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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一家

不久前，“英伦郭哥一家人”账号发
布了一则视频。画面中，郭头头分享了
自家的“混搭”餐饮：传统英式菜肴搭配
中国的“老干妈”酱料。餐桌旁，郭艺正
在和曼达讨论中式酱油的妙用。视频
里不时传来一家人欢乐的笑声。

这是“英伦郭哥一家人”发布的第
379 条视频，也是一家人做自媒体以来
的又一热门作品。

说起这个中英跨文化家庭，有很多
有趣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北京电影乐团的笙
独奏演员郭艺独自背上行囊，前往英国
追寻音乐梦想。

在英国学习指挥期间，郭艺勤工俭
学，常常到特拉法加广场、伦敦中国城
等地进行街头表演。几十年来，郭艺的
笙乐让他收获了一批忠实的英国听
众。他还曾前往40多个国家进行演出，
把中国民乐介绍给各地观众。

一次街头表演的机会，让郭艺邂
逅了伦敦姑娘曼达。两人一见如故，
还曾联手进行过街头演奏。1987 年，
郭艺与曼达结为连理。几年后，儿子
郭头头出生。

从小，郭头头就对中英两种文化抱
有浓厚兴趣。家中墙上既有他画的唐
僧和孙悟空，书架上也放有曼达送给他
的莎士比亚戏剧。

2014 年，郭头头考取利兹大学，进
入戏剧历史专业。“爸爸擅长音乐演奏，
妈妈为我讲文学和艺术，这些都让我对
表演和戏剧产生了兴趣。”郭头头说。

25岁时，郭头头踏上了前往中国的
旅程，开启自己的模特生涯。在中国工
作、生活期间，郭头头的中文水平突飞
猛进，这段经历也让他对中国文化和社
会发展有了更多体会。

新冠疫情期间，郭头头返回伦敦
照顾父母。随着对中文和中国了解加
深，他越来越能捕捉到，家里中英文
化碰撞的有趣细节。

2020 年，在郭头头的积极推动下，
父母在社交媒体上开通了账号——“英
伦郭哥一家人”，开始分享跨文化家庭
的生活点滴。郭艺和曼达负责出镜，郭
头头则担任导演、剪辑和后期。

东西文化碰撞的内容收获了许多
粉丝。如今，“郭哥一家人”在 You-
Tube、抖音、小红书等中外 20 个社交媒
体开通账号，同步上传视频，全网粉丝
数约200万。

把故事搬上镜头

随着一家人对自媒体越来越熟悉，
每名成员也找准了各自的“人设”。

作为笙乐手，爸爸郭艺把民乐演奏
搬上了镜头。他常结合中国传统节日
的时间点，策划不同主题的线上演奏

会，有时还会与美国、欧洲的演奏家朋
友进行线上“云合奏”。

“中国民乐太美了，请多多分享！”
“第一次听到中国民乐，太震撼了，在哪
里能买到CD？”……点开海外视频平台
的评论区，常能看到观众的英文留言。

“过几天，我和几位演奏民乐的朋
友要去一家伦敦的养老院进行演出。
每逢春节来临时，我都会受邀前往这家
养老院演奏，这个传统已经延续 20 年。
养老院里观众大部分是英国人，中国民
乐很受大家欢迎。”郭艺说。“过去，我的
主舞台在街头，如今，我的新舞台在镜
头前。希望通过这个新舞台，让更多人
听懂笙乐、了解中国民乐，在音乐中增
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视频中，郭艺还是位幽默的“段子

手”。除了分享演出经历，他还常常
“开麦”畅聊，与网友分享北京胡同里
的见闻，讲述当年北京小伙儿闯荡英
伦的故事。说话间，“豁、嘿呦、忒够意
思了”的京腔，也让许多海外华人网友
大呼亲切。

“朴实无华，幽默风趣！郭哥的视
频让我们了解了英伦华人的衣食住
行。”“我也在伦敦生活，看着您的频道
很亲切！喜欢您的长视频，听您讲年轻
时的故事，特别有意思！”……点开海外
视频平台的评论区，常能看到网友在郭
艺的视频下这样点赞。

作为“英伦郭哥一家人”账号的女
主角，妈妈曼达也擅长讲故事。在 《中
英夫妻真实的一天》《结婚30余载，中
英夫妇的文化冲突》 等多个视频中，

曼达娓娓道来，向观众讲述生活中文
化碰撞的小事，分享她与郭艺在磨合
中增进理解的经历。

在曼达出镜的内容下，常能看到有
海外网友分享自家跨文化家庭的故事，
不少网友对曼达的讲述表示了共鸣。

“很高兴与大家分享我们的日常，
我们感到自己为加深中英之间的理解
作出了小小的贡献。尊重不同之处，也
尊重相似之处，我想这就是跨文化家庭
快乐生活的秘诀。”曼达说。

这几年，随着郭头头中文越来越
好，他也开通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社交
媒体账号。在他的频道，郭头头做了许
多有趣的策划。

在伦敦唐人街，郭头头多次发起
中国文化分享活动，邀请伦敦市民品
尝中国美食，并向大家介绍美食背后
的历史。他介绍的中国美食既有月
饼、包子、肉夹馍等，也有重庆辣子
鸡、羊肉串等，每次活动都能吸引许
多伦敦市民参与。

“作为一名在英国长大的‘华二
代’，我热爱中国文化，希望在英国传播
中国故事。我想创作更多有趣且生动
的内容，让中国文化走进更多人心里。”
郭头头说。

搭建沟通的桥梁

除了发布视频内容，“英伦郭哥一
家人”还定期出现在直播间，与粉丝
分享生活点滴，为网友热情解答与中
英跨文化交流有关的各种问题。每次
开启直播，都有全球各地的网友来到
直播间。在评论区，常能见到“来自纽
约的祝福”“来自荷兰的问候”“来自加
拿大埃德蒙顿市的祝愿”等留言。

如今，一家人的账号还有了更多热
心的帮手，其中既有在英中国留学生，
也有民乐演奏者，还有社交媒体达人。
在朋友的热情帮助下，“英伦郭哥一家
人”的自媒体事业蒸蒸日上。

近几年，郭头头还收到不少在伦
敦的中国文化活动邀约，邀请他担任
主持人。2021 年中秋节以及 2023 年春
节等节日期间，他主持了多场华人社
区的庆典，用中英文向中外来宾介绍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是一个魅力十足的国度，西
方媒体和西方人了解得还不够多。我
希望通过参与文化活动，打破更多有关
中国的刻板印象，自信讲出中国故事。”
郭头头说。

郭头头的主持活动也得到郭艺和
曼达的全力支持。

“我非常赞同头头参与中国相关的
文化和主持活动。这有助于将中英双
方的人聚集在一起，拉近距离。我
想，这一切都是为了搭建沟通的桥
梁。”曼达说，“我和郭艺都是这项事业
的一分子，现在也把这项任务传递给
了头头。我们都将为促进中英沟通保
持动力和热情。”

在英国伦敦，有这样一
家人——爸爸郭艺是来自北
京的演奏家，妈妈曼达是伦
敦的园艺师，儿子郭头头是
中英混血儿。几年前，郭头
头和父母一起开通了社交媒
体账号“英伦郭哥一家人”，
定期发布视频，讲述跨文化
家庭的趣事、介绍中英文化
差异、分享中国文化故事。

郭头头也开通了自己的账
号，发布在伦敦街头介绍中
国文化的视频，分享自己在
英国主持中国文化艺术活动
的经历。目前，“英伦郭哥一
家人”在中外社交媒体网站
上的粉丝共约 200 万，他们
说，希望通过视频拉近中外
观众的距离，搭建中英之间
的桥梁。

侨 界 关 注侨 界 关 注

热 气 腾 腾 的 茶 点 ，
装在圆形竹蒸笼里；轻
揭蒸笼盖子，冒出团团
水蒸气，菜品和竹笼屉
清香四溢……这是海内
外不少食客的餐桌记忆。

这抹竹子的清香，大
部分源自广东省罗定市
泗纶镇里生长的罗竹。
泗纶镇素有“中国竹蒸笼
之乡”的美誉，这里多低
山丘陵，气候温和，降雨
丰沛，适宜的地理气候条
件使得罗竹竿粗节疏、气
味清香。据广东省人民
政府地方志办公室记载，
早在清嘉庆年间，罗定市
泗纶镇及周边地区便有
制作竹蒸笼的传统，其
中，以泗纶镇生产历史尤
为悠久，产业尤为集中。

走进泗纶镇的蒸笼
生产基地，竹香扑面而
来。遮阳棚下，编织好的
蒸笼被围起来晾晒。生产
车间内，工人们正对竹片
切割、定型、打磨。

“我们一般是取生长
3 到 5 年 的 竹 材 ， 从 砍
竹、开竹、破竹、烘片
到编笼底等，全都用传
统的手艺。”罗定市恒兆
蒸笼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群英表示，用泗纶蒸笼
蒸制食物，既能保留食
物的原汁原味，还能给
食物留下竹子清香。用
泗纶蒸笼保存食物，蒸
气凝水还不会倒流，食
物不易变馊。这些特性
使泗纶蒸笼深受海外客
商青睐。

“此前，有德国客商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蒸笼
蒸出来的糕点那么香，怀疑我们加了香精。他们的
质检人员检测罗竹后，发现香气来自竹子天然的味
道。在那之后，德国采购商就成了我们的长期客
户。”张群英说。

“有华侨华人的地方就有泗纶蒸笼。”张群英
说，罗定乡亲遍布多个国家和地区，竹蒸笼产品
也跟随华侨华人的脚步传向海外。这些年，公司
推出了多种规格尺寸的竹蒸笼，不少产品畅销欧
美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中国农历新年即将到来，竹蒸笼的海外订单
也变多了。“现在供不应求，一会儿我还要赶去和
海外客商商量采购事宜。”张群英说。

泗纶镇有句俗语：“织蒸笼，唔忧穷”，意为
编织蒸笼，收入不愁。在当地，种植、编织、收
购、销售竹蒸笼早已形成产业链。泗纶镇几乎家
家户户都会编织竹蒸笼，这是当地人生计的主要
来源。如今，泗纶镇从事蒸笼加工的人员约有1.2
万人，竹蒸笼相关产业年产值超过 3.2 亿元人民
币。泗纶镇的蒸笼出口量占中国同类产品85%。

传统手艺守住了泗纶蒸笼的品质，蒸笼品种
也在传承中日益丰富，逐渐成为时尚的家居饰物
和馈赠佳品。

自幼跟随父母学习制作竹蒸笼的沈美娟，
2013 年回乡创业。如今，她作为泗纶蒸笼编织技
艺传承人，正在尝试创新设计，结合现代需求开
发新式竹制品。

“蒸笼寓意蒸蒸日上，蒸笼圆形的形状也有团
圆、团结的意蕴。近几年，我们研制出的小巧蒸
笼礼品很受市场欢迎，许多顾客都会买来赠送亲
友，表达美好祝愿。”沈美娟说。

为了传播竹编文化，这几年，沈美娟还开展
了非遗竹编研学。“希望竹编文化的接力棒一直传
承下去，传到更多年轻人的手上。”沈美娟说。

（来源：中新网）

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白沙门上村的兴潮天后宫，
历经近 3年时间重新修缮，近日面向公众开放。连
日来，前来祈拜求愿的妈祖信众络绎不绝，宫庙香
火旺盛。

海南省兴潮妈祖文化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
兴潮天后宫总设计师蓝木耀介绍，兴潮天后宫始建
于元末明初，因庙宇年久失修，于2021年3月在原
址上重新修缮。此前，海口市政府于2019年将兴潮
天后宫列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重新修缮的兴潮天后宫占地约 5亩，主殿建筑
面积 650平方米，为三山门三进式。走进兴潮天后
宫，门口一座门坊气势雄伟，庙宇内各处雕梁画
栋、灰塑壁画，主殿门口塑造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两
神像，与两面宫墙上的民间壁画和撰联相得益彰，
整体设计庄严大气、富丽堂皇，展现出潮汕地区的
乡土特色和古建筑特色。

“兴潮天后宫主殿屋顶由两层构成，金銮殿内
建有 14条盘龙柱，这在传统建筑中比较少见。”蓝
木耀说，重新修缮的兴潮天后宫按照潮汕古建筑设
计布局，邀请潮汕地区的能工巧匠进行施工，整座
建筑集石雕、木雕、瓷嵌、壁绘、灰塑、贴金之大
成，工艺繁复细腻，兼具艺术性和观赏性。

蓝木耀表示，兴潮天后宫铭刻着潮人商帮的艰
辛创业历史，从唐宋开始，历代潮人先辈就不断往

来中国与东南亚地区。随着潮人不断来琼参与海岛
开发，至今在琼潮人已多达百万。

“海南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潮人
在琼经商以后，曾把海口白沙门古港作为补给站采
购物资、歇脚避风。”海南省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专家
杜汉文说，当时在琼潮人出于出外创业和抱团发展
的现实需要，以及出海冒险祈求妈祖庇佑的心理需
要，在潮人聚集的白沙门古港即现今白沙门上村，建
造了一座团结乡邻的兴潮（会馆）天后宫，此后，兴潮
天后宫逐渐成为潮人联结乡情乡谊的象征和纽带。

杜汉文介绍，兴潮天后宫因清初海禁庙宇残破
失修，乾隆二十年 （1755年） 由兴化府和潮州府在
琼商户共同捐资修缮，正式定名“兴潮天后宫”。
嘉庆十八年 （1813 年），兴潮天后宫由潮籍商船户
独资再次修缮。现今兴潮天后宫内展示的两方石
碑，翻刻记录了兴潮天后宫的修缮历史由来，门坊
一侧则保留了记录乾隆二十年重修兴潮天后宫历史
的原碑。

妈祖文化在中国传播已有上千年历史，目前，妈
祖信众遍布五大洲49个国家和地区，有3亿多人。

“东南亚地区有不少侨胞十分关注兴潮天后宫
重建。我们计划之后邀请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相
聚兴潮天后宫，共谒妈祖、共叙情谊。”蓝木耀说。

（来源：中新社）

◀“英伦郭
哥一家人”视频
截图。

受访者供图

▶ 郭 头 头
（右）在伦敦中国
城发起街头挑战
活动，邀请伦敦
市民品尝中国包
子。图为郭头头
个人频道发布视
频的截图。

受访者供图

春节临近，位于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的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越发热闹起来。近年来，该区优化税收营商环
境，实施税费优惠政策，推动文旅消费。图为市民在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采购年货。 王旺旺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