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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国侨联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中国!东
盟传统文化传承与传播论坛”在广西南宁举行。来自全球 "#个国家和地
区的海外重要侨领、文化领域专家学者和海外华文媒体、华文学校代表、
部分省区侨联负责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共 $##余人参加论
坛。

论坛就进一步弘扬中国%东盟各民族传统文化，推动中国与东盟各国
的文化交流与项目合作，积极发挥海外侨胞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的独
特作用等进行了探讨。

中国侨联副主席乔卫在论坛上表示，在东南亚地区，数以千万计的
华侨华人把自身的幸福、进步与住在国的安定、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成为架设在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交流合作的桥梁，成为传承、传播传统
文化、开展文化交流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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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文化团体和产品走出去

美国华人票房文化传播公司总裁、中国侨联顾问戴锜，在美国创办
了美国北加州华人文化体育协会，举办了海外规模最大的华人运动会。
他于 &##$年成立了美国华人票房文化传播公司，为全美第一家华人网上
售票公司，代理全美华人演出活动售票业务，承办过“同一首歌”、“五
洲同春”等大型演唱会及内地、港台多位歌手在美国的演唱会，致力于
推动中美文化交流。

戴锜认为，文化产业的未来具有极大市场和竞争力。只有依靠华侨
华人帮助中国的文化团体和文化产品真正走向世界，才能够更好地让中
华文化“走出去”。

戴锜认为，尽管中国历史悠久，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却相对薄弱。
“大家都知道有一部动画电影叫 《花木兰》。”戴锜举例说， 《花木

兰》 这个中国传统故事却被美国电影公司制作成为动画片，不论是在文

化效应还是经济收益上都在全世界获得了巨大成功。“可中国的故事怎么
要等到外国人拍了才出名呢？”

因此，他认为，中国文化产业未来的道路是非常漫长的，但也有很多
空间，要鼓励华侨华人投资中国的文化产业。华侨华人要帮助中国国内的
文化团队到美国去，去开公司，去卖中国的文化产品。“我们要学会制
作，然后自己卖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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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才能更好地推动

马来西亚上议院前议长曾永森认为，“要看到中华文化在海外发展的
成果。只有融入当地社会，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发展。”

曾永森 '($&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祖籍广西。'(()年出任马来西亚国
会上议院副主席，&###年至 &##$年任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主席。上世纪
)#年代曾参与马中建交过程。
“据了解，东盟国家的华侨华人占海外华侨华人的 )#*。马来西亚是

除了中国大陆以外使用中文简体字最广泛的地区，因此马来西亚华侨华人
在整个国家的文化结构上有大的影响力。”曾永森介绍说，马来西亚还保
留着很多中国传统节日的习俗。“中秋节我们一样吃月饼，端午节到处都
能买得到粽子，春节有 &天的公共假期。”

曾永森说：“中国的富强崛起会助力文化的传播。希望海外的华侨华
人看到这个趋势，身体力行来推行中国的传统文化。”

他认为，华侨华人要了解东盟的背景，了解他们文化的传统，在推行
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要有耐心，要慢慢来，要懂得审时度势。比如舞
狮，我们华人推广了整整 &#年之后才看到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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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人才亟待培养

在萧鸣政看来，高素质的传统文化传承人才、传统文化经营管理人
才、传统文化产品销售人才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不可或缺的。

萧鸣政系北京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对文化产
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有独到见解。

萧鸣政说：“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传统文化的传承人紧缺，尤其是
高素质的传承人才十分紧缺。”他说，比如说孔子学院的老师，如果只懂
发音、语句，只知道这个字怎么念，却不懂其中的典故和文化内涵，不能从这
个字里面去传承和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中文教学就过于简单了，中华
文化的精粹也就黯然无色了。也就是说，这样的老师是不合格的。

他说：“在人才培养过程当中，要把文化开发与经济开发结合起来才
能做好。比如说在美国，一些华裔的小孩学习成绩就比其他的美国人要
好，人家就相信中国的家庭教育文化是好的。这就有待好好开发和传扬。”

萧鸣政表示，传统文化是软实力，但是把它和硬实力相结合更有益于
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

中华文化海外传承
靠谁来推动？

本报记者 聂传清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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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认为，文化归属是我们心灵安身立
命之处。定居异域他乡的海外华侨华人希望自己
能够融入当地文化氛围，从而寻找到心灵的归属
感。但是，经过一番纠结和挣扎，人们发现，民族
文化依然是最终的精神家园，也是建立自信和安
全感的源头。

杰西卡是在加拿大出生后回中国国内直到
, 岁才来加拿大。从小在外面玩的时候，大家
都会开玩笑逗她，说她是个加拿大人，杰西卡
每次都大哭：“我不是加拿大人，我是中国
人。”渐渐地长大些后，她似乎从一些大人们略
带稀罕的眼光中读出了点什么，她开始以加拿
大人而自豪起来，经常屁颠颠地逢人自我介绍：
“我是加拿大人。”

但到了加拿大后，杰西卡很快发现她作为
一个加拿大人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了。“妈妈我
究竟是不是加拿大人啊？”有一天放学后她问
我。“你在加拿大出生，又在加拿大生活，当
然是加拿大人了。”“为什么玛娅说我是中国人
不是加拿大人-”“哦，可能是因为你是从中国
来的呀。”为了让自己更像个加拿大人，杰西卡
开始向本地孩子看齐，她以前爱穿裙子和皮鞋，
现在喜欢穿 .恤和短裤以及运动鞋了，早餐要
吃 /012034、土司、煎鸡蛋和香肠，喜欢披萨、
热狗和三明治，说话神情举止越来越像个加拿
大女孩。每个孩子都需要得到群体的认同，我
也希望她尽快融入加拿大同学中间。

但是，问题很快就来了。“妈妈以后午餐只要
给我带三明治就行了，不要给我带中餐。”“为什

么？”“我不喜欢吃中餐，
5671484 9::; 78 ;78<=8>71<。”
“ 这话是谁说的？”“同学说

的，他们看见我的午餐就会笑我。”我的心仿佛被
刺了一下，来到加拿大后我才知道我的民族自尊

心真的是很强。我立刻打开电脑在
<::<?4 上刷刷打上“中餐”，找到一大堆
关于中国美食的信息读她听。我告诉杰
西卡中餐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之一，
中餐馆遍布全世界，各个国家包括加拿
大人都爱吃中餐，小朋友嘲笑她是因为
他们没吃过。我鼓励她向小朋友介绍她
喜欢的中国食物。“不，我在家可以吃
中餐，我午餐还是不要带中餐。”杰西
卡固执而坚定地说。

随着英文程度的提高，杰西
卡对中文书已经没有兴趣了，尤

其是对写中文字更是排
斥。有一天杰西卡对我

宣布：“妈妈，我不是中国人，我不用学中文。”“你
爸爸妈妈都是中国人，你怎么就不是中国人
了？”“我喜欢加拿大，加拿大比中国好，我喜欢
做加拿大人。”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不舒服啊，一
年的时间，我的女儿竟变成了个小洋人，我有点
不淡定了，大声呵斥她：“你是中国人的后代，你
的血液里流着中国人的血液，中国有你的亲人和
朋友，中国是你的根，这是你永远改变不了的事
实。”听得似懂非懂的杰西卡哇地一声大哭@“我
要做加拿大人，我不要做中国人。呜呜呜……加
拿大环境好，小孩子学习不累，这都是你们说的
呀。呜呜呜呜……”

看来对杰西卡的中国文化教育不是三言两
语就可以解决的，而是一个长期的熏陶过程。

我从国内订购了一套中国历史书，每天晚
上和杰西卡一起看，看完后我们会一起讨论，
还会跟加拿大的历史做比较。历史是认识一切
的开端，杰西卡开始对中国有了一个基本的认
识，精彩的历史故事也引发了她对中国的文化、
地理和风土人情的兴趣。读三国故事的时候，
我们会在中国地图上找寻那些著名的历史名城，
杰西卡希望下次回国的时候能去这些地方看看。
历史书也让她更多地了解了李白、杜甫、苏轼、
李清照等著名诗人。现在再让她听唐诗宋词，
她会不停地向我刨根问底打听这些诗词背后的
故事。

针对她不愿意学中文的心理，我和她一起
上网看冰心、徐志摩、郁达夫、林徽因等人的生平
介绍，我告诉她这些诗人和作家不仅能用中文写
出优美文学作品，他们还能用英文写作，所以光
是英文好不稀奇，只有英文和中文好才是了不
起。杰西卡对林徽因很感兴趣，她觉得她长得那
么漂亮，能用中英文创作，还能用英文演话剧，又
是著名建筑设计师，实在太了不起了。

现在，杰西卡还是认为她是加拿大人，有
时候也会说她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加拿大人。
我不知道我的努力能让中国文化在杰西卡身上
保留多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她进行中国文化
教育也还在探索之中。我想她以后可以讲着流利
的英文，有着加拿大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但是，她必须能够和我们用中文进行交流和沟
通，她要对中国这片土地和她的父母充
满感恩，她要对来自中国
的同胞们有发
自内心的亲切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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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昂 &##A 年跟随父
母来到美国伊利诺伊州皮

奥里亚，今年已是第 B个年头。他离
开北京的时候是小学四年级，如今已经是伊利诺伊
数学和科学学院（CDEF）的 ''年级学生。

子昂所就读的这所伊利诺伊数学和科学学院
（CDEF）名气很大。它是许多华人父母眼中的顶级高
中，申请人不仅需要提交优异的学习成绩和论文，还
要通过美国高中生升大学的测试 EF.。在完成了 "

篇论文和 &&GG分的 EF.后，子昂终于如愿以偿地
收到了这所顶级高中的录取通知。

在进入 CDEF的时候，所有学生都被要求参加
“性格和人格”测试，以便选择和你最相似的人做
室友。子昂的室友是一位印度裔的美国男孩，性格
腼腆。最初来到这所学校的时候，他们是彼此间唯
一的朋友，性格的确相似。但是子昂开始慢慢地着

意改变自己，打开自己的社交圈子，参加了许多课外
社团，如美国未来商业领袖计划、国际同济会、合唱
团、学生会学术委员会、学生大使、个人辅导员、田径
队、游泳俱乐部等。除了学习，子昂在这些课外活动
中结交朋友，锻炼自己。

其中，同济会的志愿服务要求他每周都要志愿
服务 A个小时左右，虽然这很累，但是他说这也是
一种学习，他学到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些志愿
服务让他感觉到通过自己的力量是可以改变一些事
情的。

同许多华人小孩一样，子昂的数学成绩也十分
优异，从小学习绘画的他尤其擅长几何，作为同学
之间的互助小组的学生导师，他经常给别的同学讲
解数学题。如今他也有了自己的第一个职业理想，
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名精算师，他说这源于他对于
数学和数字的热爱。

本报电（肖列） 由北京市
侨联主办的“&G'$ 年华侨华人
艺术家中秋音乐会”于 ( 月 '(

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BGGG多名首都归侨侨眷代表及
社会各界群众齐聚人民大会堂，
共度中秋佳节。

据悉，“华侨华人艺术家
中秋音乐会”至今已举办 ,届，
今年的音乐会以“唱想中国梦”
为主题。同时，按照节俭办晚

会的要求，在舞美、
灯光等方面凸显朴实、

清新之风。此次音乐会特别邀
请了郭兰英、蒋大为、郑绪岚
等享誉海内外的老一辈艺术家
和来自基层一线的青年演员进
行演出。他们演绎了时代的经
典曲目，为在场观众奉献了一
场唤醒时代记忆的音乐盛宴。

上图：在“&G'$ 逍遥月色

华侨华人艺术家中秋音乐会”

上，郭兰英这位已经 A"岁的歌

唱家用自己的 《南泥湾》 原声

录音为现场观众做了表演。

左图：郑绪岚演唱 《牧羊

曲》。

“世界杨氏恳亲暨文化论坛”大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海内

外近 "GG名杨姓宗亲与会。本次会议的宗旨是“敦宗睦族，精

诚团结，和谐社会，振兴中华”。

会上，旅美侨领、世界杨氏联谊会总会会长杨功德致欢迎

辞，福建宗亲介绍杨氏 (,G年历史与今后展望，杨

兆文汇报了他个人出资亿元在安徽省金寨县建设中

华杨氏宗祠和文化一条街的情况。杨功

德表示，要借世界杨氏联谊会总会的桥

梁作用，增强中国与海外的经济文

化交流。图为杨姓宗

亲在会上合影留念。

志 德摄

华侨华人艺术家

唱响“中国梦”

打华人明星牌

美城市出奇招揽中国游客
世 中

过去数年来，全美许多城市展开
了前所未有的奇特竞争，各地纷纷使
出奇招，推出中国人熟悉的当地特色，
以吸引迅速增长的中国游客。

休斯敦是以姚明和林书豪来拉近
与中国的距离，西雅图则利用中国最
近拍摄的喜剧片 《北京遇上西雅图》
为卖点，芝加哥除打明星牌，利用在
中国家喻户晓的篮球巨星乔丹和罗斯
外，还向中国推介诺贝尔奖得主最多
的芝加哥大学。

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显示，去年来
美国的中国游客约为 'BG 万，比 &GGA

年增长近 &GG*，预计 &G') 年将超过
"GG万人，中国游客 &G'&年在美国消
费是 AA亿元。联合国的世界旅游组织
说，中国游客去年在全世界消费了
'G&G亿元，比上年增长 "G*，为全球
游客消费最多的国家。

吸引更多中国游客的新要求也是
挑战，需要各地的旅游业者设身处地
地为未来的游客着想。大波士顿地
区游客公会会长莫斯卡里托勒
说：“我们要了解他们来
美国旅游的原因，和
他们希望在美国
看到什么。”

波士
顿 在

积极开拓具有本地特点的旅游优势，
争取让来访的中国游客除了参观著名
的大学城，游历他们仰慕已久的哈佛
大学等名校外，还要在波士顿多住几
天。

波士顿的旅游办公室在游说航空
公司，呼吁开辟中国直达波士顿罗根
机场的航线。他们还为当地的旅馆、
商店和餐馆举办研讨会，介绍中国游
客的生活习惯，如早餐爱喝热豆浆、
下榻房间放有拖鞋和餐馆提供面条等。
但波士顿更重视推出与美国其他城
市不一样的“波士顿旅游品
牌”，如波士顿的宁静与清
静。

新侨少年的异国成长路
杨韵仝

子昂在参加学校定向越野跑比赛时，爸爸在场

外给他补充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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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杨氏恳亲暨
文化论坛”大会

在 京 召 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