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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从事中餐业近30年，巴
塞罗那中餐业协会会长沈岱曦和妻子
夏蓉自称“老中餐人”。从经营“老外版
中餐”到探路“新中餐”，他们致力于让
中国味道在西班牙引领“新食尚”。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当地人对中
餐的印象是便宜的快餐。”沈岱曦和夏
蓉说，早年间，中餐业者迎合当地人口
味，改造出一套“老外版中餐”，代表菜
是春卷、三鲜炒饭和杏仁鸡。在很多当
地人印象里，中餐似乎只有这几道菜。

沈岱曦和夏蓉 1995 年移民西班
牙，刚开始在亲戚家的酒店工作，后
来在巴塞罗那拥有了自己的酒店，曾
经营“老外版中餐”和连锁自助餐超
过20年。

随着中餐在海外的认知度和认可
度越来越高，沈岱曦和夏蓉重新进行
市场定位，于 2018 年和 2019 年在巴
塞罗那创办了以“新中餐”为特色的
中国花园餐厅和君子兰餐厅。

在沈岱曦和夏蓉看来，“新中餐”
要突破传统中餐理念，不断吸纳和融
合住在国的食材和烹饪方式。在追求
地道口味的同时，“新中餐”也注重菜
品的摆盘和呈现，将传统中式元素和
现代审美相结合。

“比如，我们会用菠菜汁和墨鱼汁
把饺子皮制成不同颜色，在区分荤素

的同时，也增加视觉上的美感；在炒饭
里加入西班牙著名的黑猪火腿丁，让当
地食客更有亲切感；当地人习惯性认为
深红色酱汁是咸的，我们就将糖醋里脊
的酱汁改成了橘子汁。”沈岱曦说。

“我们也会通过改刀和变形，更
好地呈现菜品。”夏蓉说，在当地人
的饮食习惯里，肉类和海鲜要做到无
骨、无壳、无刺、无腥，“于是我们将
鱼骨剔除后，将鱼肉改花刀，如一朵
朵菊花在盘中盛开，虾仁则裹上面包
糠炸制，吃起来香香脆脆。”

“中餐业者自信心提升也是‘新中
餐’与‘老外版中餐’的最大区别。”沈
岱曦说，自信心体现在很多方面：现在
西班牙很多中餐馆都会在刀叉旁放一
双筷子；餐厅的装修也更多地体现中
华文化元素；肉夹馍、煎饼果子等中国
小吃加入中餐馆的菜单，深受当地食
客欢迎，这在以前也是不敢想象的。

“新中餐”也成为当地一些大型
活动的时尚之选。沈岱曦和夏蓉的中
餐团队常年承接企业年会、艺术展等
活动的餐食服务，他们会根据酒店、
古堡或博物馆等不同场景，准备契合
主题和氛围的中餐菜品。

夏蓉说，西班牙的酒店和古堡的
厨房设备不适合做中餐，往往要提前
在自己的厨房备菜，在与西班牙厨师

团队合作时，也会遇到思想和理念的
碰撞。“比如他们做南瓜汤等汤品时
习惯用机器打碎食材，而中餐习惯把
豆腐、菌菇等食材在汤里完整呈现，
我就会从中餐烹饪逻辑和食用习惯的
角度解释为何这样做”。

业余时间，夏蓉也在西班牙霍夫曼
烹饪学校进修学习。学习期间，她常常
和老师们交流中餐业在当地的发展，倾
听他们的建议，也学习他们将烹饪当做
艺术来做的态度。“其实不管是中餐还
是西餐，要更好地呈现一道菜，从食材
的选择到味道的搭配，从菜品的摆盘到
最佳享用时间都要下足功夫。”夏蓉说。

“1958 年，巴塞罗那第一家中餐
馆大华饭店建立，此后中餐业在风雨
中持续发展，如今已经有足够的底气
征服当地人的味蕾。”沈岱曦说，据不
完全统计，巴塞罗那目前有500多家
中餐馆。此外，很多主打“新中餐”的
餐馆在西班牙多地陆续开起来，一些
老牌中餐馆也向“新中餐”方向转型。

沈岱曦认为，不管呈现的方式如
何升级，判断一道菜是否合格最基本
的标准还是好不好吃，要先满足食客
的口和胃，才能更好弘扬中餐文化。

“未来我们还会不断学习和探索，让
更多人体验到舌尖上的中华文化”。

（来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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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 花 灯 进校园
近年来，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水部街道第

五中心小学聚焦传统非遗文化的升级创新，打
造“花灯+舞蹈、音乐、美术、科技”系列特色文化
课程，并创新编排花灯舞、花灯秀节目，深度

挖掘传统文化内涵，让孩子们体验非遗文化乐
趣，争做“福文化”传承人。图为学生正在体验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南后街花灯
制作工艺。 谢贵明摄 （人民视觉）

侨 乡

新 貌

唱响优美中国旋律

“巷子口，买了花；穿过沿街红墙
青瓦，夕阳慢慢亲吻着我的白发……
我们苍老的时候，就回到小时候；采
青梅用来酿酒，你不许偷着喝……”4
月 2 日，在“童声里的中国”海外推广
交流 2024 年活动发布暨童诗童谣童
歌精选作品海外传唱仪式上，一个
线上的合唱表演引人注目。视频
中，窗明几净的小礼堂里，匈牙利
华星文化艺术学校的华裔青少年身
穿红色衣裙，和老师一起深情演唱
中文歌曲 《花开忘忧》。声情并茂的

演绎打动了现场所有人。
“中国的丹青里有我，我就是那

出水的小荷；中国的锦绣里有我，我
就是那编织的金梭；中国的故事里有
我，我就是那动人的传说；中国的希
望里有我，我就是那未来的寄托……
因为我的心中有一个最美、最美的中
国……”来自意大利中意国际学校、
西班牙哆来咪文化艺术学校的学生和
南通市青少年一起合唱主题曲《童声
里的中国》。在悠扬旋律中，“童声里的
中国”2024年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以开启‘童声里的中国’海外推
广交流系列活动为契机，我们将进
一步深耕品牌建设，唱响美好中
国。”南通市海外联谊会会长王小红
表示，新的一年，让更多优秀中文
童谣唱响海外，南通市海外联谊会
将创新传播方式，持续做好中外文
化交流。

作为江苏省“童”字系列美育活
动的重要品牌，“童声里的中国”已走
过 18 个年头。“2006 年，当‘童声里的
中国’在我们学校启动时，大家都没
想到文化交流的小嫩芽会茁壮成长
为如今的模样。”南通市通州区实验
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王笑梅说，近
年来，“童声里的中国”内涵不断拓
展、活动更加丰富、影响力进一步提
升。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不仅从
道德涵育与审美心理等更深层次熏
陶和涵养孩子的心灵，也在海内外
青少年之间架起了“连心桥”。

去年4月，在江苏省侨办、省海
联会的大力支持下，南通市侨办、

市海联会首次启动“童声里的中国”
海外推广交流活动。“活动受到各方
好评，这让我们备受鼓舞。”南通市
侨办主任金志伟介绍，过去一年，
来自全球五大洲 10余个国家 50余所
华校千余名海外华裔青少年相聚云
端，用歌谣传唱真情、用音符凝结
友谊。今年，活动将通过童诗童谣
童歌精选作品海外传唱、海外华裔
青少年歌谣创作大赛、开展特色江
海文化云课堂、海外推广交流主题
展演、国际青少年文化交流夏令营
等方式，采用贴近海外华裔青少年
的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
声音的全球化表达。

记录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

“蓝草儿青，菜花儿黄，南通州，
靠长江，镂花的版子刮白浆，挂上了
架子晒太阳，放进大缸染一染；天蓝
蓝呦云白白，呜呜哩噜，呜呜哩噜，蓝
白点儿像花开，蓝印花布美名扬，美
名扬……”这是通州区实验小学自创
词曲的童歌《蓝印花歌》。

“这首童歌创作就地取材，挖掘
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通
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背后的地域风情。”
王笑梅介绍，南通濒江临海，孕育出
独特的江海文化，仅进入国家和省级
的非遗项目就有 20 多种。“为了让孩
子们了解和传承非遗文化，我们成立
了蕊春非遗研习所。在学校有限的空
间里，我们专设一间开阔的蓝印工作
坊。在完成画、刻、刮、染、晒、洗等一
道道工艺中，在刻画梅兰竹菊图案、
卡通画、校园美景、古诗词、科幻星空
图的多样题材中，孩子们将传统的
技艺拾起，把自己的生活与古老的
文化打通。《蓝印花歌》 就是在这
种环境中自然流淌出来的。”

“我们鼓励孩子充分发挥自己的
观察力和创造力，从生活中的小事
捕捉灵感，以小见大记录社会进步
和时代发展。”在电话采访中，王笑
梅对本报记者朗诵了两首学生原创
的童谣《赛跑》《奶奶和手机》。

“三岁时，坐爷爷的电瓶车，和
路边的小树赛跑；五岁时，坐妈妈
的汽车，和天上的鸟儿赛跑；八岁
时，第一次坐高铁，和呼啦啦的风
儿赛跑；今天，坐上国产大飞机，
追着日光和五彩的云朵赛跑；明
天，我要带着梦想，和新时代的步
伐赛跑。”——《赛跑》

“长方小块块，拴根短丝带，装

进布套里，轻轻放衣袋；接通爸爸
长按 1，拨打妈妈长按 2；想找爷爷
长按 3，联系外婆长按 4；昔日摩托
罗拉是童话，如今私家汽车不稀
罕；奶奶搬进城里来，也会使用手
机啦！”——《奶奶和手机》

“这些相对成熟的童谣被江苏省
相关部门收录并编辑成册，为孩子
们保留了一份宝贵的童年记忆。”王
笑梅说。

金志伟说，去年，第十一届“童声
里的中国”少儿歌谣创作大赛优秀作
品海外征集活动评出一等奖10首、二
等奖 20 首、三等奖 30 首、优秀奖 64
首。同时，“童声里的中国”江海特色
文化云课堂，在2023年暑期面向海外
华校推出“蓝印花布”工艺美术和“年
娃娃”手工作品等20课时线上远程教
学，受到华校师生热烈欢迎。

在“童声里的中国”影响下，通州
区实验小学的非遗研习所敞开怀抱
迎接五洲四海的宾朋。“来自世界各
国的华裔青少年和国际友人前来体
验非遗项目。看着他们或是沉浸在动
手制作中，或是在一旁频频按下镜头
快门，或是开心展示自己的创作成
果，我感到非常自豪。”王笑梅说，“在
艺术体验中，大家的心挨得更近了。”

架起中外友好交流桥梁

4 月 3 日，在“童声里的中国”
海外推广交流 2024 年活动发布的第
二天，在南通市海安高新区实验小
学，“中意你”意大利青少年中华文
化体验营开营暨“侨见南通之走进
海安”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傣族舞

《小卜少》、合唱童歌 《小池》、功夫
扇表演、变脸表演……在启动仪式
现场，海安高新区实验小学一系列
精彩纷呈的表演，给意大利客人奉
献了一场文化盛宴，赢得阵阵喝
彩。随后一周时间，来自意大利中
意国际学校的 38 名师生，和友好学
校海安高新区实验小学的学生一
起，开启中华文化体验之旅。

海安市城南实小教育集团总校
长许卫兵介绍，学校的4个校区均安
排了丰富的实践和体验活动，让意
大利师生多角度感受中华文化的魅
力，与海安的孩子们亲密接触。课
程安排中既有对海安城市面貌、风
俗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考察，
还有到苏州和上海的参观研学活动。

“希望能给中意国际学校的师生们留
下美好而又难忘的记忆。”许卫兵说。

“一踏进这个校园，我们感受到
的是温暖，是老师和同学们的热
情，是到家的感觉！”意大利中意国
际学校校长李雪梅表示，“童声里的
中国”为海外青少年了解中国发展
和中华文化架起了一座桥梁。“现
在，意大利中意国际学校的校园里
经常能听到中国童谣，孩子们都很
开心，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兴趣
更浓了。”

在“中意你”意大利青少年中华
文化体验营中，两名意大利裔学员引
起本报记者注意——14 岁的妮可儿

（中文名“李雨婷”） 和10岁的马蒂
尔德 （中文名“马文砚”）。她们不
仅中文表达较为流利，还和身边的华
裔同学打成一片。一问才知道，妮可
儿学中文 6 年，马蒂尔德学中文 8
年。此次来华，妮可儿有父亲陪同，
马蒂尔德有母亲陪同。

“我爸爸酷爱太极拳，多年前还
专门到中国扬州学太极拳。在我8岁
时，他送我到中意国际学校学中
文，就是希望我能有机会来中国看
看。”妮可儿这次不仅完成了父亲的
心愿，自己也有很多收获：“中国很
美，还有很多好吃的。”

因为父母工作原因，马蒂尔德2
岁时就被送到中意国际学校学习。

“从一无所知到中文学习成绩优异，
她带给我们一家很多惊喜。”马蒂尔
德的母亲安娜·玛利亚很欣慰，并认
为自己的选择很有远见：“中国经济
发展特别快，机会很多。意大利很
多家长都希望孩子学习中文进而拥
有‘世界公民’的眼光，可以搭乘
中国发展的快车。”

“孩子们的中文名都是我起的，
寄予了我的深切期望。”李雪梅说，今
年，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逝世
700 周年。不少来自意大利的孩子、
老师、家长们沿着这位伟大使者的足
迹，第一次来到中国。未来，他们有
望成为新时代中外友好交流的使者！

英国旅欧吉澳同乡会中文学校
校长陈烨此次慕名而来。“在中国华
文教育基金会和中国驻英大使馆的
牵线搭桥下，我专程回国到南通实
地考察。”陈烨对此次南通之行印象
深刻：“‘童声里的中国’对我启发很
大。中国民谣和儿歌一直是我们学
校华文教育课程的一部分，也是在
英国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板块。活
动结束后，我迫不及待地和我们学
校董事会沟通，争取明年也能带着
我校的老师、家长和孩子一起来中
国游学、参观！”

用稚嫩童声诵读诗篇
或吟唱歌谣，洋洋盈耳、
余韵悠长。近日，“童声里
的 中 国 ”海 外 推 广 交 流
2024年活动发布暨童诗童
谣童歌精选作品海外传唱
仪式在江苏省南通市举
行。此次活动由中国华文
教育基金会、江苏省侨
办、江苏省海外联谊会主
办，南通市侨办、南通市
教育局、南通市海外联谊
会承办，现场发布“童声里
的 中 国 ”海 外 推 广 交 流

2024年活动内容。来自匈
牙利、德国、法国等数十
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代表、
近80所华校和海外侨团组
织以及北京、内蒙古等地
师生代表线上参加活动。

从童诗、童谣、童歌到
儿童剧、儿童电影等多元
形式，自2006年以来，“童
声里的中国”已举办11届
主题系列活动，吸引海内
外亿万青少年积极参与，
用童声架起了联通中外的

“连心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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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意 国 际 学 校 、
西班牙哆来咪文化艺术
学校的学生和南通市青
少 年 一 起 合 唱 主 题 曲

《童声里的中国》。
本文图片均由南通

市侨办提供

在海安高新区实验小学，中意国际学校学生和变脸节目表演者
热情互动。

在海安高新区实验小学，中意国际学校学生和变脸节目表演者
热情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