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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音乐  自小结缘

崔懿允从小就学习钢琴，对音乐一直
保持着热爱。高中时，崔懿允在翻阅招生
简章时了解到音乐治疗这一专业。音乐治
疗不仅涉及音乐，还结合了心理学和医
学。她认为，这是对她父亲医生职业的传
承和她对音乐的热爱在学术上的交集。

2012 年，崔懿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音
乐治疗专业，开启了她的音乐治疗之旅。
在 5 年的学习过程中，她不仅接受了系统
的音乐训练，还深入学习了心理学和医学
知识。“音乐治疗是多学科交叉的，这对我
们的要求非常高。刚开始学习音乐治疗时，
我和同学们经常要面对大量的英文文献，
理解起来颇为吃力。”崔懿允回忆道，“但
也正是这种多样性，让我感到无比充实。”

音乐治疗专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
仅仅注重音乐技能的培养，更注重心理学
知识的积累和实操的锻炼。因此，崔懿允
在大二时就开始了临床实践，在医院和养
老院等机构为患者进行音乐治疗。

“第一次接触病人时，我非常紧张，
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能胜任这份工作。”崔
懿允说。当时，她在一所医院的精神科实
习，面对的是一些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病
人。“当我第一次给一位抑郁症患者进行
音乐治疗时，我感到很无力，不知道我的
音乐是否真的能帮到他们。”她说。

在学习的过程中，崔懿允遇到了对她
影响很大的导师。“我们有个督导老师，
会全程陪同我们进行治疗，从治疗方案的
设计到临床操作，再到事后的反馈调整，
老师都非常细致地为我们进行指导。这种
师生之间的紧密联系让我感到非常温暖，
也让我在学习中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崔

懿允说，“老师们不仅在技术上给予我们
支持，更在情感上像大姐姐一样，帮助我
们处理自己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情绪
波动。”

面对一次次挑战，崔懿允逐渐成长起
来。她学会了如何用音乐去接近病人，了
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并通过音乐让他们感
到平静和安慰。“这些经验让我逐渐积累
了信心，也让我认识到音乐治疗的真正
价值。”

以歌为药  治愈心灵

2023 年，崔懿允来到澳大利亚继续深
造音乐治疗师研究型硕士课程。“这个项
目没有具体的课程，主要是自己安排时间
进行研究，完成论文，所以有空余的时间
工作。去年我拿到澳大利亚的音乐治疗资
格证后就开始在当地工作。”崔懿允说。

在养老院中，崔懿允经常与老人们一
起唱歌，尤其是那些具有对方文化背景的
传统歌曲。她经常面对各类不同文化背景
的患者，包括欧洲、亚洲等国家的移民，
以及澳大利亚本土的老年人。“我觉得在文
化的交汇点上，音乐治疗的效果特别明
显。”她说。

“养老院有很多来自意大利的老人。”
崔懿允说。尽管她不懂意大利语，但她会
学习一些意大利经典歌曲与老人们互动，
并逐渐加深对澳大利亚及其他文化的了
解。此外，崔懿允还会向当地老人介绍中
国的节日，如中秋节和春节，并在治疗过
程中融入中国的传统歌曲。崔懿允说：

“我很喜欢教他们唱 《恭喜恭喜》 这样的
中国歌曲，或者教一些简单的粤语童谣，
中间有重复出现的中文，不懂中文的老年
人也可以快速学会。”这种跨文化的音乐

交流不仅促进了老年人和治疗师之间的关
系建立，也增进了不同文化间的理解。

“我还在一个专门帮助慢性病患者的华
人协会合唱团中教大家唱歌。”回想起第一
次排练，崔懿允说：“当时的预期是最多来
五六个人，但没想到那天来了 20多人，我
很惊喜。”

歌 曲 的 选 择 是 崔 懿 允 面 临 的 难 题 。
“在成员中，有人讲普通话，有人讲粤
语。”她说。最初，因为会普通话的成员
比较多，所以大家都在用普通话唱歌、练
习。但崔懿允注意到：“有一部分讲粤语
的成员在跟练时会很困难，为了跟上大家
的进度，他们回家的时候会在歌词上标注
音标再额外练习，这样会很辛苦。”

崔懿允注意到这一问题后，便开始寻
找一些同时具有普通话和粤语版本的歌来教
成员们练习。“一段唱普通话，一段唱粤语，
这样拼在一起效果也很好，而且成员们都很
开心。”崔懿允说道，“这样一来，大家能够
选择的部分也多了，有些擅长普通话的成员
也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练习粤语。”

音乐的旋律不仅仅是音符的堆叠，更
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纽带。“我慢慢地发
现他们唱得越来越好，变得越来越自信。
我觉得很自豪。”崔懿允说。

积极推广  充满信心

崔懿允依然面临不少挑战，首先便是
如何推广音乐治疗。崔懿允坦言：“音乐
治疗算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特别是在公共
健康领域，并没有被广泛认知。”因此，
崔懿允开始利用自己在国内创办的远歌行
音乐治疗工作室积极进行宣传，并且和澳
大利亚当地的机构“墨尔本华人音乐与创
意艺术治疗”合作。“我们会把一些有关

音乐治疗的内容进行中英文翻译，然后上
传到国内外知名平台进行推广，让更多的
人了解音乐治疗，也能够让海外专家了解
音乐治疗在中国的发展状况。”

此外，崔懿允在跨文化治疗中也面临
着不少技术性挑战。崔懿允解释道：“音
乐是具有包容性的，我们的治疗方式也必
须具备同样的包容性。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表达情感的方式不同，所以我们需要找到
合适他们的方式进行引导。”崔懿允曾帮
助过一名来自东南亚的小朋友，这名孩子
因语言能力发育迟缓需要进行治疗。做完
第一次治疗后，崔懿允便发现：“这名小
朋友在家使用母语，但在学校需要用英语
交流，这种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导致了他
的适应困难。”

因此，在后续的治疗过程中，崔懿允
没有强制要求小朋友遵循某种固定的治疗
方式，而是让他自主选择想要参与的活
动。“我的治疗室里有很多他喜欢的乐器，
我会问他今天想做什么，他会告诉我他想
打鼓或者做其他事情。”崔懿允通过这种
自由选择的方式，鼓励小朋友主动探索，
慢慢地他开始展现出创意，并且在学校的
表现也有所提升，后来还获得了“优秀学
生奖”。

“孩子的妈妈告诉我，我是唯一一个
把她的孩子当作正常孩子对待的治疗师，
这让我很感动。”崔懿允说。她认为音乐
治疗的核心是发现患者的潜力，放大他们
的优点。

尽管面临挑战，崔懿允对音乐治疗的
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她表示，随着多元文
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心理健康机构
开始意识到音乐治疗的重要性。崔懿允
说：“音乐是人与人之间的共同语言，不
论你来自哪里，它都能带给你情感上的共
鸣和治愈。”

来自广西防城港市的苏俊良，在美国洛杉矶以独特
的变脸表演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从舞台上的光彩到青少
年派对上传递的欢乐，苏俊良的艺术之路见证了他的坚
韧与创造力。

  自学成才 融合创新

苏俊良的艺术生涯始于童年时的现代舞学习。随
家庭移民洛杉矶后，他的舞蹈生涯不得不暂时中断。多
年后，他重新回到舞台，开始探索中国传统的“变脸”艺
术。苏俊良回忆道：“我最初接触变脸时，完全是因为对
艺术的热爱。我希望把这种中国非遗文化技艺带到美
国，展现给更多人。”

尽管过程充满挑战，但苏俊良坚定不移。苏俊良在
朋友的引荐下首次接触到中国传统艺术变脸，这种艺
术形式对他来说既新奇又充满挑战。尽管苏俊良对变
脸的了解有限，但他凭借着对舞台的热爱和对新事物
的好奇心，毅然决定学习这门技艺。“当时我只是想做
一些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把变脸与我的舞蹈背景结
合起来。”苏俊良说道。

学习变脸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苏俊良起初通过
朋友的简单指导，尝试自学变脸的技巧。然而，他很快
发现，没有专业指导的学习过程是极为困难的。在订购
了一套变脸服装后，他只能凭借着网上零星的视频和
自己的摸索，不断试错，逐渐掌握了变脸的技巧。“我在
没有老师的情况下，完全靠自己每天在家揣摩。”他说
道，“虽然刚开始还很不熟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
渐找到了感觉。”

与传统的变脸表演不同，苏俊良将现代舞蹈的元
素融入其中，为这项传统技艺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不
满足于仅仅在舞台上展示变脸 ，而是结合自己的舞
蹈背景，设计了许多独特的动作，使得表演更加生动
有趣。“我把变脸与舞蹈结合起来，融入了一些好看
的动作，比如变成孙悟空时，我会变出一根金箍棒，
有时还会加上冷烟花，让整个视觉效果显得更好。”
苏俊良解释道。

文化传播 责任在肩

对于苏俊良来说，变脸不仅是艺术表演，更是一种
责任。“变脸不仅仅是一种表演，而是代表了中国的国粹
文化。我很荣幸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外国人
了解和欣赏这种艺术。”他说。

无论是在学校的国际文化日，还是在社区的节庆活
动，苏俊良的表演都引发了观众的热烈反响。在洛杉矶
的国际学校，苏俊良经常被邀请在“国际日”上表演。他
谈道：“每次在学校表演，我都感到无比自豪。因为我能
够通过表演在舞台上展示中国文化。”苏俊良站在舞台
中央，来自中国的学生在看到他表演的变脸后纷纷喝
彩，他说：“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将内心的民族自豪感传
递给了更多的人。”

组建团队 传递欢乐

除了变脸，苏俊良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技能，学习
了吹糖人和长嘴壶茶艺表演。

他说道：“学习这些技艺让我感到非常有意义，我认
为艺术是无止境的，我希望在不断地学习中进步。”此
外，苏俊良还组建了一个团队，专门为儿童派对提供演
出服务。

团队的组建并不容易。最初，苏俊良与姐姐通过朋
友介绍，寻找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兴趣且具备一定表
演能力的人加入。他们经过筛选组建了一个小型的表演
团队——美国洛杉矶表演团队 MING。这个团队的每个
成员都具备不同的才艺，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精力，共
同为孩子们带来欢乐、惊喜的表演。

“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当地的华人孩子，可以让孩子
们在享受生日派对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触和理解中国
的传统文化。”苏俊良说，“我想要把每一个节目做到更
好，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泡泡秀，我也要花时间研究最佳
的泡泡液配方以及如何将表演更好地展现出来，将欢乐
带给每一位小朋友。”

江苏侨联代表团与法侨团举行座谈

 近日，江苏省侨联副主席艾卉带领的代表团参观
了巴黎北郊的华人批发商圈，并与旅法社团代表在法
国中法友谊互助协会举行座谈。

座谈会由该协会会长何建兴主持，他介绍了华人
商圈和协会的情况，强调了“一带一路”倡议为华商
带来的商机。法国中法友谊互助协会永远名誉会长张
常豹表示希望加强与江苏省侨联的联系。

艾卉介绍了江苏经济发展情况，邀请在法华人、
华商到江苏考察。代表团还参观了华人商圈企业，与
当地华商交流，鼓励合法经营。

                     （来源：欧洲时报网）   

泰国闽籍社团向水灾地区捐款

近日，泰国闽籍社团在泰国福建会馆举行了捐款
仪式，向泰国北部水灾地区捐款。中国驻泰国大使馆
公使衔参赞潘瑾出席了捐款仪式。

近期泰国多地发生水灾，尤其是北部地区受灾严
重，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泰国闽籍社团迅速行
动，短时间内筹集了超过 400 万泰铢 （约合 85 万元人
民币） 的善款用于救助泰北灾民。

潘瑾参赞高度评价了泰国闽籍社团的善举，并指出
社团一直致力于促进中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推动华人社会的繁荣与发展。     （来源：中新网）

菲华校联举行捐赠荣誉榜揭幕仪式

近日，菲律宾华文学校联合会 （以下简称“菲华
校联”） 在马尼拉举行热心捐赠华社“尊师重道”奖
励金荣誉榜揭幕仪式。活动由菲华校联常务顾问、帕
赛中华书院校长林文诚，菲华校联秘书长、崇德学校
副校长王宇航主持。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王悦致辞表示，
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华文教育是在海外传
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链接广大华侨
华人与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在菲律宾传承好中华传
统文化，是华社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菲华校联成立三
十年来，始终秉持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致力于团
结、服务全菲各华校，推动华校间的交流合作，为促
进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2022 年，菲华校联设立了“尊师重道”奖励金项
目，进一步提高了华文教师的福利待遇，彰显了华社尊
师重道的良好风尚。            （来源：东南网）

 英国华人女性联盟颁奖典礼举行  

近日，2024 年英国华人女性联盟（UKCWC）年度
颁奖典礼在英国伦敦隆重举行。英国华人女性联盟致
力于构建华人女性在英国的联结、赋能和影响力发挥
平台，作为注册慈善机构，其在英国社会及国际舞台
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今年的颁奖典礼聚焦于科技、创业、金融、艺术等多
个领域的杰出华人女性，表彰她们对社会的卓越贡献。
英国华人女性联盟主席杨群发表致辞，重申了该组织的
创立愿景，并对未来的发展表达了期待。典礼的亮点之
一是年度报告的介绍，该报告探讨了华人女性在职场中
的挑战与突破。

获奖者们的成就展现了华人女性的勇敢与坚持，激
励了在场的所有嘉宾。英国华人女性联盟表示，将继续推
动华人女性在各领域的成长与发展。 

                      （来源：欧洲时报网）

澳大利亚音乐治疗师崔懿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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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脸表演高手苏俊良——  

传递欢乐 传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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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绿电

近年来，福建省福州市充分利用
海面风能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
风电产业，依托沿海风能资源，统筹
发电、供电企业和海洋渔业部门，推
进“绿色能源+海上牧场”互补模
式，输送绿色电能，助力低碳减排。

图为近日，福建平潭岛北部湾，
岛上和海上的风力发电机迎风转动。

          谢贵明摄 （人民视觉）

侨 乡 新 貌

崔懿允，一位来自
广东广州的姑娘。因为
热爱音乐，想用音乐治
愈更多有需要的人，她
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
一名注册音乐治疗师，
为更多的人带来了心灵
的慰藉与疗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