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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大乐园意大利罗马营”开营

本报电（记者林子涵） 为促进海外华裔青少年了
解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互鉴，“2024中华文化大乐
园意大利罗马营”活动近日在意大利罗马中华语言学
校开营。来自浙江省海外联谊会、温州市海外联谊
会、温州大学“中华文化大乐园”代表团的嘉宾、侨
领代表及罗马中华语言学校的教师与华裔青少年共约
400人参加了开营仪式。

开营仪式上，“2024 中华文化大乐园意大利罗马
营”的教师团队带来戏曲演唱 《破洪洲·鼓催演武
厅》、单簧管独奏与民族舞蹈《鸿雁》、瓯拳表演、《翰
墨佳音》 书法展示、国潮文化表演等文艺展示，引发
在场华裔青少年掌声。

开营仪式还举行了《数学文化彩虹桥》6卷本新书
发布会与赠书环节。该套丛书面向华裔青少年打造，
由浙江省特级教师陈加仓团队与温州大学华侨学院院
长包含丽团队联合编写，旨在帮助海外华裔青少年探
索数学文化、感受数学魅力。

“2024中华文化大乐园意大利罗马营”活动由温州
大学、浙江海外联谊会和意大利中华促进会联合举
办。活动期间，来自温州大学、温州大学附属学校的
14名教师将讲授书法、武术、戏曲、汉服秀、中国舞
蹈、舞龙、儿童剧等丰富课程，带领华裔青少年领略
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

海外华裔大学生相聚上海长宁

“相聚上海 共话明天”2024 海外华裔大学生暑期
营近日在上海市长宁区进行参访交流。

“相聚上海 共话明天”2024 海外华裔大学生暑期
营于7月1日至28日在上海开展。上海市侨办、上海市
侨联邀请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法
国、西班牙、巴西、新加坡 8 个国家的 36 名华裔青年
大学生前往上海28家企业实习，并同步开展暑期营参
访交流活动。

暑期营参访见面会在上海市同仁医院举办。活动
现场，华裔青年大学生介绍了个人情况、学校专业、
实习工作，加深彼此了解。华山医院麻醉科医生曾延
玮、石氏伤科传承人石承主带来医疗科普脱口秀，
同仁医院中医科医生讲解了中草药相关知识及中医
传统疗法，深受华裔青年朋友欢迎，大家现场体验了
针灸推拿、穴位按摩、中药捣药等，亲身感受到中医
的魅力。

当日，华裔青年大学生还参访了观池美好生活空
间，在科技、艺术、科普相融合的数字互动体验中感
受积极心理学的力量，游览愚园路上的里弄及商业空
间，参观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深入了解上海的城市
空间建设、数字化转型、生态环境规划等，感受中国
现代科技发展。

据悉，该暑期营还将组织多场参访活动，通过参
观体验与互动交流，学生们将全方位感受长宁商业创
新、医学前沿、文化艺术等领域的蓬勃发展。

（来源：中新社）

左手托举，右手操纵，资中木偶剧团
的演员们凭借手腕的灵巧与技术，使木偶
完成“吐火”“变脸”“书法”等绝技，赢得海
外华文媒体一行掌声不断。演出落幕后，
西班牙《欧洲侨声报》副总编辑单璟赞叹：

“资中木偶戏，必将走向更大的世界。”
近日，“行走中国·2024 海外华文媒体

高层川渝行”来到四川内江参访。来自 19
个国家的 24 家华文媒体走进资中木偶剧
团、大千文化产业园、长江新闻文化产业
园、川威钢铁工业研学旅行实践营地、国家
南方·连界足球竞训基地等地，探索内江用
活文化旅游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活用文化资源

据了解，四川内江文化底蕴深厚，现
有文化资源 3.65 万个 （处），其中非遗项
目总数达 187项。一项项非遗和一处处文
化遗存，完整保持了内江的历史风貌和传
统文化特征。国画大师张大千、“新闻巨
子”范长江等众多杰出人物均出自此地。

内江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曾佳
秀介绍，近年来，内江积极打造“大千艺
术之乡”这一城市名片，通过建造张大千
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10余个书画专

业场馆以及设立“大千画派”创研基地等
专门创研机构，培育了众多内江籍书画爱
好者，让大千画派开枝散叶、后继有人。

同样热闹的还有长江新闻文化产业
园。自对外开放以来，吸引了各地游客，截
至目前，已累计接待游客650万人次。

谈及范长江，美国《中美邮报》社长
屠新时很是感慨：“范长江坚持真理，勇
于发声，这是新闻工作者宝贵的品质。”
他表示，作为海外华文媒体，应当积极学
习范长江，将中国声音、中国精神更加生
动地传播至海外。

创新研学路径

在内江市威远县，冷凝塔下的旧厂房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一座于2021年初
全面停产的余热发电厂，经过精心改造，
变身为川威钢铁工业研学旅行实践营地，
成功探索出了一条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
径。营地负责人袁洛琼介绍，自2022年开
营以来，该营地已接待近 3万人次的学生
前来研学以及近 1万人次参与社会团建活
动，产值已接近千万元。

“内江致力于用好资源优势，推动文
化旅游产业发展。”埃及 《中国周报》 副

社长朱新娥说，研学旅行已经成为当下文
旅消费热点，内江凭借其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让孩子们在体验式学习中增长知
识、丰富课外生活。她期望能带动更多华
侨华人来到内江投资兴业，共同见证并参
与这座城市的蓬勃发展。

拓展体育视野

体育也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生机与活
力。坐落于内江威远县的国家南方·连界
足球竞训基地，规划占地面积约 720 亩，
计划建设46片专业足球场，目前已建成投
运的有 25 片。基地可同时接待 3000 人，
为来自全球的运动员们提供了一个优质的
训练环境。

“随着当地足球训练基地设施的不断
完善，内江将为足球训练提供更优质的环
境，为足球事业发展奠定基础。”韩国

《新华报》 总编辑李茂娥说，内江丰富的
文旅资源已成为吸引外地游客的热点，有
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作为海外媒体
人，她希望能将此行的所见所闻呈现给海
外民众，讲述内江文旅赋能经济发展的故
事，让更多人领略中国的魅力。

（来源：中新社）

“荣耀与牺牲——一战华工的历史印记”展览举办——

讲 述 一 战 华 工 故 事
高 乔 谢婧繁

“荣耀与牺牲——一战华工的历史印记”展览举办——

讲 述 一 战 华 工 故 事
高 乔 谢婧繁

法国北部，诺莱特华工墓园，芳草如茵，洁

白的方形墓碑静静伫立。仔细观察墓碑可以发

现，有的墓碑上用中文刻着逝者的姓名、籍贯以

及“勇往直前”“虽死犹生”“流芳百世”等字样；一

些墓碑上则没有姓名，只有一串数字编号——这

是许多华工当时的身份编号。这座修建于 1921

年、欧洲最大的一战华工墓园，长眠着800多名

一战期间遇难的华工。

近日，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荣耀与牺

牲——一战华工的历史印记”展览上，展厅复原

的这一画面令人印象深刻。展览中的500多幅照

片、80余件实物诉说着百年前华人远渡重洋、以

工代兵、埋骨他乡的故事……

海外华媒走进四川内江——

探索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王利文 邹 蕾 兰 萍

侨 情 乡 讯

“2024中华文化大乐园意大利罗马营”的教师团队
进行文艺展示。 温州大学供图

随着暑期来临，海南迎来旅游热潮。图为在海南
省海口市海口湾，市民游客在海岸边欣赏落日美景。

杨 鹤摄 （人民视觉）

海湾落日
侨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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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历史，缅怀华工

步入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展板上几个笑容可
掬的华人面庞。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工在战争
间隙簇拥到相机前留下的珍贵瞬间。

此次展览分为华工招募、远涉重洋、战勤保障、异乡
生活、战后遗留、东方欲晓、追忆华工、华工故事等8个章
节，汇集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山东华侨博物馆、威海
市博物馆（威海市一战华工纪念馆）和潍坊市坊子区博物
馆馆藏的一战华工相关照片500多幅、实物80余件。

“一战华工中的大部分人是齐鲁大地上的普通农
民。他们为了家庭能有更好的生活，加入华工队伍。
他们都是小人物，他们的故事体现的却是大历史。”中
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宁一说，长期以来，一战华
工的历史功绩与巨大牺牲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希望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与山东华侨博物馆共同策划的此
次展览可以带领大家走近那段历史，感受华工的艰苦
与斗争。

“此次展览凝聚了我们团队与学界、文博界和海内
外侨界的多方努力，是一次经过长期积淀打磨并融入
最新研究成果的精品展。”山东华侨博物馆馆长邢红霞
介绍，此次展览以2013年山东华侨博物馆策划的一战
华工展览为基础，增加了2018年以来的学界研究成果
和文博界馆藏更新，汇集了10余年来海外华侨华人社
团、学术机构捐赠和收集的照片、史料与实物。比

如，此次展览中生动、清晰、数量可观的照片都来自
跨越大洋的慷慨捐赠，包括华工后人约翰·德·路西与
加拿大陆军医疗队上尉之子大卫·利文斯通的无偿捐
赠。此外，山东华侨博物馆近年来先后赴济南、青岛、
淄博等地寻访一战华工后裔，举办一战华工后裔座谈
会，挖掘一战华工历史，更新和丰富了此次展览的内容。

研究历史，提升关注

“不避枪林弹雨，何畏电火飞艇，直接助战，宿
露卧风。”一战华工蒋镜海笔记中的寥寥数语，书写
出了一战华工在战争中面临的危险。一战华工的故
事，在学界、文博界和媒体界数十年的挖掘研究中，
日渐清晰。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10 周年。据统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约14万中国劳工被英国和法国
招募到欧洲战场，成为“一战华工”。尽管招工合同声
明华工不参与战事，但是华工被分配到的工作大多与
战事直接或间接相关，被派往的地点也大多靠近前
线。他们承担起运输军需、疏通道路、挖建战壕、修理
武器等后勤保障工作，并参与了战后重建。在这个过程
中，2万多人牺牲或下落不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俊义认
为，大批华工到了欧洲，此后回到中国，为当时的中
国民众打开了一扇与世界连接的独特窗口。值得一提
的是，一战华工为中国百年现代史上许多重要事件播

下 种 子 ，许 多 重 大 历 史 事
件里都能感受到一战华工的
潜在影响。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相
关纪念活动的举办，14 万一
战华工开始进入公众视野，
其作出的贡献与历史地位也
逐渐得到认可。

2017年，英国主流媒体
首次制作纪录片回顾这段历
史，肯定华工对一战胜利作
出的重大贡献。同年，比利
时一城市竖立雕像，以纪念
华工在一战中作出的贡献。
2018 年 4 月，来自中国、法
国和英国等国的各界人士齐

聚法国诺莱特华工墓园举办一战华工纪念活动，向战
争中死难的华工致敬。2020年 7月，中国首个一战华
工专题纪念馆在山东威海开馆，纪念百年前、数以万计
的华工从这里登船远航，赶赴前线。

张俊义认为，近年来，一战华工逐渐受到包括学术
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国际社会对一战
的反思热潮推动了相关研究，尤其在一战百年纪念期
间，西方学界组织了大量学术会议和研究项目，一战华
工受到了更多关注；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政府积极推动
学界对一战华工的研究工作，如 2018 年中国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华工与一战研究”立项，推动国内学界对
这段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此外，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
海外侨界的努力，也为提升公众对一战华工的认知
度，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珍惜和平，共赴未来

“迨行至街市间，已人山人海，男女老幼，军士人
民，各色人种混在一起，互相握手，时或唱歌，时或
欢呼。”这是华工译员顾杏卿在一战停战当日写下的日
记。字里行间，描绘出大家为和平的到来欢欣鼓舞的
场景。

世界人民对和平的追求始终如一。时至今日，华
工的事迹与精神仍然能引发观众共鸣。

欧洲福建社团联合访京团受邀参观此次展览。比
利时福建商会会长翁武旗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随着法
国等国家开始举行相关纪念活动，他才逐渐了解到一
战华工的牺牲与奉献。“我在国外打拼，懂得其中的艰
苦。现在如此，更何况那个年代的华工。”他说，“这
次参观后，我想回到比利时协助国内博物馆搜集比利
时一战华工的相关史料，希望能让一战华工的形象更
加丰满。”

“这个展览圆了我多年的一个梦。”年近90岁的华
工后代崔树义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十几年来，他一直
致力于搜集一战华工的相关资料，希望能追溯祖父崔
志卿在一战期间前往法国
担 任 华 工 译 员 的 来 龙 去
脉。“这个展览不仅告慰了
先辈英灵，也让我们倍加
珍惜当下的和平。”他说。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今
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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