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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在云南昆明的斗南花市
上，一批新培育出的花卉种苗被放
在特制的恒温箱里，它们即将开启
一趟跨越国界的旅途。在这次旅途
的终点，缅甸曼德勒的一处鲜花种
植基地里，付照田正在为迎接这批
种苗的到来做准备。

付照田正是这批花卉种苗的
买主，今年已是他在东南亚从事鲜
切花贸易的第十一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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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多伦多华人举办中华音乐会

近日，由当地华人文艺团体举办的“歌韵中华——经
典咏流传”音乐会在加拿大多伦多登场，也由此拉开多伦
多华侨华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系列活动的序幕。

音乐会由陈琳声乐艺术学院等主办，分为“艺术篇”
和“流行篇”上下两场。演出曲目涵盖了古曲、古风流行、
地方民歌、音乐剧选段、创作艺术歌曲等不同风格。

出席音乐会的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参赞衔领事王
彦军在致辞时表示，本次音乐会以歌唱诗、以诗和歌，让
诗歌合韵、歌咏诗意，唱出中国古典诗词之美，唱响海外
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热爱与祝福。中国古诗词源远流
长，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寄托着中国人的精神追求。
借助当代音乐更加鲜活地呈现中国古诗词魅力，丰富了
当地华侨华人的文化生活，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来源：中新网）

巴基斯坦华人为贫困家庭献爱心

近日，在巴基斯坦国庆日之际，中巴青年交流小组
联合北京同心圆慈善基金会以及知信行公益爱心团队，
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拉瓦尔品第达鲁萨拉姆中学发放
爱心物资。

中巴双方志愿者通力合作，与校方一道打包、发放
物资。本次活动对该校200户贫困学生家庭发放爱心礼
包，包括豆子、面粉、白糖、食用油等生活物资。

中巴青年交流小组副理事长闫肖表示：“我们通过
对不同小型社区的帮助，建立良好的关系，加强民间交
往，为更好地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建立了民间友谊。”

中国留学生志愿者朱子阳表示：“我 2020 年来到
巴基斯坦并开始接触参与志愿者活动，当看到孤寡老
人、贫困儿童，我会发自内心地想帮助他们。传递大爱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也想为中巴交往贡献自己
的力量。” （来源：中国侨网）

柬埔寨华校参与中国文化体验营

近日，柬埔寨贡布省禄山市公立华侨学校的师生们
在校门前整齐列队，用掌声与微笑迎接来自首都金边的
客人。当天，柬埔寨王家研究院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王丰、
柬方院长陈统崇带领孔院老师们，将主题为“同心协力
襄盛举，中柬友谊启新程”的中国文化体验营带到这所
边境华文学校。

中国文化体验营活动由王家研究院孔子学院和柬
埔寨港澳侨商总会联合主办。此次活动为同学们带来书
法、篆刻、甲马版画、灯笼、剪纸、踢毽子和投壶等丰富多
彩的中国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帮助大家收获知识，增长
见闻，让同学们更加了解中国，爱上中国文化。

来自中国广西的老师陈玲玲说：“我们正在着手培
养一支年轻的教师队伍，让华文教育事业代代相传，希
望禄山华侨学校和学生们的未来能成为校门上镌刻着
的‘欣欣向荣’四字的真实写照。” （来源：中新网）

温州开放大学意大利华侨学院开班

近日，温州开放大学意大利华侨学院在意大利开
班，该校课程以心理辅导和家庭教育为主，开班当天便
为意大利学员开设了一堂亲子讲座。

温州开放大学意大利华侨学院于2023年12月29日
成立。作为中国首个开始探索海外华侨学历教育、非学
历教育的地市级开放大学，温州开放大学为意大利华侨
学院提供线上教学课程、师资、教学计划，意大利意中文
化教育交流研究中心和意大利佛罗伦萨中文学校负责
招生、管理、宣传等。 （来源：中新网）

带着鲜花走出去

最初，付照田也只是国内众多鲜花商
人之一，在云南瑞丽这样的口岸城市做着
小成本的买卖，通过边民互市的形式把鲜
花卖给国境线另一边的居民。“那时候带
着一批人干，也不懂这里面有什么门道，
我们只是和市场上所有的鲜花商贩做着
同样的事情，有人愿意买，价格谈得合适
就能成交。”付照田说。

在边境口岸做生意久了，付照田逐渐
积累了一些经商的经验，也看到了缅甸消
费者对鲜花的偏爱。购买同样品质的鲜
花，缅甸人往往愿意付出比国内消费者更
高的价格。“与东南亚地区相比，国内市场
上鲜花的品质是明显更高的。”付照田解
释道，“我想这也是我们的花如此受欢迎，
并且能卖出好价钱的原因。”

认识到这一点，付照田看到了机会。
“为什么不直接把花卖给缅甸人？”就这
样，把生意做到国外的念头在他的心里生
根发芽。计划落实起来并不容易。刚开始，
由于运输条件不成熟，加上自己对于外国
市场缺乏了解，他只是在边境寻找愿意合
作的缅甸商人，把鲜花卖给他们，再由这
些“中间人”把花转卖到东南亚市场。

“那个时候虽然说是从事双边贸易，
但真正能接触到的其实只有国内的部分，
这些花到了国外是怎么卖的，交易流程是
怎么运作的，我们完全不了解。”付照田知
道这并非长久之计，要想让鲜花“走出
去”，还得自己先“走出去”。

2013年，昆明至曼德勒的空运航线开
通，付照田没有错过机会。以前，同样的距
离走陆上运输需要 3 到 4 天，有了空运就

可以将运输的时间缩短到 1 天之内，鲜花
的品质也就有了保障。“我想既然条件已
经具备了，那就不要犹豫。”第二年，付照
田就来到缅甸，做起了鲜切花贸易，成立
了自己的公司。“这算是我迈出的第一
步。”他说。

来之不易的芬芳

“从昆明到曼德勒的24个小时仅仅是
开始，鲜花的培育才是那个最需要细致和
耐心的过程。”在谈起种苗的培育时，付照
田介绍。

新培育的种苗在送达种植基地后，需
要马上转移至苗床，经过 45 天的精心照
看，才能移栽土植。在鲜花的生长期里，需
要严格控制棚内的温度和湿度，还要根据
不同花卉的生长习性在不同阶段做出调
整。此外，还要严密监控鲜花的生长状态，
保证在最合适的时机采摘。“任何一个环
节出了差错，都会功亏一篑。”

鲜花的培育需要层层把关，而付照田
一路走来的旅程也像是在经历重重考验。
原本以为公司“走出去”，一切都会变得顺
利，谁知公司成立之后，摆在眼前的是更
加复杂的问题。

“最大的困难是不懂。”回想起自己刚
到缅甸经商的那段日子，付照田说道。从
语言到鲜花的采购，再到市场的行情和公
司的运作，那时的付照田几乎是一窍不
通。“每一处都可能出错。”

语言是第一道坎。付照田回忆说：“我
们也尝试过请当地一些会中文的人来做
翻译，但事实证明这并不可行。”由于语言
习惯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想要表达的意思
往往和翻译的内容有出入。更重要的是，

翻译的人通常不懂贸易，在涉及到一些公
司文件的翻译时，会出现较大纰漏。

“一来是形势所迫，二来我们也下定
了决心。”谈到克服语言障碍的过程时，付
照田说道。听说仰光大学有开设专门的缅
甸语普及班，他和公司的几个同事迅速报
了名。就这么边做生意，边学语言，公司终
于艰难起步。

公司运营又是一大难题。“我们在国
内的贸易都是自发组织的，没什么公司的
概念，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无从下
手。”同一品种的花卉在不同国家名称不
一，导致海关申报无法通过；花卉采购过
程中，由于不熟悉采购流程，导致发票丢
失，影响税务申报等等。类似的问题让付
照田吃了不少亏。“我们也是在摸索着前
进，每天都在和当地的各种部门打交道。
也正是有了这些经历，现在才能摸清门
道，站稳脚跟。”

以花为桥促交流

“其实在国外从事贸易的过程也是文化
交流的过程，”付照田说，“只有在了解人们
的想法之后，才谈得上推广。”

很多东南亚国家受到佛教文化的影
响，他们对于鲜花用途的理解与国内的认
识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国内，鲜花作为一
种普通的商品，主要用于表达情感或是被
用作装饰，而佛教国家的人们习惯将鲜花
与供奉、参拜佛像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
对鲜花的态度会显得敬重，这也是我来到
东南亚之后才更清楚认识到的一点。”

基于此，付照田的公司在东南亚地区
开展针对当地人的花艺培训时，会更加注
重契合当地的文化。在把鲜花栽培技术教

给当地人的同时，也教他们如何插花、制
作精美的花束。“很多人都乐于参与这样
的培训。”付照田说，“无论在哪里，人们爱
花的心总是相同的，更何况他们可以靠这
个谋得一份职业，而亲手制作供奉用的花
束，也显得更加真诚。”

在贸易方面，付照田的公司已经成
为东南亚鲜切花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就
在去年，他的公司与合作伙伴打造了“亚
洲花卉商城”交易平台，为中国与东南亚
地区的鲜切花贸易提供了便利的渠道。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东南亚尝试网络平
台交易，其实也是在顺势而为。”如今是
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鲜切花贸易也要
跟上脚步。有了这一平台，很多跨地区的
订单交易能够在线上完成，大大节省了
时间和经济成本。

在带动当地鲜花产业的发展的同时，
付照田的公司也致力于推广先进的花卉
培育技术，提升中国鲜花在海外的知名
度。在过去，很多东南亚国家的花卉经营
都是小规模的自产自销。付照田规模化种
植的策略是成功的，产量上去了，名气也
就自然而然地跟着涨。如今在东南亚，来
自中国的优质鲜花已经成为不少鲜花销
售商的第一选择。

“我们也在积极寻求与国内厂商的
合作。”在东南亚，付照田的公司建设了
多个花卉种植基地，而建设所需的大批
种苗、优质肥料乃至钢材大部分都来自
国内。“在我们的鲜花走出去的同时，我
希望也能带动国内的更多产品和技术走
出去。”

谈到未来，付照田仍然干劲十足。“我
们将继续在东南亚研发和推广新的花卉
品种，也会继续将国内的经验带到东南
亚，希望这成为一个交流的契机，让更多
人了解和爱上中国鲜花。”

刘嘉男是阿联酋一所学校的中文老师。2020 年，他开设线上公益
课堂教授八段锦和太极拳。新冠疫情结束后，他又继续进行线下武术
教学。在帮助他人强身健体的同时，刘嘉男通过一招一式传播着武术
文化。

中华文化的体现

刘嘉男自小对武术有着浓厚兴趣，李小龙、成龙等功夫电影演员干
净利落的招式深深吸引着他。正式学习武术前，刘嘉男购买了太极拳相
关书籍，还跟随武术视频自学比划。进入大学，刘嘉男被老师选为学校
武术队成员，正式踏上习武的道路。他回忆刚接触武术时的心情：“第一
次参加武术队训练时我感到很兴奋，自己终于能进入梦寐以求的专业
武术课堂了。”

在老师的引荐下，刘嘉男跟随武术名家学习长拳、鹰爪拳、通背拳、
太极拳剑等。他曾经前往武当山，向道长们学习武当太极拳和逍遥剑。在山
上习武使他感到精神愉悦：“我非常享受在武当山的时光。每天与清风明
月作伴，专注于练功的每一个动作。这让我觉得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感觉。”

武术一招一式间暗藏太极、阴阳、五行、八卦、九宫等学问，以及中
国哲学、医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比如太极拳，太极八法五步的掤、捋、
挤、按、採、挒、肘、靠对应着八卦，而进、退、顾、盼、定对应着五行，合起
来就是太极十三势。”刘嘉男解释说。他对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都有
所研究，感悟到武术招式和哲学思想的贯通之处，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
将二者融会贯通。

“我对武术的热爱来源于武术的文化内涵。我觉得武术不仅仅是一
种攻防技能，更是中国文化的生动体现。在千百年的流传中，武术融入
很多中国文化和思想，比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等等。”刘嘉男说。

公益武术教学

在大学武术队时，刘嘉男参加了国际比赛，并和外国选手交流学
习。他了解到国外既有百年传承的武术馆，也有中国人出海教武术。“我
当时想着外国人怎么在国外也能学到武术，也产生一些到国外教武术
的想法。”

硕士毕业后，刘嘉男在日本冈山商科大学孔子学院教授武术课、太
极拳课和健身气功课，还在当地电台开展武术讲座，受到当地民众的欢
迎。武术教学经历使刘嘉男渐渐产生一种使命感。“我意识到自己多了
一份责任，就是把中国武术文化传承下来，并且传播出去。”

离开日本后，刘嘉男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的一所中学担任中文老师。
2020年新冠疫情时，居家授课的刘嘉男萌生在阿联酋开办武术公益课
的想法。“武术可以强身健体，对身体的调养也有很好的效果，我希望这
么好的东西能让更多人受益。”刘嘉男说，“正好大家在家里没有运动，
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可以通过练习武术改善身体。”在朋友的支持下，
刘嘉男开设线上武术课堂，带领观众运动，同时向他们推广武术。

疫情逐渐消失后，刘嘉男教学场所从线上转为线下。现在每周六在
阿布扎比雷姆中央公园，他和几十名不同种族、不同年龄的学生一起，
穿着练功服练习中国武术，成了一道风景线。一些散步、遛娃的路人在
围观他们训练后会直接加入。

为中国武术作宣传

由于学员有着不同特点，刘嘉男在教学中会因材施教。例如一些60
多岁的学员不能进行剧烈运动，他就会教授较为平和的养生功法。“有
一个白胡子的学员就特别喜欢听我讲解穴位和经络，还有‘气’的运
行。”他还发现女学员更喜欢有养生效果的健身气功和太极拳，男学员
则喜欢动作快速的攻防招式。

在教学过程中，刘嘉男也会遇到学员不了解招式的情况。一名印度
学员向他表达自己对“金鸡独立”这一招式的困惑，刘嘉男便仔细讲解
抬腿、举手动作的含义及其在攻防中的用途。

在教授武术的过程中，刘嘉男会向学员传递其中蕴含的中国精神。
例如大家喜欢的抱拳礼，以掌盖拳，意为停止斗争。“大家听了之后，觉
得心悦诚服，嘴角也会扬起微笑，觉得这种精神内涵很好。”刘嘉男介
绍。在学生练习太极拳时，刘嘉男向他们讲解动作变化中的阴阳转换。
久而久之，学生们也能理解其中中国哲学内涵。

“我觉得武术是一张闪亮而别致的名片，当外国人知道你是中国
人，他们就会说‘中国功夫’，觉得你肯定会武术。”刘嘉男期待武术将来
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我们要踏踏实实地做好武术教学和推广工作，
将其中蕴含的文化和智慧发扬光大。”

近年来，福建省福州市鼓楼
区立足自然资源独特优势，将福
道融入群众生活场景，通过科技
支撑、税费扶持、志愿服务等多种
方式，打造具有绿色无障碍出行、
游憩健身、安全应急、智慧体育等
复合功能的有“福”之道，极大提
升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

图为鼓楼区金牛山公园，初
夏时节的福道，蜿蜒曲折，景美如
画。

谢贵明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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