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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弘华音乐学校吴章义——

在印尼推广中国民乐
杨 宁 李春强

柬埔寨侨商鲁思辰——

希望为更多人创业提供便利
杨 宁 李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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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深不知处

海外创业

鲁思辰是众多东南亚华侨创业者中的一员，2018年，
跟随“一带一路”建设的步伐，他来到柬埔寨成立了自己
的房地产公司。一路走来，这里见证了公司的成长，也见
证了鲁思辰的奋斗。

“最开始是带着边旅游边考察的想法过去的。”鲁思
辰说。到了柬埔寨之后，当地优越的创业环境给他留下了
十分深刻的印象。鲁思辰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到西哈努克
港考察的场景：在城市的周边有大量未投入使用的土地，
沿着海边的道路走，两旁都是起重机和钢架。鲁思辰不禁
感慨：“我感觉这座城市正在崛起。”

在初步了解当地的情况之后，鲁思辰发现西哈努克
港风景优美，有很多来此短期居住的游客，于是他把投资
的目光锁定在房地产中介行业。在考察过程中，鲁思辰看
中了一幢4层的房子，它面积不大，却占据了好位置。与房
东签约之后，鲁思辰很快联系到合适的租客，他以每间每
年1000美元的租金把14个房间全部租出去，赚到了自己
的第一笔中介费。

鲁思辰做人和做生意都坚持两点：待人真心，保持本
心。鲁思辰的一个商业伙伴曾经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把
创业的资金投入了当地的一些不良产业当中，最终血本
无归。看到身边人吃了这样的亏，鲁思辰始终告诫自己，
要保持自己的本心，踏踏实实工作生活。

直面挑战

创业的过程当然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鲁思辰的奋
斗之路也经历了很多波折。

“到海外创业需要一副好身体。”这是鲁思辰的感触。
柬埔寨的气候与中国国内有着很大的差异。地处热带的
国家常年高温，3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对于生活在那里的
人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同时，柬埔寨有着漫长的雨季，湿

热的气候加上高强度的工作，让很多刚到那里的员工有
些吃不消。公司刚成立的几个月里，从国内来的员工病倒
了一片。住的时间长了，大家才慢慢适应。

政策和环境的变化也需要及时适应。2019年8月，西
哈努克港颁布了新的法令，原本在当地的一些产业需要
接受整改，很多人因此搬离。对人流量高度依赖的地产行
业也受到波及，两个月内，原本近 100家挂牌的房地产中
介公司锐减至不到 10家。而随后新冠疫情的暴发更是让
整个行业雪上加霜。“那个时候也想过放弃，但很庆幸最
后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鲁思辰说。

拓展业务

刚在柬埔寨落地时，鲁思辰的公司只是简单经营一
些土地、房产的租赁和买卖业务。就在那时，一位来自中
国的投资者找到鲁思辰，想要租赁土地进行开发，并且向
他咨询投资落地的经验。在与他的聊天中，鲁思辰意识
到，对于投资者而言，获得土地只是第一步，后续还需要
项目策划、建筑设计、物业管理等复杂的流程。“既然如
此，我为什么不能都做呢？”带着这样的想法，他开始尝试
着提供一些相关的服务。

在寻找创业伙伴的过程中，鲁思辰常与当地的华侨
华人聊天，他发现很多来到这里的华侨基本上只和自己
的熟人来往，并没有广泛的交际圈。为了让和自己一样的
创业者们有更多的交流机会，也为了发现更多的客户群
体，鲁思辰和商业伙伴搭建了一个交流互助平台。他们不
定期邀请来自各行业的精英，举办相关领域的分享会。每
场活动的参与人数从 10余人到几百人不等，到现在已经
成功举办了30多场。

创业过程中，鲁思辰深感企业落地流程之复杂。他的
公司曾经为了办理某项经营许可耗费了近1个月的时间，
各种材料未能达到要求而被屡屡驳回。为了让创业者们

“少走弯路”，公司与柬埔寨商务部门合作，力求打造一
个“一站式”的服务机构。鲁思辰说：“希望能尽绵薄之
力，为更多人提供便利。”

大阪福建同乡会纪念成立60周年

近日，大阪福建同乡会（以下简称“同乡会”）成立60周
年纪念活动在日本大阪枫林阁举行。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
剑、副总领事魏有美，日本闽籍侨团侨领、旅日华侨华人代
表等近200人出席活动。

同乡会新任会长方静在致辞中对历任会长为同乡会
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她说：“60年来，同乡会始终
秉持团结、互助、发展、奉献的精神，不断促进乡亲间的交
流，帮助大家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并积极参与社区公益活
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展望未来，希望以此次庆
典为契机，凝聚更多力量，把同乡会这个共同家园打造得
更加温暖和谐。”

庆典活动丰富多彩，热闹而温馨。耳熟能详的古筝曲
目、活泼欢快的二胡演奏、悠扬的歌声为活动增添了喜庆
的氛围。 （来源：东南网）

泰国华人商会举办就职典礼

近日，泰国泰华进出口商会青年部第11届理事会举行
就职典礼，这标志着该商会的又一批青年骨干脱颖而出。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公参潘瑾，泰国前副总理奇猜，泰国
中华总商会代主席刘秉青，泰华进出口商会理事长林俊然、
永远荣誉理事长陈汉士等出席就职典礼，并对青年部的工
作给予高度评价，对续任青年部主任的陈丽璇表示祝贺。

陈丽璇表示，青年部将继续关心、团结青年新生代，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推动泰中青年间的交流与合作，为
泰华社会培养后备力量。 （来源：中新网）

华人慈善音乐会在多伦多举办

近日，加拿大中国专业妇女协会会长、声乐导师梁
梅英在大多伦多地区列治文山市举办主题为“梦想与爱
同行——梅影之声”慈善独唱音乐会，为当地华人慈善
团体孟尝会筹募善款。

此次演唱会的所有盈余将捐赠给今年迎来成立 60周
年的多伦多慈善团体孟尝会，以支持其发展。成立于 1964
年的孟尝会是加拿大首个由华人注册的慈善团体。该机构
将继续坚守及践行“扶老慈幼”的宗旨和使命，推广中华文
化与传统美德，提供高素质的长者护理服务。

在这场独唱会中，梁梅英展现跨界技巧，演绎十余首
风格迥异、语言多样的歌曲。同时，观众还欣赏到多伦多华
人艺术家中心爱乐乐团、加拿大中国专业妇女协会百合花
艺术团、加拿大多元文化民间艺术协会舞蹈团、梅美舞蹈
工作室等艺术团体的交响乐、舞蹈等精彩表演。

（来源：中国侨网）

纽约华文作家协会举办讲座

近日，纽约华文作家协会在法拉盛纽约华侨文教中
心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两位作协会员，也是资
深记者曾慧燕与周匀之，受邀分享了他们多年采访生涯
的精彩故事。

即将卸任的纽约华文作家协会会长郑启恭表示，每
次活动都得到社区人士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促进交流的
同时也进行文学推广，让更多人参与写作。协会里的成
员在这两年也不断在文学领域耕耘，积极发表作品，硕
果累累。

候任会长张鸿运称接下来会持续以“彼此鼓励关
怀，共创辉煌未来”的方向来努力，并与不同文学爱好
组织合作，共同把海外文学发扬光大。

（来源：侨报网）

浙江省仙居县神仙
居景区近日云雾缭绕，
群峦若隐若现，宛如仙
境。图为景区美景。
王华斌摄 （人民图片）

几度尝试 落地印尼

出生于福建漳州的吴章义从小喜爱
音乐，9岁开始学习乐器，之后便走上了音
乐道路。毕业后，吴章义进入了一个闽剧
乐团，从此他与传统艺术的推广便结下了
不解之缘。几年的时间里，吴章义从见习
乐手做到了乐队首席，也看到了越来越多
的人关注闽剧，关注传统艺术。

但说到把中国传统的音乐推向海外，
就要提起吴章义的一段经历。1988 年，吴
章义得到一个去日本交流学习的机会，在
那里一住便是6年。旅日期间，吴章义和好
友一起组建了一个4人小乐队。

不满足于自娱自乐，又没有好的演出
机会，吴章义便带着乐队走上街头，在地铁
口、公交站演奏起胡琴、琵琶和竹笛，引得
路人纷纷驻足。时间一久，乐队还真有了些
名气，不少观众甚至为了欣赏民乐专门赶
来。“尽管街头的演出条件简陋，但观众还
是愿意为此站上几个小时”。这也让吴章义
看到了在海外推广中国民乐的可能性。

回国后，吴章义继续从事民乐演出和
教学的相关工作，但是把中国民乐推向海
外的念头一直留在他的心里。“我在等一
个机会。”吴章义说。

吴章义的祖辈曾经从事商业，百年前
便有家族里的人跟着商队“下南洋”，千里
迢迢来到了印度尼西亚。2007 年，吴章义
第一次踏上印尼的土地，借着探亲访友的
机会，对当地的情况开展考察。走访期间，
他意外地发现当地有不少中文辅导班，

“我很受启发，既然中文教育可以得到推

广，那么中国民乐应该也可以”。吴章义决
定留下来。

在亲戚的介绍下，吴章义认识了一名
在附近开民乐乐器店的华人老板。见面之
后，吴章义把自己想在印尼教民乐的想法
告诉了店主，并即兴拉了一段二胡。见吴
章义技术纯熟，老板马上同意合作。他们
约定一人负责招收学生，一人负责教学。
然而这样的尝试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由于没有特意宣传，只靠店里的顾客帮忙
介绍，3个月之内招到的学生寥寥无几。

“与其受制于人，不如自己出来干”。
吴章义索性结束了合作，租下一处门面，
自己花钱装修，成立了音乐学校。

父女齐心 克服困难

起初，吴章义是只身前往印尼，虽说有
些远房的亲友，可在教民乐这件事上，几乎
没人能帮得上忙。要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
吴章义最先想到的便是自己的3个女儿。

在吴章义的影响下，几个女儿从小开
始学习乐器，请她们来当老师是最合适的
选择。在听完他的想法后，刚从大学毕业
的小女儿不放心父亲在海外独自打拼，决
定跟随他来到印尼。

学校刚成立时，吴章义忙于管理和宣
传，小女儿便帮着开展校内的教学。对于
一所新成立的学校，招生成为了摆在眼前
的一个大问题。吴章义回忆说：“学校创办
的头 3 个月，只有两个学生前来报名。”他
决定“主动出击”。

吴章义认识到，最大的问题在于人
们对中国民乐不了解。由于没有钱在媒

体上投放广告，他就自己印制广告，到街
头、小区分发给路人。他联系当地的中小
学，去免费演出，希望更多人看到后能产
生兴趣。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下来，
报名的学生增加到几十人，学校总算能
运行下去。

几年下来，学校的运营有了起色。2012
年，在吴章义的动员下，两个女儿也先后
辞去国内的工作，来到了印尼。想起当初
的决定，大女儿感慨道：“其实纠结了很
久，毕竟国内的工作稳定又有保障，但父
亲对民乐的热爱和坚持打动了我。”如今，
他们的父女组合在印尼的华人音乐界传
为美谈。

教学摸索 坚守传承

由于文化差异，印尼的教学方式与中
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作为学校的老师，
就必须适应当地习惯。

吴章义聘请的老师较多，一些专业老
师对当地不熟悉，难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
情况。曾有一次，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有 7 个学生向学校提出退学申请，这让吴
章义感到十分困惑。他找到这些学生，与
他们详谈之后得知，任教的老师会在上课
时“手把手”教学，这让他们很不习惯。

还有一些老师，平时的教学风格比较
严肃，学生们难以适应，也纷纷放弃了学
习。“在国内，很多人是相信‘严师出高徒’
的，但印尼的学生往往不太接受这样的教
学方式。”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
吴章义会在老师入职时向他们强调要尊
重学生的学习习惯。

吴章义的学生涵盖了各个年龄段的
人群，下至五六岁的孩子，上至八旬老人。
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教学方法也要作出
相应的调整。

刚开始办学时，吴章义并没有注意这
一点。那时他按照年龄给学生分组，但各
组采取的教学模式基本相同。有一些年龄
偏大的学生在学习两个月之后相继退出，
吴章义后来才了解到，对于高龄的学生而
言，他们把学习乐器当作消遣娱乐，但在
这儿接受的几乎都是基本功的教学，较为
枯燥，并没有达到他们的期待。

吴章义随即调整了教学方案，减少基
础练习，转而教大家一些简单的歌曲。他把
几位学生请回来，这一次，大家没有再走。

吴章义对推广中国民乐的坚持也渐
渐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可。在吴章义的学生
里，有一对 70 多岁的夫妻。他们是最早的
一批学生，从 2007 年坚持至今，每周一次
开车四五个小时来学校上课，这让吴章义
十分感动。

知名度逐渐提升后，学校会接到来
自各类学校、公司、婚庆活动的演出邀
请。除了《彩云追月》《步步高》等经典的
民乐曲目，乐队还会根据客人的特殊要
求，用中国传统乐器演奏当地歌曲。吴章
义的乐团在印尼的华侨华人群体中也受
到了广泛欢迎。“春节是我们演出的高
峰 期 ， 最 多 的 一 个 春 节 我 们 演 了 26
场。”吴章义说。

吴章义把学校命名为“弘华”，推广
中国民乐是他毕生的追求。谈到未来，
吴章义说：“我们正在积极地培养下一
代，希望学校能够存续百年，把中国民
乐传承下去。”

在印度尼西亚首
都雅加达的老城区，弘
华音乐学校的教室里，
丝竹交错，余音绕梁。
2007年，吴章义来到印
尼后创办了这所学校，
成为最早在当地推广中
国民乐的音乐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