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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5 月，一场“杭帮菜”宴会在挪威奥斯陆举办。
腐皮鱼卷中加入了三文鱼；“狮子头”改用鳕鱼制作；“东
坡肉”则选用更符合当地人口味的牛肉为食材……中西
合璧的独特创意，令中外宾客赞不绝口。挪威侨胞马
列、丁茹芬夫妇，参与了这场活动的牵线与筹备工作。

“在海外讲好杭州故事、中国故事，让更多外国朋
友喜爱中华文化，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 丁茹芬说。

丁茹芬出生于 1949 年 3 月，是新中国的同龄人。
“出国之前，我在家乡杭州长大。记得小时候，家里生
活比较艰苦。改革开放后，我和祖国都步入而立之年，
一切都在变，一切都充满希望。”丁茹芬回忆说。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马列与丁茹芬走出国门，远赴挪威创业。他们在奥斯陆
开起一家中餐馆，把地道的“杭帮菜”带到这个北欧
国家。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
地位不断提升，在海外引发越来越多关注和讨论。”丁
茹芬说，“在挪威，许多人不仅对中国菜感兴趣，也希
望了解美食背后的文化故事。”

2016 年，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在浙江杭州

举行。马列和丁茹芬十分振奋。马列特意精心策划制作
了一本中英文双语小册子，每一页包含四句诗、一段话
和一张图，用 150 多个故事将杭州的人文地理和美食文
化娓娓道来。

离家越久，思乡越切。从挪威奥斯陆到中国杭州，
这条跨越大半个地球的返乡路，丁茹芬每年都会跑上两
三趟。“‘常回家看看’，我更真切地感受到家乡之变、中
国之变。”她说，“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湖边上的小城
市，到今天沿钱塘江不断拓展的国际化大都市，杭州的发
展日新月异。这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

2019 年，丁茹芬迎来了自己的 70 岁生日。“那是令
人难以忘怀的一年。”她说，“恰逢新中国 70 周年华诞，
当年的挪威奥斯陆多元文化节有许多以中华传统文化为
主题的节目，引发现场观众的叫好。看到中华文化在多
元文化交流互鉴中绽放独特光彩，我由衷地感到自豪和
骄傲。”

现在，丁茹芬的返乡之旅有了“新搭档”——在挪威
出生长大的两个小孙子。“无论走得多远，我们的根始终
在中国。希望更多年轻一代接过接力棒，成为传播中华文
化、促进中外友好的使者。” 她说。

挪威华人华侨妇女儿童联合总会副会长丁茹芬——

传承文化  留住根脉
本报记者  李嘉宝

与共和国同龄的海外侨胞深情讲述——

我把人生融入共和国发展的光辉岁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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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

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75载峥嵘岁月，一代代华侨华人艰苦创业，

情系桑梓，为祖（籍）国和家乡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在《与共和国同龄的海外侨胞深情讲述——我把人生融入共和

国发展的光辉岁月》下篇，多位与共和国同龄的华侨华人回顾了在

海外创业奋斗的故事，讲述了对家乡的深切思念，在新中国成立75

周年之际，为祖（籍）国献上真挚的祝福。

巴西春江乐团团长、巴西华人协会名誉会长郭祖德——

笛声悠扬  情牵中外
本报记者  徐令缘

2024 年的中秋节，跨越重洋的笛音在遥远的
南美洲响起。巴西春江乐团团长、巴西华人协会名
誉会长郭祖德手持竹笛，指尖轻跃，悠扬的中国传
统音乐飘扬在巴西圣保罗市街头。多年来，郭祖德
和巴西春江乐团在巴西演奏中国传统音乐，用音
乐搭起中巴文化交流之桥。

郭祖德 1949 年出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1983
年，郭祖德来到巴西打拼。初到异国，一杆竹笛成
为了他的“好伙伴”，这把乐器寄托了海外游子的
思乡之情。在家庭教育熏陶下，郭祖德从小喜爱音
乐，一开始是京胡，后来又学习笛子、二胡等多种
中国民族乐器。从小到大，他对传统音乐的热爱不
曾减退，音乐陪他渡过了在异国他乡奋斗的岁月。

出于热爱，郭祖德在巴西组建了春江乐团。乐
团由生活在南美洲地区的中国传统音乐爱好者组
成。每逢中国传统节日，乐团成员就从不同城市聚
集到一起，表演中国传统音乐。他们的表演反响热
烈，逐渐成为当地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

郭祖德发现，不仅华侨华人喜欢他们的节目，
中国传统音乐表演也能吸引许多巴西当地民众驻

足观赏。在一次演出中，乐团将中国曲目《高山青》
与巴西伦巴音乐巧妙结合，受到巴西当地观众的
喜爱。“我想，这个节目不仅见证了中巴友谊，也让
中国传统音乐形式在巴西找到了新的传播方法。”
郭祖德说。

谈及中国的发展变化，郭祖德感慨万千。他
说，记得自己刚到巴西时，许多巴西人不了解中
国，甚至对中国有误解。随着中国发展与国际地
位不断提升，中巴两国交流合作持续扩大，巴西
人对中国的看法已发生转变。郭祖德说：“越来越
多巴西人通过网络看到了真实的中国。不少巴西
朋友和我谈起，中国真是个好地方。这些年，巴西
马路上的中国车变多了，中国商店更热闹了。这些
都让我们华侨华人感到自豪。”

“每次回国，我都能感受到祖国日新月异的
变化。一下飞机，就看到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繁
华街道车水马龙。不仅如此，中国人的心态也更
加开放和自信了。”郭祖德感慨道。他希望，通过
他们的努力，让中国传统音乐被越来越多巴西民
众了解和喜爱。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终身荣誉学者陈杨国生——

服务社会  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杨  宁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的那一天，陈杨国生来到了这个世界。国庆节对
她来说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有一份特殊的记忆和
情感。

“我正好是开国大典当天出生的。”陈杨国生
笑着说。小时候，父亲会在日历上标记这一天，庆
祝国家的生日同时也庆祝她的生日。“那时候北京
会放礼花，晚上，家人会把我扛在肩膀上去天安门
广场看烟花。人山人海中，万花齐放、万众欢腾，那
种氛围让我至今难忘。”

10 岁那年，陈杨国生随家人迁至江苏省南京
市。在那里，她开始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种国庆庆祝
活动。“戴着红领巾敲队鼓、打队旗……集体主义
和民族自豪感就是在这些活动中逐渐培养起来
的。”她回忆道。这些活动不仅让她感受到了国家
的强大，还厚植下她对祖国的感情。

1984 年，江苏省教育厅选派陈杨国生到澳大
利亚维多利亚州教育部工作。彼时，周围的人对中
国知之甚少。“我在举办生日派对时，常和澳大利

亚朋友谈起我名字‘国生’的由来，一些朋友由此
开始了解我们的国家、新中国的历史。”

在澳大利亚工作的那些年里，陈杨国生致力
于推动中澳教育合作项目，把澳大利亚的大学生
送到中国学习，也通过接收中国来培训的大学教
师或者政府官员，来加强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交往
和友谊。“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人才的
培 养 ， 而 教 育 正 是 连 接 现 在 与 未 来 的 纽 带 。”
她说。

如今已退休并被授予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终
身荣誉学者称号的陈杨国生，仍然活跃于公共事
务中。她说：“我现在无偿为大学和社会服务，活多
久，我就贡献多久，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这是非常
愉快的事情。”

陈杨国生多次受邀回国举办讲座，她经常强
调，所谓民族自信，就是要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
土地，尊重自己的文化。“当我看到新时代的中国，
经济、教育、高科技完全是今非昔比了，我感到非
常自豪。”她说道。

百部、苦参，这是李文忠推动写入阿根廷植物
药名录的中药材。

在阿根廷奋斗 30 余载，李文忠用中医药研制
出治疗儿童疾病常用药，推动中医药品走进阿根
廷医院，把中医药文化带到阿根廷大学课堂，让更
多阿根廷人了解中医药的文化宝藏。

李文忠，1949 年生于北京市东城区，13 岁起拜
师学医，与杏林结缘。曾入职广安门医院，后创业
开办民营医院。

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东风潮涌。李文忠了
解到，中医药在阿根廷有发展前景，黄芪、当归等
已在当地获得应用。带着一身中医本领，他远赴阿
根廷创业。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办药企、开诊所，用中
医望闻问切、草药膳食、针灸推拿等疗法，针对患
者的脑血管疾病、皮肤病、脊柱疾病等病症一一施
治。渐渐地，他的医术在当地出了名，登门问诊的
阿根廷人络绎不绝。

彼时，在阿根廷，头虱病在儿童群体流行甚
广，是困扰当地民众多年的痼疾。由于传染性强，
当地规定，凡被感染的儿童不得进校学习。那时，
当地的常用药作用时间短且副作用大。不少阿根
廷患者来找李文忠，希望他想想办法。

李文忠知道，百部等几味中药材有杀虫灭虱

功效，或可用于治疗这些患儿的病症。他一头扎进
工作室，决心研制出相关中药制剂。

一连数月，他累了就睡在实验室，醒了就继续
研制。经过反复尝试，他发现，头虱不耐酒精，可以
使用酒精提取法，提炼更多中药材中的有效成分。
在提炼的中药制剂中，他还专门加入中药冰片，用
于缓解头虱病痒痛。

一段时间后，李文忠研制的中药灭虱剂上市。
纯天然、疗效好的中药制剂，很快赢得阿根廷患者
信任，成为当地儿童头虱病的常用药。

为让更多孩子用上药，也让更多人了解中医
药功效，李文忠每年向阿根廷学校及贫困社区免
费捐赠大量中药灭虱剂。上世纪 90年代，李文忠被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医科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每
月为该校医学生讲授中医文化课。

推动中医药文化交流，李文忠也不遗余力。
2012 至 2015 年，通过李文忠牵线搭桥，阿根廷卫生
部多次派团访问中国，商讨阿中中医药合作事宜。

“我的事业与祖国的开放发展密切相连。这些年，
很荣幸能与中医药‘走出去’的步伐同行。”李文忠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马上迎来 75 岁生日，衷心祝
愿祖国繁荣昌盛，阔步前行。”他说，“希望继续投
身中医药对外交流事业，助力中医药在更多地方
开花结果。”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医科大学客座教授李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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