《牧童短笛》。
周月腾的爸爸周日锴告诉记者，孩子用了半个多月

时间练习《牧童短笛》。“这首创作于 1934年的钢琴曲是
将西方音乐理论和中国音乐传统相结合的代表作。2023
年恰好是贺绿汀先生诞辰120周年，很有纪念意义。为了
让孩子更好地理解这首曲子，我妻子从网上搜集了大量
资料，给孩子讲解了《牧童短笛》的创作背景。2022年，孩
子参加首届器乐展演，用小提琴演奏了青海民歌《四季
调》。2023年，他参赛的另一件作品，也是用小提琴演奏
中国乐曲《牧羊姑娘》，获得了银奖。这两次经历大大激
发了孩子学琴以及了解中华文化的热情，他说2024年还
要继续参加展演，争取有更好的表现。”周日锴说。

在澳大利亚悉尼，高飞翔和姐姐高飞雪也时常扮演
文化小使者的角色，向当地民众展示中国民族乐器的魅
力。高飞雪在此次器乐展演中获得青少组金奖。他们
的妈妈夏菲介绍，两个孩子学习古筝近9年，目前都就读
于悉尼音乐学院附中。“虽然孩子们在学校主修钢琴，但
始终没有放弃学习古筝。直到现在，他们还坚持定期向
中央音乐学院周望教授和中国青年演奏家王燮老师学
习古筝演奏技巧。每次学校举办音乐会，他们都会上台
演奏古筝，并多次代表学校在多族裔文化交流活动中表

演。台下观众常说，来自中国的空灵琴声刷新了他们
对中国音乐的认知，令人惊叹。每每这时，孩子们都特
别骄傲，也更敢于对东西方音乐做出大胆的融合尝试。”
夏菲说。

提供更多走近中国的渠道

最近，澳大利亚华裔女孩何璟媛来到中国，参加由
江苏省侨办、江苏省海联会主办的海外华裔菁英青少年
大运河文化体验活动。“过去 3年，璟媛一直在线学习国
内各地侨务部门组织的中文和中华文化课程，‘云’游过
京杭大运河沿岸的多座城市，也通过网课学习了蒙古
族、瑶族等中国多个少数民族的乐曲。在这次器乐展演
中，她参与的古筝重奏《柳京之舞》获得集体组‘华音飞
扬奖’。相信到中国实地走一走、看一看，璟媛会对中国
以及中华文化产生更加具象的认知，也能帮助她更好地
理解自己所演奏的中国民族音乐。”何璟媛的妈妈何佳
益说。

“海外华裔青少年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学习中
华文化。我们经常鼓励孩子们将所学的中文、古诗词、
中国音乐以及在中国的见闻结合起来，全方位感知中
国、感受中华文化。”张晋说。

如今，海外众多华教机构纷纷挖掘资源，搭建平台，
让华裔青少年们有更多渠道学习、了解中国民族音乐，
并通过音乐桥梁进一步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在法国，中国民族音乐很受欢迎。之前，来自巴黎
的 4位中国民乐演奏家来到小熊猫学校所在的里昂，演
奏了古筝、二胡、琵琶等多种乐器，可以容纳2000余人的
场馆坐得满满当当。我的小儿子和许多孩子就是在那
场演出中被中国民族器乐‘圈粉’。目前，我们学校开设
了古琴课程，今后还将在里昂当地进一步挖掘中国民乐
教师资源，争取开设更加丰富的中国民族器乐教学班，
满足孩子们的学习需求。”罗坚说。

蔡雪玲计划将参加此次展演的优秀作品发布在全
美华裔青少年协会的学生中文电子期刊《开芽》上，向更
多人展示华裔青少年们的风采。“过去 3年多，我们协会
组织全美华裔青少年1万多人次参加了中国各地举办的
80多期‘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上夏令营。许多孩子
通过网上夏令营，认识了蒙古族的马头琴、苗族的芦
笙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乐器，并有机会跟国内专业音
乐老师学习中国民乐、民歌的相关知识。相信这些经
历都将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一粒粒中华文化的种子。”蔡
雪玲说。

于晓表示，今后，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将考虑组织
在器乐展演中获奖的海外华裔青少年来华，与国内爱好
音乐的青少年交流切磋，增进友谊。

“华音飞扬”2023全球华裔青少年器乐展演成功举办——

在多彩音符中感受中华文化之美美
本报记者 严 瑜

日前，由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主办
的“华音飞扬”2023全球华裔青少年器
乐展演落下帷幕。自2023年9月活动启
动后，来自30个国家的56所华教机构选

送了400余件作品参加展演。世界各地
华裔青少年通过手中的乐器展现对中国
民族音乐的喜爱，并在多彩音符中领略
中华文化的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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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澳洲华夏文化学校选送的古筝重奏《柳京之舞》。 澳大利亚澳洲华夏文化学校供图澳大利亚澳洲华夏文化学校选送的古筝重奏《柳京之舞》。 澳大利亚澳洲华夏文化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