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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我相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我爸是侨一代，他移民巴西，打好基础；
我算是 1.5 代，在国内接受过教育，在巴
西生活工作；我的孩子生在巴西、长在巴
西，今年 15 周岁，再过 3 年就可以参与选
举。”巴西温州同乡联谊会会长朱轩初是
80 后，他 1995 年到了巴西，“我的目标是
努力推动华侨华人群体融入主流社会。”

今年 6 月，巴西圣保罗州首府圣保
罗市与中国侨乡温州市的代表在圣保罗
签署协议，两地正式建立友好交流关
系。保罗市议员西德尼·克鲁兹表示，
愿以此为契机，增进巴中两国人民的了
解和友谊，巩固并发展两地在经济、贸
易、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开展多种
形式的交流与合作。

朱轩初参加了此次签署仪式。“温
州和圣保罗市是我的第一和第二故乡。
去年，接任巴西温州同乡联谊会会长
后，我就特别想为两个城市做点什么。”
在巴西读大学的朱轩初在大学时就曾在
议会实习，大学毕业后在巴西政府工作
过，也曾担任巴西劳工党的亚裔主席。
这样的经历让他有意愿也有能力和资源
为推动温州和圣保罗市缔结姐妹城市尽
力。“期待侨团能助力两地在更宽领域
寻求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力推文化教
育交流取得更多合作，惠及两国更多青
年学子。”朱轩初说。

“让我们这个群体被看见。”为了这
个目标，朱轩初不遗余力。他积极组织
侨团参与选举活动，让巴西政界人士看
到侨团的能力；他邀请巴西政界人士参
与侨界的各种活动，在沟通交流中拉近
彼此距离；他组织侨团与巴西当地慈善
机构合作，参与各种公益活动，让巴西
民众看到旅巴华侨华人的爱心善举。

“我们这代人赶上了好时候。一方
面，中国越来越强大，我们在海外的底气
越来越足；另一方面，我们在巴西接受教
育、进入社会，有了语言基础和一定的社
会资源。天时地利人和。”朱轩初说，“这
几年，年轻的侨领开始崭露头角，大家都
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最近，我就接到了
很多电话，咨询该如何推动友好城市的
交流。大家都在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

吸引青年人很重要

“吸引青年人参与侨团活动很重要。
这是巴西华人华侨青年联合会创会会长
叶王永当时对我说的话，我印象深刻。”
2009 年 12 月，巴西华人华侨青年联合会

正式成立，70 后魏万古担任秘书长，这
一干就是 12年，如今，他转任监事长。

用活动吸引年轻人。“文化中国·
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和“亚文青联
杯”篮球大赛是目前巴西华人华侨青年
联合会参与组织的最亮眼的两个活动。

“从去年开始，我们在‘水立方杯’
中文歌曲大赛巴西赛区中加入了少儿
组。今年，巴西赛区还有外籍选手参
与。这个活动在巴西的人气更旺了。无
论是外籍选手还是华侨华人孩子，他们
到中国参与比赛，亲身感受中国的风土
人情，回到巴西以后，他们都成了中国
故事的热情讲述者。”魏万古说。

虽然身处足球王国，巴西侨界的孩
子们却对篮球情有独钟。“亚文青联杯”
篮球大赛今年已是第七届。“比赛分为
青少组、少儿组、成人组和女子组。今
年有约 30 支队伍参赛。大家一起组队一
起训练，篮球比赛成为非常好的交流平
台。”魏万古说。

“今年球赛参赛人数达到史上最多，
规模前所未有；而且，队员们响应慈善
募捐号召，踊跃捐资捐物。”巴西华人
华侨青年联合会会长周伟说，“在圣保
罗，篮球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文
化和精神的传承。”

“除了文体活动，巴西华人华侨青
年联合会也特别重视慈善活动。基本每
个月都会带着一拨孩子到贫民区参与公
益活动。”周伟说，“我们很注意培养年
轻人。目前，篮球赛基本都是交给年轻
人负责的。”

成立于 1999 年的巴西唐韵艺术团也
很注意吸引年轻人。

“艺术团的第一批成员已经 50 多岁，
第二批大概是 80 后，现在有了很多 90
后和 00 后。这些年轻人在巴西出生、长
大，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对
巴西文化有所了解。目前，艺术团 20 多
位老师中有 1/3 是 20 多岁的年轻人，他
们了解巴西的侨二代、三代，所以在编
排节目的时候，会有意识地考虑年轻人
的喜好，吸引他们的参与。”巴西唐韵
艺术团团长林筠说。

发挥侨界新生代作用

“巴西华侨华人中，新侨居多。目
前，60 后、70 后的父母占多数，大多在
中国国内读过书，对中国和中国文化认
同感很强，对下一代的教育也都比较及
时、全面。比如，巴西的中文学校就很
多，大家都很重视对孩子的中文教育。”
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张小春是
70 后 ， 他 的 两 个 孩 子 都 在 巴 西 出 生 ，

“我们在家里全部都说中文，所以我的

两个孩子，一个 18 岁、一个 19 岁，他
们都会讲中文。这有助于提升他们对中
国和中国文化的认同感，从而可以在中
巴两国交往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我们这些侨一代，刚到巴西时，
曾经因为语言不通、文化不同感受过隔
阂，也因为侨团工作得到过帮助，所以
我们对侨团的感情很深。侨二代、三代在
国外长大，在当地社会适应得很好，不能
完全体会我们对侨团的感情。他们参与
侨团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感还需要加
强，所以我们平时的侨团工作会有意识
地多给年轻人提供锻炼机会。”周伟说。

“在巴西华人华侨青年联合会的工
作让我得到了极大锻炼。我慢慢开始了
解，侨团应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
我也开始懂得如何组织活动、如何协调
人际关系、如何做成一件事。”这样的
经历让魏万古特别乐意鼓励年轻人多参
与侨团活动，“年轻人朝气蓬勃有热情，
我们的目标就是不断搭建平台，吸引年
轻人在这里一起学习成长。”

“我从 1992 年就开始从事侨团工作。
那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到圣保罗工

作，因为我的葡语优势，所以在巴西华
人协会负责为刚到巴西的华侨华人教授
葡萄牙语。这些年，我一直在侨团服
务。”林筠说，“我经常鼓励年轻人多多
参与侨团活动。我自己也很注意挖掘年
轻才俊，并推荐他们进入侨团发挥自己
的作用，比如协助做翻译、主持人、活
动策划等。另外，在艺术团成立 20 周年
之际，我们成立了唐韵中巴文化艺术学
校。目前，学校有 160 多个学生，20 多
个教师。教师中有年轻的华人，也有巴
西人。我们的目标就是开拓更多科目、
吸引更多学生、编排更多节目，进一步
做好艺术团和学校的工作。”

魏万古还是巴西德馨双语学校的校
长：“我们学校正在准备推出‘雏鹰计
划’，推荐学生到中国读 4 年大学，这也
是培养侨界新生力量的一种方式。相信
在中国的学习生活会帮助这些学生回到
巴西后更好地讲中国故事，也更有能力
参与侨团活动。”

正是在这样的传帮带中，代际传承
在巴西侨界悄然发生着。在越来越丰富
的交流活动中，中巴情谊日益深厚。

对于海外侨胞而言，梦想的舞台是
一张世界地图，而最美的风景在回家
路上。

11 月 12 日至 15 日，“奋进之旅·
2024 浙籍海外侨胞故乡行”活动在浙江
台州举行。来自美国、意大利、澳大利
亚、西班牙等 33 个国家和地区的 80 余
位海外侨胞齐聚，感受家乡发展新貌，
共享高质量发展机遇。

浙江是全国重点侨乡，200 多万浙
江籍华侨华人遍布全球 180 多个国家和
地区。从出走到回归，越来越多海外侨
胞走在回家路上，演绎着家与国、侨与
乡“双向奔赴”的故事。

在台州东南约 20 海里处，有一座被
誉为“东海明珠”的大陈岛。1956 年，
467 名年轻人登上刚解放不久的大陈岛，
用双手建起新家园，铸就了“艰苦创
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
的大陈岛垦荒精神。

此行中，海外侨胞第一站便登上“中
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大陈岛，重走

“垦荒路”，重温了那段“荒岛”换“新城”、
“新城”变“明珠”的垦荒岁月。

“其实侨胞在海外闯天下要面对各
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当年垦荒队
员们艰苦拼搏的精神值得我们去继承和
发扬。”作为台州人，俄罗斯台州同乡
会 （商会） 会长颜玲富对于大陈岛垦荒
精神并不陌生，他往返于中俄两国从事
贸易工作 20 余年，以侨为桥连接起家乡
与世界。

“华侨出国奋斗的历史也是一部个
人的垦荒史。”不少侨领感慨，要充分
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
强信心，知难而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赢得发展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敢为人先的浙江率
先“掘金”时代机遇，从资源小省一跃
成为经济大省。新时代，如何为高质量

发展注入更多“侨动力”？
走进台州民营经济展示中心，在

“扛得起大旗、经得起大浪、担得起大
义、吃得了大苦、成得了大事”的五大
精神展示墙前，津巴布韦浙江商会会长
王建红拿起手机拍照记录。

王建红到海外闯荡已有 25 年，一直
在非洲从事纺织品对外贸易和服装制造
业，同时牵线搭桥帮助更多浙江企业

“走出去”。在她看来，一方面浙江民营
经济发达，双方合作潜力巨大，另一方
面这也是侨胞“深耕海外、反哺家乡”
的应有之义。

从潜心经营“创财富”，到义利并
举 “ 共 同 富 ”， 浙 江 籍 侨 胞 积 极 参 与

“千个侨团 （企） 帮千村”“侨助工坊”
等“侨助共富”行动。

截至目前，浙江“千个侨团 （企）
帮千村”累计结对 1054 家，到位资金
69.81 亿元；“侨助工坊”促成侨商订单

220.6亿元；建成“乡村侨舍”278家。
发祥于台州天台山的和合文化是中

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也是全人类共同的
文明成果。海外侨胞们走进天台山，探
寻古今和合之意，体验当代和合之美。

“侨胞一头连着家乡，一头连着海
外，更要当好和合文化、中华文化的传
承者和传播者，充分发挥融通中外的独
特优势，用侨言侨语向世界讲述和合文
化之美。”加拿大中国 （友好） 和平统
一促进会会长王典奇祖籍天台，对于和
合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

在王典奇看来，加拿大多元文化与
中国和合文化有着共同的基因，为此他
还成立了“加拿大和合文化研究会”，
通过梳理和合文化发展脉络，研究和合
文化当代价值，希望将这一“东方智
慧”推广到加拿大，倡导人们和而不
同、和睦相处、和衷共济。

（来源：中新网）  

秘鲁是拉美地区华人华裔人口
数量和占比最多的国家之一。一百多
年来，华人华裔群体扎根当地，在拼
搏壮大的同时，与中国根脉相连，对
中秘关系稳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群体规模大历史长

据拉丁美洲开放和发展中心研
究，秘鲁有 250 万至 310 万人具有华
裔 血 统 ， 约 占 秘 鲁 总 人 口 的 10%。
秘鲁华人华裔群体分布遍及全国，
其中大部分生活在首都利马的多个
华人社区。位于利马市中心的唐人
街是西半球历史最为悠久的唐人街。

早在 400 多年前，便有中国人不
畏惊涛骇浪，开辟出跨越太平洋的
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了中国与秘鲁
及其他拉美地区国家的贸易、文化
和人员往来。而中国移民成规模地
抵达秘鲁则要从 1849 年算起。据文
献记载，首批 75 名华工于 1849 年 10
月抵达利马附近的卡亚俄港，开始
了“契约华工”东渡秘鲁的历史。
此后，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有过几波
人数众多的移民潮，他们主要参与
修建铁路、建设城镇、开采硝石、
种植棉花和水稻等工作。

契约华工以及随后抵秘的华人
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习俗和文化
带到秘鲁，把生产技能传授给秘鲁人
民，为秘鲁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
献。移民秘鲁的华人大部分来自广
东，粤语和客家话因此成为秘鲁华人
华裔群体的通用语。1999 年，为纪念
华工抵达 150 周年，卡亚俄市政府在
该市海军广场矗立起一座纪念碑。

部分移民历史较长的华人家族
为融入当地社会改用了西班牙语姓
氏。在秘鲁，华人广泛与原住民、
欧裔、非裔、日韩裔等通婚。如今，
仅从姓氏或面孔难以辨别不少秘鲁
人的华人血统，但他们却对自己的
血统有着清楚认知。

华人在秘鲁社会中已占据一席
之地。在商界，华人华裔在零售、
餐饮、建筑等行业经营多年，其中一些连锁零售企业
已做到行业龙头地位。秘鲁是华人华裔参政率最高的
拉美国家。在政界，华裔 （或混血华裔） 出任过国会
议长、总理、政府部长等高级职位，而任职国会议员、
地方行政长官者更是比比皆是。此外，还有陈路、伍
绍良两位秘鲁华裔担任过秘鲁驻中国大使。

融入当地不忘来路

在秘鲁出生的华裔被称为“tusan”（来自粤语“土
生”），并成为秘鲁华人华裔社群的代名词。秘鲁的华人华
裔普遍较认同自己的身份。很多华裔都能清楚说出自己
哪位祖先是中国移民，也对中国移民的历史较为熟悉。

随着华人华裔在秘鲁长期生活，与中国相关的生
活方式已融入秘鲁当地文化。在秘鲁，庆祝春节是利
马等华人华裔聚居城市一年一度的盛事。多年来，由
于华人华裔群体的广泛存在，春节已成为秘鲁各族裔
人民共同庆祝的节日。秘鲁的饮食具有明显的中餐印
迹：中餐馆在秘鲁被称为“Chifa”（吃饭），秘鲁当地餐馆
的菜单中常见 Chaufa（炒饭）、Sijaukay（豉油鸡）、Wantan

（馄饨）等源自中餐的菜肴。据当地媒体估计，秘鲁有约
五万家中餐馆，其中一半位于首都利马。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秘鲁华人华裔对当代中国
的认同与日俱增。随着中国在秘鲁投资基建项目、矿
产、港口，越来越多汽车、电子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中
国产品和尖端科技创新成果进入秘鲁市场，对于秘鲁
华人华裔群体来说，祖 （籍） 国发展与进步，也给他
们带来了越来越高的认同感。

众多社团作贡献

秘鲁华人华裔群体形成的许多社团、会馆、商会、
协会等组织，在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入的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规模较大、有代表性的华人社团
有中华通惠总局、秘华文化中心、秘华协会等。

秘鲁中华通惠总局成立于 1886 年，为秘鲁华人华
裔全国性总机构，在秘鲁所有侨团中居领导地位。该
组织目前在利马有逾十个基层属会，还有 16 个外地属
会，为当地华人华裔群体提供各种慈善救助和义诊等
服务。该组织还与秘鲁当地政府密切合作，为华人华
裔群体争取合法利益，为中秘友好往来牵线搭桥。

秘华文化中心成立于 1981 年，是以土生华人为主，
以学者、工程师等专业人士为主要成员的组织，宗旨
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促进秘中文化交流，目前有成
员 1800 余人。同样以土生华人为主体的秘华协会，多
年来积极组织各类活动传播中国文化。

秘鲁 《公言报》《秘华商报》 等中文媒体也为团结
侨社、促进中秘交流作出贡献。《公言报》 是中南美洲
最早的中文报纸，1910 年 3 月 7 日创办至今，在记录旅
秘华人社会历史的同时，积极报道中秘友好交往和中
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钟毅、郝云甫）   

旅居巴西华侨华人：

推动中巴两国友谊日益深厚
本报记者  张  红

中国与巴西，虽远隔重洋，却是“跨越山海的好朋
友”。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在两国携手同行的路途中，
旅居巴西的华侨华人发挥着独特作用。一次次交流活
动、一次次城市互动、一代代接力传承，推动着两国友
谊日益深厚、不断升华。

侨 界 关 注

图为唐韵艺
术 团 成 立 25 周
年汇报演出中，
少儿爵士舞班在
表演节目。 

受访者供图  

第七届“亚
文青联杯”篮球
大赛青年组冠军
争夺赛现场。
来源：中新网  

当地时间6月
17 日，巴西圣保
罗 市 议 会 大 厅 ，
巴西圣保罗州首
府圣保罗市与中
国温州市代表签
署两地正式建立
友好交流关系的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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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在秘鲁首都利马市中心的唐人街上，
华侨舞狮团进行舞狮拜年活动。 新华社发  

海外侨胞“归家记”：

闯世界赤子情深  回家乡依旧少年
郭其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