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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1月 10日，2024“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
河南营火热开营，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日
本、蒙古国的61名华裔青少年及领队老师走
进中原大地。参观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探
寻中华文明发展脉络；游览郑州汲古瞻园，
体验宋代文人生活四雅“点茶、焚香、插花、
挂画”；到嵩山书院，参加正衣冠、读拜文、诵
经典等拜孔祈福仪式；赴新郑黄帝故里，共
祭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丰富多彩的
活动让华裔青少年们直呼过瘾。

“少林寺是我和妹妹最期待的一站。我
们在澳大利亚中华文武学校学习少林武术已
有半年，练过少林十三拳。前不久，我妹妹在
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 2023大洋洲少林考功
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到少林寺感受中国功夫
的魅力，是我和妹妹的心愿。”12岁的澳大利
亚华裔男孩胡庭恺用一口流利的中文告诉记
者，这次他和他的妹妹胡希童一起报名参加
河南营，希望能圆心中的“少林梦”。

近期，许多海外华裔青少年和胡庭
恺、胡希童一样，报名参加“中国寻根之
旅”冬令营，“打卡”中国多座城市，近距
离体验各地风土人情，全方位感受中国日
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16 岁的马来西亚华裔女孩黄诗喻在为
期 10天的“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黑龙江营
中，遇上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场雪，也实现
了冰雪运动“初体验”。“马来西亚没有明显
的四季之分，因此我特别希望体验一把中国
东北的寒冷。在冬令营期间，我不仅赶上了
下雪，和小伙伴们一起打了雪仗，还去滑雪
场尝试了滑雪，去冰雪大世界欣赏了美轮美

奂的冰雕和雪雕，并在哈尔滨融创乐园中央
大剧院欣赏了惊艳绝伦的情境冰秀《遇见·
哈尔滨》。”黄诗喻说，美好的冰雪之旅成为
她心中独一无二的记忆。

对来自南非的华裔男孩王韬来说，这次
时隔近 5年的中国之旅，留给他最深印象的
是中国的开放与现代化水平。作为“中国寻
根之旅”冬令营华侨大学营的营员，他在
2023 年底去了福建厦门、泉州两地。“在厦
门，整洁的市容市貌、便利的公共交通、合理
的城市规划让我惊叹于中国城市的‘高颜
值’。在泉州，我得知这里素有‘世界宗教博
物馆’之称，历史上多种宗教汇聚于此并留
下大量珍贵的遗迹遗物，多元文化交融的魅
力深深吸引了我。”王韬说。

“我们在设计黑龙江营的营课时，希望
带给华裔青少年尽可能多的体验，让他们既
能欣赏自然景观也能了解地方风俗，既能感
受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也能感知中国高新科
技迅猛发展。对华裔青少年们而言，这不仅
仅是一趟简单的旅行，更是认识祖籍国的一
扇窗户，希望他们能通过这次冬令营看到更
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黑龙江省侨联
文化宣传部负责人苏雪晶对记者说。

交友：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奔跑、传球、投篮……近日，在广西
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第二中学，一场热火朝
天的篮球友谊赛让现场的中马两国青少年
迅速熟络起来，融成一片。

“中国的小伙伴们球技很棒，我们打得
特别过瘾！赛后我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希望今后有机会再切磋球技。”16岁的马来
西亚华裔男孩郑钦泽和记者聊起不久前的

那场篮球赛，意犹未尽。
在 2023“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马来西

亚华裔青少年“运河向海”钦州营举办期间，
侨联得知这群来自马来西亚关丹的华裔青
少年喜爱篮球，专门在钦州当地小学和中学
安排了 3场篮球友谊赛，让他们与中国青少
年同台竞技。

“这 3场篮球友谊赛是我们为马来西亚
华裔青少年‘量身打造’的活动。比赛现
场，能够容纳近 1000人的场馆充满孩子们
的掌声和欢呼声。赛后，许多学生争先恐
后地与马来西亚华裔青少年们合影、签名
留念，气氛十分热烈。此外，我们还请北
部湾大学的体育老师给华裔青少年们上了
一节篮球训练课。”钦州市侨联主席李艾艾
介绍，此前，在马来西亚侨胞的牵线搭桥
之下，关丹多支篮球队曾到钦州交流联
谊，通过体育活动促进民间往来，“希望这
份以球交友的美好传统能在中马青少年之
间延续”。

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拉近心与心的距
离。在其他各地冬令营中，侨联同样组织
了各类互动活动，让华裔青少年有更多机
会结交朋友。

在厦门，来自南非、博茨瓦纳、美
国、阿联酋、加拿大等5个国家的华裔青少
年走进华侨大学，与在校大学生举行了一
场圆桌讨论。“我们天南海北地畅聊，对彼
此的学习生活以及所在国家的风土人情充

满好奇。”王韬说，平常大家主要通过网络
了解各国信息，这次来自五湖四海的华裔
青少年聚到一起，大家格外珍惜这个宝贵
的机会，希望多多沟通、增进了解。

河南省侨联为华裔青少年们安排了与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外国语学校学生进行交
流互动的活动。“我们探索华裔青少年与当
地学生‘一对一’结对模式，以此延展青少年
之间的友谊，拓宽中外人文交流的路径。”河
南省侨联文化经济联络部部长邱建锋说。

“我们这群华裔青少年生活在不同的国
家，具有不同的成长背景，但这个冬天，我们一
起奔向中国，用中文交流，畅谈过春节、包饺
子等熟悉的传统文化习俗，心中的那份亲切
感格外强烈。”20岁的中德混血女孩嘉琪说。

前不久，在黑龙江大庆，嘉琪与一同参加
冬令营的华裔青少年走进录音棚，录制了中
文歌曲《明天会更好》。“我们几乎都是第一次
进专业的录音棚录歌，特别酷。录制现场，8
个国家的华裔青少年共同唱起《明天会更
好》，用歌声送出我们对祖籍国的美好祝福，
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家人。”嘉琪说。

“回家”：找寻根脉、增添自信

聊起参加冬令营的感受，许多华裔青
少年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词——“回
家”。即便他们中的不少人是第一次来到中

国，但华裔身份依然让他们对中国油然而
生一股亲近感与归属感。

2023“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福建永
春营为祖籍福建永春的华裔青少年安排了
寻根谒祖活动。17 岁的华裔男孩陈威历这
样描述自己踏上故土的心情：“祭祖不仅是
为了缅怀前人，更是一个自我寻根和确认
身份的仪式。走在陌生的路上，心里头却
是一种熟悉的感觉。明明就不曾认识的各
位亲戚，交谈起来却没有任何隔阂，也许
这是刻在血缘里的记忆。”

“ 落 其 实 者 思 其 树 ， 饮 其 流 者 怀 其
源。”福建省侨联主席陈式海说道，“福建
是全国重点侨乡，闽籍侨胞人数众多，分
布广泛，对家乡感情深厚。2023 年，福建
共举办 16期‘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大
部分由地方侨联承办。绝大多数营员的祖
籍地在福建，他们中许多人回到各自的家
乡，追溯祖先足迹，探寻文化根源。”

胡庭恺的父亲胡鲲鹏告诉记者，他们
的祖籍在河南开封，这次鼓励孩子们参加
冬令营，回到家乡河南，也正是希望孩子
们能够借此机会寻根问祖，找寻自己的

“文化根脉”。
各地冬令营精心安排的中华传统文化

体验活动则让华裔青少年们在增强身份认
同的同时，更添一份文化自信。

“在马来西亚，我的父母非常重视对我
的中文教育和中华文化熏陶，我从8岁开始
学习书法。这次在哈尔滨，我们也体验了
用毛笔写福字，我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了
行书，还认识了文房四宝，对中国的书法
艺术有了更多了解。只有实地到中国来走
一走、看一看，才能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黄诗喻说。

跳竹竿舞、敲烟墩大鼓、制作坭兴陶、体
验中国茶艺、欣赏粤剧的耍刀花和水袖……
在钦州，侨联同样为华裔青少年准备了丰盛
的“中华文化大餐”。“在体验钦州特色的烟
墩大鼓时，一些华裔青少年非常兴奋，原来
他们在马来西亚学过舞狮，有的孩子能够熟
练地敲鼓。活动现场，他们与钦州当地青少
年相互交流各自熟悉的鼓点，大家因为共同
热爱的中华文化而热烈讨论的场景令人感
动。”李艾艾说。

在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荷兰代尔夫
特中文学校常务副校长王卓宇因为一幕画
面而热泪盈眶——在聆听了铁人王进喜的
生平事迹后，16岁的荷兰华裔男孩康益民走
到王进喜的雕像前，郑重地敬了一个礼。“从
孩子这个自发的举动中，我能感受到他对铁
人王进喜的崇敬之情。”王卓宇说。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铁人王进喜的故
事。‘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宁肯少活
20 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铁人王
进喜的这些话语让我很受震撼。我从铁人
精神中感受到中华民族从不弯曲的脊梁。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让我骄傲，当代中国
人民团结一心、坚韧不屈的精神同样让我
钦佩。”康益民说。

华侨华人 责编：严 瑜 邮箱：guojihw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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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裔青少年踊跃参加“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

“这个冬天，我们一起奔向中国”
本报记者 严 瑜

海外华裔青少年踊跃参加“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

“这个冬天，我们一起奔向中国”
本报记者 严 瑜

近期，由中国侨联主办的“中国寻根之旅”冬令
营在福建、广西、黑龙江、河南等地陆续举办，来自
世界各地的华裔青少年如同一群小候鸟，纷纷“飞”
回祖籍国，尽情饱览秀美的大好河山，深度体验丰富
的中华文化，度过一个充满浓郁“中国味”的冬天。

侨 界 关 注

提到韩国人最喜爱的中国料理，炸酱面当
之无愧。在韩国仁川中华街上，有一间炸酱面
博物馆。

炸酱面博物馆共两层，涵盖炸酱面的起
源、发展和文化等内容，每年还会举办各种主
题的特别展览。

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共和春”中餐馆。
1912年，华侨于希光在仁川创办这家中餐馆，取
名“共和春”，意在纪念辛亥革命胜利。“共和春”
被公认为韩国第一家以“炸酱面”为名售卖这道
中华美食的餐厅。

如今，炸酱面依然广受欢迎，但食客来到
仁川中华街的选择越来越多了，东坡肉、干烹
鸡、北京烤鸭、牛肉面、小笼包……中国各地
菜系汇集于此。

仁川华侨协会副会长周禧丰介绍，仁川中
华街的餐厅早期以鲁菜为主，现在韩国流行的
许多中国料理都是由当年的鲁菜演变而来。例
如，“溜三丝”是将“三丝鱼翅”中的鱼翅换
成其他海鲜和肉类，“糖醋肉”就是将“糖醋
里脊”中的里脊换成更常见的猪大腿肉。

每到春节、元宵节、中秋等传统节日，仁川
中华街上都会有许多来购买传统点心的游客。

在当地华侨华人眼中，仁川中华街不仅是
一条美食街，还承载着深深的历史记忆。

周禧丰说，仁川中华街所在区域早在140年
前就是繁华地带。1883 年仁川港开港后，现中
华街所在的仁川市善隣洞一带吸引了大批华
商、华农。其中，来自山东胶东地区的华侨最
多，因为那里与韩国隔海相望，环境气候相仿。

华侨在韩国兢兢业业，事业风生水起，促进
了当时韩国本地比较落后的生产和经营能力。

同时，大量华农为韩国引进了许多蔬菜品种。
周禧丰说，韩国泡菜用的白菜（用于需要腌制两
个季度以上的泡菜）、大头菜、胡萝卜、洋葱、青
椒等，最早都是由华农在韩国栽培的。

从仁川中华街炸酱面博物馆的展览中可以
看到，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炸酱面还被视
为一种高级料理，一般人只有在特定节日或庆
典才会吃。1948年山东华侨开发的“狮子牌春
酱”，制作方法便捷、价格低廉，也更符合韩
国人的口味，让炸酱面逐渐成为韩国人的日常
美食。

如今，仁川中华街最具代表性的美食还是
炸酱面。从仁川站去往第一牌楼的一整条街，
两旁都是以炸酱面为招牌的餐厅，被称为“炸
酱面街”。

在这里，游客们可以品尝到白炸酱、百年
炸酱等特殊的炸酱。白炸酱面的酱是白色的，
由黄豆制成，味道较韩式炸酱面更清淡。百年
炸酱面外观酷似中国炸酱面，味道更像韩式炸
酱面，但比韩式炸酱面稍咸，酱味浓郁，几乎
没什么水分。

经历了新冠疫情期间的艰难时光，目前仁
川中华街正在逐渐复苏。周禧丰介绍，除了韩
国本土和中国的游客外，许多来自泰国、菲律
宾、马来西亚等国的游客也很喜欢仁川中华街
的美食和文化。

2023 年 10 月，仁川中华街举办了为期两
天的庆典活动，推出多项体验中华文化的活
动，如中国传统音乐表演、月饼制作体验、关
公像巡游等，以铭记中华街 100 多年的历史，
并充满活力地开启更美好的发展新阶段。

（据中新社电）

共富村播 助农增收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

县禹越镇举办首届“共富村播
云嗨购”直播带货节，9 个行政
村的青年播客联动直播销售农
副产品，拓宽“土货”销售渠道，

增加农户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与共同富裕。

图为禹越镇三林村青年播
客在直播销售花卉。

谢尚国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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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华裔青少年在福建永春学习国家级非遗——永春纸织画制作。
康庆平摄 （人民视觉）

图为马来西亚华裔青少年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第二中学学生举行篮
球友谊赛。 钦州市侨联供图

图为马来西亚华裔青少年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第二中学学生举行篮
球友谊赛。 钦州市侨联供图

图为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外国语学校学生（右）展示赠送给华裔
青少年的春联。 河南省侨联供图

图为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外国语学校学生（右）展示赠送给华裔
青少年的春联。 河南省侨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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