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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下午，以“激扬华夏情，共圆中国梦”为主题的“2013年北京

高校港澳台侨学生迎新暨中秋联欢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

本次活动得到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国务院侨办等部门

领导出席联欢会。 杨韵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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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侨报》报道，近
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从
中国到美国，或是从美国回中
国，让他们最为烦恼的事情就
是如何将需要携带的行李整装
打包。大部分华人表示，自从
几年前，航空公司规定国际航
班上只能免费托运一件 !" 磅
#$% 公斤& 的行李箱后，更是
让许多即将踏上旅程的华人们
烦恼倍增。

据了解，几乎大部分从美
国飞往中国的华人，都曾受人
嘱托携带如苹果电子产品、婴
儿奶粉、化妆品等物品。不少
华人表示，有时候因为人情往
来，如何整装自己的行李，真
是一件全家头疼的事，因为大
家都不愿意厚此薄彼。因此，
去美国，回中国，对不少华人
来说，有着“痛苦并快乐”的
烦恼。

探亲父母心思多。如今已
经从美国纽约某著名私立大学
攻读研究生毕业的约翰对于父
母第一次去美国时的行李非常
感叹，每当想起打开父母行李
箱的情景，都让他备感辛酸。
据他介绍，自己来自中国广州
一个普通家庭，能到美国读
书，完全靠着自己父亲在上个
世纪 '" 年代股票行情较好时
所赚的老本。

据他回忆：“两年前，父
母来美国正是圣诞节，我所在
的纽约城市冬天异常寒冷，但
当爸爸妈妈打开行李箱，我看
见其中的三条厚厚的被子时，
我才知道，父母为了不想浪费
钱再买一张床，决定在地上打地铺。”约翰表示，父母的
行李箱中除了被子，还有各种家乡小吃，甚至连酱油、挂
面都必备齐全。原来，他的父母知道儿子住所附近的美国
餐馆价格不菲，因此特意自备粮食。当说到这时，已有了
一份不错工作的约翰还是会面露惆怅。

据介绍，不少父母前去探亲，总想着给子女带许多在
美国吃不到的好东西。因此，大家都知道，谁的父母来美
国了，那必然能过上一段让人羡慕的好时光。

亲人多多，奈何行李有限。一个月后准备回国探亲的
张女士正为只能托运一个行李箱的航空公司规定而烦恼不
已。看着手上长长的购物清单，全是家中七大婶、八大姑
的殷切嘱托，让她颇觉为难。张女士感慨道：“家中有婴
儿的亲友都是想方设法托人从国外带奶粉回国，而且一带
就是十几二十袋的，真是让人力不从心啊。”

张女士表示，因为行李重量已经达标了，加之已经答
应别人要带奶粉，因此，她决定在出发前将无法打包的奶
粉通过快递寄回中国，但她私下里悄悄和父母说：“下次
我再回国，你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想方设法推一些，为了
凑齐这些祖宗们的要求，光是出门购物就花了我好几个周
末的时间。” （中新社电）

' 月 (% 日开幕的伦敦 $"() 春夏时装周活动中，崭
露头角的华裔设计师张卉山、王海震和 *+,- ./-01成为
秀场的亮点。也许这些新兴设计师的名字对你有点陌生，
但说起王大仁（2345-0647 8-01）、吴季刚（9-:;0 8/）、谭
燕玉（<+=+4004 >-?），他们早已成为时装周上令人瞩目
的大牌。华裔时装设计师，已经成为世界时装界不可忽
视的新兴力量。

华裔大牌

纽约、米兰、巴黎、伦敦四大时装周是全世界设计师
的圣殿，纵观过去几年四大时装周秀场，不难发现，华裔
设计师如今已成为全球时尚产业的一股重要力量。

从成名已久的安娜苏与王薇薇，到新一代的王大
仁、吴季刚，中国姓氏都为他们贴上了“华裔设计师”的标
签。这些设计师的作品大都有着很强的都市感，并不过
分强调中国元素。虽然他们很多都不会中文，但相同的
黄皮肤黑眼睛赢得了不少来自国内的关注。

这些华裔大牌设计师中，既有王薇薇这样出生于纽
约曼哈顿上东区的华裔后代，也有吴季刚、谭燕玉这样在
港台长大，远赴欧美建立自己品牌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代
表。他们的设计并不拘泥于“中国特色”，而是以各自鲜
明的风格成为闪耀时装周的明星。

新人辈出

近几年，到欧美攻读时装设计类专业的中国学生在
不断增加，亮相四大时装周的中国面孔，也一一被媒体及
观众们熟知。本次参加伦敦时装周的中国设计师品牌还
包括吉承、@A433- B-?、CD@E FG B+3G、H-0 FG IJ401

C+-;6-0等，王海震和张卉山分别以独立品牌时装秀形
式登场。

本次时装周还有中国本土品牌参与。来自上海的栋

梁（H;01 B+-01）携同合作的五位设计师在伦敦王家歌剧
院以静态展示和联合品牌秀的方式，呈现来自中国的本
土设计作品。创始人之一王栋梁表示，当日的联合品牌时
装秀上，他们还特地配上中国鼓音乐。

华人设计师何平携其作品首次亮相此次伦敦时装周
“时尚前沿”展厅便吸引了不少观众。她的春夏季新装均
为黑白两色，线条感强，饰以绣花或荷叶边。
“我希望穿这些衣服的女人是外柔内韧的，这是亚洲

女性的美德。”她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伦敦时
装周中国面孔云集，是华人设计师集体发力的小小缩影。

中国风情

华人设计师的崛起，还给各大时装周吹来一阵中国
风。就读于圣马丁艺术学院的设计师张卉山，在去年伦敦
时装周上带来了以花卉和鸟类为主题的设计作品。传统
的中式旗袍被制成丝质硬纱的半透明裙子，在借鉴西式
成衣优点的同时保留了中式服装的特色。他的创作大多
有沉稳细致的东方特色，呈现着中国文化的清雅灵韵。

作为上海独立设计师的先行者，吉承曾在伦敦时装
周展示高级成衣“茶经”系列，集合中国经典文化艺术
与西方现代设计工艺。面对质疑其设计“太中国”的提
问，吉承认为中国时尚更应在设计中体现出来：“中国
设计师都应该主动向国际化发展，在秀场让大家关注并
理解自己的作品，然后再到商店里销售。”

“文化中国”的新纽带

“在地未来———文化中国·海外华人青年艺术家邀请
展”开幕仪式暨颁奖典礼于 '月 (!日在位于深圳市的何
香凝美术馆举行。主办方从推荐的 K"多名海外华人青年
艺术家中，遴选出生于或长期生活于美国、德国、丹麦、
澳大利亚、泰国等 (% 个国家 $$ 名艺术家的作品，涵盖
了绘画、装置、摄影、影像等多种媒介方式。

在 (! 日晚的颁奖典礼上，潘逸舟 （日本）、唐子豪
（美国）、陈赛华灌（新加坡） 分获新锐奖、新视觉奖和
最佳创作奖。

随后展演了旅德艺术家团队根据何香凝美术馆立面
设计的多媒体建筑影像，美术馆也特意开辟了晚上 L 时
到 '时的展览专场，让观众体验到在晚上参观艺术作品
的别样感受。

为配合本次展览的进行，主办方还邀请了多名海内
外专家学者以及参展艺术家，并在 '月 (K日就海外华人
青年艺术家之文化身份认同、生存境遇及感受体验、对
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认知与对文化冲突的选择等问题展
开了讨论。

据悉，该项目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创立、倡导和主

办，是联系海外华侨华人的
“文化中国”系列文化艺术
活动之一，希望“以侨为
桥”，沟通中国与海外华人
的联系，并加强在文化艺术
方面多种形式的合作，以体
现祖国对海外华侨的关注、
支持，促进世界不同文化的
和谐共生，以及不同国家、
族群之间的文化和睦相融。

“在地未来”的新主题

此次展览旨在鼓励优秀
海外华人青年艺术家的创
作，挖掘年轻、新锐的艺术
家，并促进他们与国内艺术
界在未来的广泛交流与合
作，并搭建一个以何香凝美
术馆为主体的海外华人青年
艺术家参与中国当代艺术，
以及交流、展示的全新平台。

之所以选取“在地未
来”作为展览主题，何香凝美术馆副馆长乐正维说：
“主要是针对置身异域的海外华人青年艺术家的生存境遇
和感受体验。这种体验和感受远不是一种简单的‘在地’
生活创作或被同化的想象，而是根植于中华传统，依
据所‘在地’的异质文化空间的艺术创作。”

正是这种共同身份的处境，使海外青年艺术家的
艺术创作具有一种既不同于中国本土的，也不同于所
在地的，而是具有多种文化特征，并不断变化的性质
与形态，或许更多的是一种适应、冲突、磨合的混杂
结果。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华人艺术家廖丁婷表示：“在
创作过程中，我的思路并非单一的借鉴西方，也没有
完全回归中国传统，而是在力图求变的基础上结合自
己的经历在心底寻找新的方向。”

这种结合中华传统母文化元素从事艺术创作，同
时又具有传统的、在地的、全球化的这样一种思路，
或许代表了海外华人艺术创作的混合形态和未来趋
向。

本次展览所呈现出的正是旅居海外的青年艺术创
作本身所具有的“传统”文化与“所在地”异域文化
之间沟通、磨合、感知之后的结果。

“文化认同”的新思考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那么你将不知道到哪
里去。对自身的传统文化艺术缺乏足够深刻的认识，那
么只能随风飘扬。

一方面，海外华人青年艺术家由于自身经历或华人
社区、家庭的影响，华人文化价值观已深深根植于自我
意识之中；另一方面由于定居或旅居异域，要立足国外，
需要接受或认同在地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

正是由于这种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认同与对民族文
化的忠诚或多或少处于矛盾之中，他们不断思考着自身明
确的身份。也正是由于这种双重的碰撞，使一些在异国他
乡的青年艺术家具有无根的漂泊感和边缘的散聚心态。

何香凝美术馆艺术总监冯博一先生表示：“这种心
态并不只是保守地执著于原有文化而对在地国文化的抵
制，也并不是织制一个文化之茧来减轻由陌生到熟悉的
过程，它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张力，一种以在最基本的水
准上保持着文化认同，并在视觉文化上为自身的文化冲
突来展开未来方向的力量。”

冯博一说：“海外青年一代艺术家已经摆脱过去的
文化记忆，不再只是单一地去表现文化的冲突、融合等
主题，而是开始将自己置于全球化的多元文化的背景之
下，并试图在创作中表现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

这或许是海外华人青年艺术家“在地未来”艺术创
作的一种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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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深圳“文化中国·海外华人青年艺术家邀请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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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近日，'K 岁高龄的华侨华仲厚先生
捐献 (!"余万元，启动修复江苏省级文保单位华氏
始迁祖祠，同时也将多年珍藏的大批珍贵文物一并
捐赠。

据华氏始迁祖祠修复活动发起人介绍，本次修
复初步打算依据当地华氏老人对祠堂原貌的描述、
古书记载以及上世纪 %"年代的航拍资料进行修复。
华仲厚老人计划在今年 ("月份带着 )"余名定居在
海外的华氏后人专门来一趟荡口古镇，亲眼看一看
故乡和祠堂，以解思乡之情。这场集聚了很多后人
之力的修缮还将带来后续祭祀活动，后人们还计划
于明年清明期间在祠堂举行祭祀先祖的活动，传承
祠堂文化。

中国自古重视家族观念。“祠堂”一词最早出现
于汉代，当时祠堂均建于墓所，称为墓祠。南宋朱熹
《家礼》立祠堂之制，从此称家庙为祠堂。古代祠堂除
了用来供奉和祭祀祖先，还具有家族社交、教育场所
等功能。如今，祠堂承担更多的是寻根的职能。外出
族人回乡谒祖寻根时，必到祠堂祭拜，带一些祠堂的
香灰和家乡泥土，以示不忘根本。

除了修缮祠堂，华侨华人们也时刻关注着故乡
博物馆和家谱的修缮工作。$"($年，旅美侨胞蒋福
栋回到家乡泉州，向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捐赠 L"""

元，用于该馆“蒋氏家谱”的修缮和保护。据蒋福栋
介绍，$"((年他随印尼泗水蒋氏宗亲联谊会访问团
到泉州参观时，首次见到了博物馆收藏的“泉州江南
树兜蒋氏家谱”。看到家族播衍历史，蒋福栋深受震
撼，再次返乡时又专程携友人到博物馆参观，并向该
馆捐赠文物修缮费用。“我对家乡有着割舍不断的亲
情和血浓于水的深情。”蒋福栋说。

族谱的修缮，牵动着无数海外华侨华人的心。
$"(% 年，南安开展 《芙蓉李氏族谱》 第九次续修
活动。本次续修广泛采访搜集资料，通过多方途
径，采集移居海外族亲的情况，并首次将女性族人
入谱。

当地时间 9月 15日，南加州华侨华

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4周年升旗

典礼在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举行，来自南

加州各个华人社团的数百名华侨华人参

加。

左图：小朋友手持五星红旗参加升旗

仪式。

右图：陈进舞蹈学校的侨胞载歌载舞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4周年。

毛建军摄（中新社电）

图为旅居荷兰的华人艺术家牟雪向观众介绍其作品《绝对偶然———某时某刻》。

王艳磊摄

图为乐正维副馆长与其他嘉宾出席开幕仪式暨

颁奖典礼并剪彩。 王艳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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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周上的中华面孔
高双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