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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苏正东推开了
绘画的梦想大门，由于各种
原因，他无法全心追逐自己
的梦想。但他对绘画的热爱
没有随着时间而消退，这份
热爱指引着他退休后重拾
画笔、重开画展，并带领身
边热爱绘画的人一同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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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真正的热爱”

孩童时期，苏正东的兴趣很广泛，画画是
其中之一，这得益于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父亲有些朋友是做雕塑和画画的，
他自己下班后也会临摹一两幅画。”苏正东
笑着说，“小时候家里的日历上每一页都有
画，我父亲会让我的两个哥哥每天记日记，
并且临摹日历上的画，我就会在一旁看着。”

尽管父亲没有要求苏正东每天画画，但
热爱艺术的氛围也感染了他。“我也会自己
画连环画，‘赵子龙骑马’我也会画！”苏正东
笑着说。

小学的时候，苏正东就一直负责墙报宣
传，中学后担任大队宣传委员，开始组织全
校的黑板报宣传。尽管黑板画仅有单调的黑
白二色，工具也只有一支简单的粉笔，但苏
正东有一双巧手，他精心雕琢细节，让黑板
上的图案栩栩如生。

“美术老师每年都会挑几个有天赋的学
生去考上海美术学校，可能因为我画黑板报
画得比较好吧，我就被他选中了。在培训一
段时间后，我也成功考上了。”苏正东说。

怀揣着对艺术的热爱，他踏上了绘画的
征途。1971年，他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的一家
军工厂。“这和画画是两回事”，但苏正东没
有停下脚步，继续用画笔探索人物、线条和
构图。

“厂里是一个小社会，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会常常举办文艺活动，写作、歌舞和画画
都有。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举办画展，我
那个时候还负责教厂里的小朋友美术。”苏

正东介绍说。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还专门
带了一批专业画家到军工厂，指导苏正东等
人画画。

这一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
的作品《脉搏》《空山雨》连环画、《后方前
哨》宣传画等。他获得了不少奖项，国画《青
山红装》《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版画《路
遇》等 7 幅作品入选安徽省和上海市的美
术展，《封侯非我志，但愿海波平》油画入选
全国神剑美术摄影展览，《飞得比声音还
快》组画入选全国首届科普美术展。

“画得又快又好”

1988年，苏正东决定到澳大利亚去闯一
闯，“30美元就是我的全部财产”。到了澳大
利亚后的第二年，当时布里斯班举办了以多
元文化为主题的画展，那一年的主题正好是
中国文化。

苏正东将自己的油画和国画拿到展览上
展出，也在展览上为观展人介绍他的理念和
绘画构思，许多华人和本地人都很喜欢他的
作品，在展览的首日就卖出了好几幅国画。

“我还记得展览第一天的时候，有个澳
大利亚人看了我的画非常满意，她是4个孩
子的母亲，她当场和我约定，第二天把孩子
带过来，由我为他们一家人画肖像画。”苏正
东回忆道。第二天，这一家人如约而至，不到
1个小时，苏正东就完成了一幅形神毕肖的
全家福。

苏正东笑着说：“当时还有很多人站在
旁边看着我画，我画完以后，他们一直在鼓
掌，也有人继续约我画肖像，这是对我的一
种肯定。”那段艰苦中坚持热爱的日子镶嵌

在他记忆的深处，每一个细节都如同昨日般
清晰。

每逢周末，他都会拿起画笔，到工艺市
场给游客画肖像画，一边锻炼绘画技巧，一
边增加收入。

“我们当时几个中国人结伴一起摆摊，
给游客画头像，还很受欢迎。为什么？因为我
们画得又快又好呀！我们一般 15 分钟就能
画完一幅画。”苏正东笑了起来，“心里最满
足的时候就是，你画完一张以后，后面还有
人排着队找你画。即使只是画肖像，能得到
别人的认可也很开心。”

由于要谋生和照顾家庭，在1995年，苏
正东开了一家快餐厅。“此后手里拿着的就
只有锅铲和菜刀，很少画画了。”

“把时间追回来”

岁月如梭，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苏正
东已经退休，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个声音在
呼唤，那是对艺术的渴望。“画画是我一辈
子要追求的，我要把年轻时失去的时间都
追回来。”

寻梦之旅并不容易，但苏正东没有放
弃。他说：“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天天画、时时
刻刻画都可以。”他一步步找回曾经的绘画
技巧，家里到处都堆满了他的画作。

苏正东与一些画家组建了一个聊天群，
经常相约一起绘画和交流心得，还一起授课教
学。除了自己画画以外，他曾担任过两所华文
学校的美术老师，在周末给孩子们和成年人
上课。“看到是我们这些画家来教他们上课，
学生们都很高兴，学得很认真。”苏正东说。

“对小朋友和成年人的教学方式是不一

样的，成年人教学主要以理解为主，教他们
原理，比如说散点透视和焦点透视的区别，
他们一下就懂了，就是顿悟；而小朋友则需
要一步一步慢慢引导他们观察，慢慢画。”同
时教授不同的人群，苏正东也有自己的感
悟，他强调因材施教。“有些特别喜欢画画
的，还会直接跟着我学画画，在我家里学。”

苏正东教成年人画画的时间比较长，
很多学生的年纪都比较大，年轻时他们由
于生活等原因无法追逐自己的梦想，但是
退休后仍然不忘初心，重拾画笔。他悉心指
导，也时常很感慨：“看到他们就像看到了
我自己，能在他们圆梦的路上给到他们一
些帮助，我也算作出了一点贡献。”

9月和10月是澳大利亚蓝花楹盛放的季
节，苏正东会和他的画家朋友带领着学生们
到户外写生。“学生们都很高兴呀，机会难得，
而且老师可以在旁边直接指出他们写生过
程中犯的错误。”他说。在写生的过程中，也有
很多当地人驻足观看，还会和画家们交流。

苏正东也会组织和参加一些展售结合
的画展，除了油画以外，他们还会展出中国
国画。有很多当地人被苏正东的作品吸引，
甚至直接购入。

“国画和油画的表现形式不同，国画用
线和色彩，油画用的是块面和光影。澳大利
亚人说不出国画中的门道，但是他们很多都
能看懂，很欣赏中国的技法，有些人还会跟
我们简单地聊聊两种画的艺术风格。”苏正
东说，“美是不分民族的。”

“人到古稀，我不追名逐利，也不认为自
己能攀上艺术的顶峰。”苏正东说，“但我觉
得，在探索艺术的过程中，我的画能够给人
们带来美的享受，我就是对社会有贡献的，
我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

融入当地

“刚来到这里时什么都不熟悉，对于柬埔寨的印
象，只有小学时在教科书上看到的吴哥窟照片。”谈到
出国创业，陈英思依然觉得这是一次冒险的尝试。2014
年，由于在国内的事业遭遇瓶颈，抱着“出去闯一闯”的
想法，陈英思来到了柬埔寨。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文化给初来乍到的陈英思
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由于不懂当地的语言，最开始他
只能在华侨朋友的帮助下与当地人沟通交流。有日
常购物之类的需求时，他也只能尽量去有中文或英
文标识的地方。

“这显然是不行的。”陈英思很快认识到，要想在他
国站稳脚跟，学习和了解当地的语言文化是必不可少
的。于是他一边寻找创业机会，一边自学柬埔寨语，经
过一年多的练习，他终于能够和当地人开展流利的日
常对话。“这里的人们友好又淳朴。”这是陈英思对当地
人的印象。

和很多来到东南亚创业的人一样，陈英思在很多
行业领域有过不同的尝试。他开过中文学校，也做过销
售，但他始终觉得这不是自己真正想要做的。“既然要
在这里长期生活，我希望我做的事能够真正地帮到这
里的人。”陈英思说。

在柬埔寨生活久了，陈英思发现当地有着大量家
政服务的需求，但是从事家政行业的人相对较少，并且
质量参差不齐。于是，陈英思与妻子商量着开了自己的
家政服务公司。

将心比心

在公司里，对员工的培训是陈英思最在意的问题。
陈英思聘请有经验的家政从业者给员工们培训，而作为
老板的他偶尔也会化身“美食品鉴员”，验收大家的学习
成果。在提出改进意见的同时，他也给大家加油鼓劲。

“无论是员工的培训还是人与人的相处，重要的是
将心比心。”这是陈英思与员工的相处之道。他在不断
探索管理之道，体恤员工的不易，除了保证员工每月的

休息时间外，还不定期给大家安排聚会、游戏等团队活
动。工作之余，他偶尔还会亲自下厨，给大家送上一顿
特别的员工餐。

对自己的客户，陈英思同样真心相待。由于同一位
雇主可能同时雇用来自不同公司的员工，陈英思的公
司也受到过来自竞争对手的攻击。在某次服务质量遭
受质疑时，陈英思主动了解客户诉求，并提出免费为
顾客提供改进服务。高质量的服务换得了客户充分的
信任，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与陈英思建立了深厚的友
谊。他和妻子时不时被邀请到客户家中，受到户主的
盛情款待。“他们不仅是客户，更是朋友。”陈英思笑着说。

传递幸运

陈英思把自己的家政公司命名为“Lucky Home
Manage”，取“幸运”之意，也带有对身边人的祝愿。他
说：“比起很多人，我是幸运的。我想把这份幸运和幸福
传递下去，这也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价值所在。”

家政公司的员工大多是来自柬埔寨农村地区的女
性，她们中很多人几乎从来没有接触过城市生活。陈英
思说：“像打车、点外卖以及线上支付这种在我们看来
很平常的事情，对于她们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为了
让员工们更快地适应城市生活，陈英思也会设计一些
特别的小活动。他让不熟悉手机操作的员工尝试线上
点餐，如果成功就由他来买单。大家听到有奖励，学起
来都更加主动。

公司经营之余，陈英思和妻子也关注着当地的慈
善事业。柬埔寨新年时，他们到一个孤儿院看望那里的
孩子们，给他们带去新年的礼物。看到孩子们自己动手
编织竹篮、制作帽子，陈英思颇受触动：“他们也在努力
地生活。”今年年初，夫妻两人在公园里看到两个与父
母走失的孩子，他们立即联系了公益组织，并把孩子带
回家照看了10多天。陈英思说：“我们的力量虽然不大，
但能够帮助一些人渡过难关，我是开心的。”

有过中文学校的办学经验，陈英思也想把公司的
家政培训进一步发展为成体系的家政教育。“也许我们
会开一个培训学校。”他有些期待地说，“希望有一天，
大家看到柬埔寨的家政工作者都能竖起大拇指。”

“亲情中华”文艺演出在柬举行

近日，“2024 亲情中华·欢聚柬埔寨”大型文艺
演出在柬埔寨金边举行。这场演出旨在弘扬中华优
秀文化，增强对海外侨胞与侨社的服务和联系，为
全柬华侨华人送上来自祖 （籍） 国的问候和祝福。

演出活动由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国驻
柬埔寨大使馆联合主办。中国驻柬埔寨使馆公使衔
参赞赵海燕，柬华理事总会荣誉会长、柬埔寨潮州
会馆会长刘明勤，柬华理事总会监事长郑源来，柬
埔寨中国商会会长林士强，柬埔寨中国港澳侨商总
会会长黄瑞华以及当地华侨华人 3000余人观看当天
演出。

赵海燕在致辞中指出，长期以来，广大旅柬侨
胞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关心支持祖 （籍） 国发展建
设，大力推动中柬人文交流和促进两国民心相通，
是维系中柬关系的重要纽带，也是中柬友好合作的
见证者、参与者和贡献者。今年是中柬人文交流
年，“亲情中华”莅柬演出恰逢其时，它不仅是一场
艺术盛宴、文化大餐，更满载来自祖 （籍） 国的牵
挂和祝福。 （来源：中新网）

潮人之家赴泰国开展文化交流

近日，广东揭阳潮人之家英歌舞交流中心访问
团在泰国多地开展英歌舞文化交流演出。揭阳潮人
之家英歌舞交流中心大力支持英歌舞文化的推广，
并支持成立了4支英歌舞队伍，参与此次英歌舞文化
走访交流的队伍为潮人之家·揭阳青年英歌队 （又
名：登岗洋淇英歌队）。

抵达泰国后，访问团先后拜访了泰国中华总商
会和泰国潮州会馆，在泰国著名景点泰国大峰祖
庙、华侨报德善堂、天华医院和曼谷唐人街等地表
演快闪，并到泰国龙仔厝三才公学进行英歌舞文化
交流演出。

在泰国中华总商会，潮人之家·揭阳青年英歌队
受到总商会主席林楚钦、执行主席李桂雄的热情接
待。李桂雄表示，潮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英歌舞大气磅礴的气势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体
现了潮汕人敢闯敢拼、爱国爱乡的精神。他希望英
歌舞等优秀中华文化能够更好地在泰国传播，通过
文化交流拉近中泰两国民间友好关系。

（来源：中新网）

美国华人参加“圣盖博文化节”

近日，首届“圣盖博文化节”在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华人聚居城市圣盖博开幕。

在位于南加州洛杉矶郡、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圣
盖博大剧院前，悠扬的中国传统民乐、奔放的西班
牙弗拉门戈歌舞等各国特色文艺表演交相辉映。不
同年龄、肤色各异的人们汇聚于此，共享“圣盖博
文化节”带来的多元文化盛宴。

汉声乐团的演奏者们身着中国传统服饰，演奏
了 《紫竹调》 等经典曲目，赢得观众热烈掌声。他
们还“寓教于乐”，在演奏间隙向观众展示各自手中
的乐器，介绍笛子、二胡、扬琴等乐器的历史、制
作工艺及音色。现场的各族裔民众也兴致勃勃地跟
着演奏者们学说这些乐器的中文名字，圣盖博大剧
院前响起一片“笛子”“二胡”的声音。

圣盖博市华裔市长吴程远在致辞时表示，很
高兴在首届“圣盖博文化节”同大家一起感受多元
的文化，圣盖博市今年的夏季系列活动也由此拉开
序幕。 （来源：中新网）

近年来，浙江省玉环市以省、市、县三
级民生实事项目为载体，努力提升城乡环
境品质、增强城乡竞争力、促进城乡统筹
发展、打造美丽玉环，为市民提供健身、观
景、休闲、游览的打卡地。

图为近日，玉环市干江镇沿海绿道建设
现场，工人们在进行钢架梁板的喷漆作业。

吴达夫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