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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大型高清纪录片《下南洋》于 !#月 #"日登陆中央电
视台纪录片频道，为观众再现那段华人“下南洋”的历史。!#

月 !$ 日，该片主创人员齐聚北京举行开播新闻发布会，分享
纪录片背后的故事。

据 《下南洋》 总导演周兵、祝捷介绍，该片拍摄历时 %

年，深入 &个国家，寻访上百个城市，采访近 #""位华人，记
录了华人 #""" 年“下南洋”的历史，向观众揭示了一个与中
国血脉相连的南洋。

“婆家”和“娘家”

“南洋”这个名词，对曾在那里生活过的老一代华人来说，
有着更深的含义。曾几何时，中国人远离故土，漂洋南下？在
原始莽林，建立家园，渡过重重艰难？在不同的殖民统治下，
华人的命运起起落落，血泪与苦难交织过后，给他们带来了什
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个族群文化生生不息？《下南洋》用
镜头为人们回答了这一连串的疑问。

祝捷说：“最早‘下南洋’的人们，绝大多数是最普通、
最卑微的民众。他们大批大批地死在漂洋之路上，死在南洋客
地的苦难劳役上，死在冲突与屠杀之中，但最终幸存下来的先
祖，却创建了我们难以想象的成功。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南
洋的华人却为我们写下了属于普通中国人的‘史诗’。”

周兵说：“这是一个长达 #""" 年的故事，移民差不多从
汉代就开始了。但近 '" 年来，他们已经不再是中国人，他们
是马来西亚人，文莱人，印尼人……他们是华人。这是《下南
洋》的总基调。”
“他们命运跟我们相同或不同，他们跟我们血脉相连或不

同，他们跟我们命运相接或不同……”祝捷引用周总理“嫁出
去的媳妇”这样一个比喻，来形容南洋华人的遭遇。
《下南洋》 正是要为搭建“婆家”和“娘家”之间的这条

纽带而贡献力量。作为《下南洋》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该片投
资方、马来西亚华人企业家张晓卿深知历史与文化对一个民族
的特殊影响。“华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有着不可割舍的依恋
和认同，‘文化母国’、‘文化民族’在海外华人身上的印记
是一种永不磨灭的身份，更是生活创业的精神源泉、依托和动
力。”

南洋的华人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地方，阅历
了千年中华和百年中华的双重命运。因此，探
索南洋对于中华文化的自我理解以及对当下中
国人自省与思考的价值越来越凸显。

“打捞”与“镜鉴”

著名主持人、时事评论员白岩松在《下南洋》开播新闻发
布会上分享了自己的观感。

他认为，“这部纪录片是一次成功的打捞”。片中曾介绍
说，由于下南洋而在南海的沉船有超过 #""" 艘，在他看来，
《下南洋》 经过 % 年时间正是对“下南洋”这艘历史之船完成
了一次漂亮的打捞。“这是一个过去在我们朦朦胧胧的知识体
系之外的一段历史，但是这次变得清晰了。”

他还将该片比作一面清晰的镜子，“当我们生活在这片疆
域里面，彼此距离很近，但是并不一定很清晰地了解我们自己
的这个族群。”他说，但是当看了 《下南洋》 后，看到那些成
千上万在海外打拼的与我们一样的族群，就可以透过这面镜子
看到自己的优点与缺点。

白岩松坦言，片中的很多故事让他感慨良多。广州起义
时，曾有南洋的年轻人辞别了自己新婚 %天的妻子回国参加起
义。在黄花岗 (#位烈士中，海外归来的就有 #&位。一个下南
洋很多年没有给家里写信的华人，在有了钱后给家里写的一封
信，却只有淡淡的一句话，就是让妻子赶紧把早年卖掉的女儿
赎回来。
“我想这个女儿是他能忍受所有的委屈、颠簸、泪水的原因，

后来成为一种信仰。”白岩松说，也正是这封信，让他在这部纪录
片中，很清晰地看到了中国人“家”的范围。

改革开放之初，南洋华人的投资给予中国大陆以极大的支
持。而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辐
射能力的增强，也使得当地华人地位相应提高。

谈及拍摄过程中南洋华人带给自己的震动，周兵说：
“南洋华人有一种融入骨髓的文化传承的东西。”他介
绍说，南洋华人保留了很多文化的形式，比如说
在一个新加坡的祠堂里混杂着道教、儒
家文化的仪式，青年人每年都会
参加这个仪式。

祝捷介绍说，“我们拍了一个在北京的华人，他是在荷兰
出生，现在做了一个名叫中国根的网站，专门帮助海外华人寻
根。他其中有一个客户，就是一个委内瑞拉的女士，你完全
看不出她有任何中国人的样子，也不会说半点中文。但是，
她就拿着自己的族谱，说我要找我的中国爷爷。等她来到中
国，真正找到中国爷爷，你会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
同是表兄弟关系，但长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位荷兰华裔
名叫李伟汉，目前已经为 )位客户提供了服务。

还有一个马来西亚华人，叫廖乐年。他 !&&& 年在马
来西亚退休，#""#年开始回到老家湖寮镇长教村开展英
语义教活动。他以祖祠为义教基地，开办了假期和周末
英语补习班，引进国外的教学模式，免费给学生补习
英文，并提供免费食宿。
“他说，‘我不仅要教他们的英语，我还得参与

乡村建设，我必须用我的力量，比如我从海外带来
更多的投资，让我的家乡变得更好’。”祝捷说，
“他是在纯英文的环境下长大的。但是，从小他
的母亲就告诉他说，别的中文都不会没关系，
这一句一定要会。直到他回到家乡才明白那
句话的意思，那是用当地方言说的‘广东
大埔长教百江铁桥德心堂’，也就是他家
乡所在的村镇名字。”

《下南洋》：

华人史海的成功打捞
本报记者 聂传清

割不断的“中国根”

蔡茂林有着双重的身份，
一个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

博导，另一个是北京爱社时代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所以，他每天的工作表安

排得很满，除了要给博士生上课，还要到他创立
的公司去上班。虽然身份不同，但他的工作内容却
与一个词密不可分，那就是“节能减排”。

!&&$年，硕士毕业后，蔡茂林到日本继续深造。在日
本，他先后发表过学术论文*"余篇。他的博士毕业论文
《气动系统的能量评价研究》在世界上首创气动动力的概
念，解决了困扰气动界多年的能量评价标准问题。根据该成
果创造的气动动力仪已获日本专利，它的普及为日本的汽
车、+,、电器等主要制造业的自动化工厂每年节约耗电约*"

亿千瓦-时。
由于成就斐然，蔡茂林在日本获得了不错的生活条件。

#""$年，中国“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节能减排的约束性目
标———国民生产总值单位能耗降低#".左右。这时，蔡茂
林意识到：“我该回家了！”

他说：“如果没有那样一个机会，也许现在还在日
本。”这一年，%*岁的蔡茂林被聘为北航最年轻的教
授，主要致力于工业现场压缩空气系统的节能
技术研究。%年之后，他创立了北京爱社时代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他说：“三年的时间，

不但让我熟悉了中国国内的政策，
也了解了企业的需求，同时

我也深切地感受到，是到了
创业的时候了。”

蔡茂林带着他的团队结合自身所
学，将目光放在工业领域中差不多每个厂
房都有的大家伙———空气压缩机（以下简称
“空压机”）上。空压机在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石
油化工、造纸、纺织、化纤等行业应用十分普遍。而
这些行业都是用能大户，整个空压机市场每年要消耗
#)""亿千瓦-时的电量，相当于东北三省的年用电总量。
“全中国空压系统存在%".的节能空间，超过北京市

的年用电总量，我们的技术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蔡茂林介
绍，一般的节能公司是把“大马拉小车”改成“小马拉小车”，
认为末端设备是工艺要求，不可更改。蔡茂林带领他的团队
颠覆了这一传统思维，主要致力于末端的个性化、精细化
节能改造，将“车”变得更小，是“用小小马拉更小小车”。

在几年的时间里，爱社科技公司已经对海尔集团、
松下公司、四方机车等多家知名企业实施了整厂节能
改造项目，每年累计为企业节电)"""万千瓦-时，减少
碳排放$/)万吨。
“我们做的事于国家于社会都是有利的，这

也正是我们这些回国创业人员的价值所在。
所以，我会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蔡
茂林说，下一步他争取培养更多的人
才，参与到这个行业，毕竟人才
是创新的核心价值。

华人将“吃”的本领发扬到日
本。如今，生煎包小笼包麻辣烫都
已经不稀奇，麻辣香锅等中国国
内流行什么这里就能找到什么。

虽然餐厅有了，料理有了，但
有些日本根本买不到的蔬菜却是
问题。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慨，
那就是日本超市里的蔬菜种类实
在是太少，整天除了菠菜小松菜
生菜卷心菜以外，就根本看不到
绿色叶子了。然而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种菜。华人最终凭着智慧
和勤奋，完成了在日本吃上新鲜
莴笋、茭白、茴香、香菜等菜蔬的
心愿，而且都是在日本土地长出
来的无农药有机蔬菜。

种菜的华人，有的家里本来就
是农家，在自家院子里种上从国内
带来的蔬菜种子。有的是租种农
田，更有人看到空地，见缝下菜种。

住在新浦安的周女士夫妻来
自天津，都极爱香菜，可惜在日本
基本看不到。周女士曾经去参加
市里举办的出租农田抽选，可惜
没有抽中，没有土地，无法种菜。
一天，他们在附近的河边看到长
满了杂草的空地，灵机一动，从中
国带来香菜种子，在空地上除掉

一些野草后，种上了香菜。隔三差
五去浇水，那香菜在异国的河边
空地竟也长了起来。周女士说有
一次去河边浇水，有一个泰国女
子走过来搭话道，原来这香菜是
你们种的啊，真不好意思，我偷过
两根回去吃了。周女士立即说没
关系，以后想吃就来拔吧。

周女士夫妇的几根香菜只是
小范围自娱自乐，而很多华人菜
农已经从自用发展到销售。他们
一开始是为了自己喜欢，种多了
就开始送给中国朋友，一传十十
传百，一个个民间种菜收菜买菜
卖菜的团队正在悄然兴起。

每当茭白或莴笋丰收，就是
微信上新的群建立的时候。大家
商量着如何买卖，买多少，如何节
约运费等等。笔者了解到，关东地
区以东京都近郊和埼玉县为基
地，一片片茭白和莴笋、茴香已经
茂盛成长起来。

前几天刚刚进行过一轮茭白
交易的华人孔女士告诉笔者，在微
信群上大家一起购买，一次买了%"

公斤，统一寄到锦系町的一家上海
餐馆，大家约好日子前往，银货两
讫。而刚刚从埼玉收到了两大箱茴
香的孙女士则立即分发给朋友们，
包上了新鲜茴香饺子，那久违的滋
味令人忘记是生活在异国。

埼玉菜农文文说，在日本华
人随着安居乐业生活年数长了，
也随着中国国内发展迅速，华人
回到中国顿感跟不上了，便发现
周围很多人将心思用到了如何在
日本将日子过得红火，曾经吃不
到的蔬菜，想方设法也要在日本
吃到，在日本吃着美味的大米、新

鲜的鱼，同时也要将中
国蔬菜的缺憾补

上，将“吃”
的生涯进行
到底。

华
人
﹃
吃
﹄
的
本
领

在
日
本
发
扬
光
大

杜
海
玲

蔡
茂
林

!

回
国
创
业
更
能

体
现
自
身
价
值

张

芳

晓

新

“毁灭一片热带雨林也许只要 '分钟，可是
恢复一片热带雨林却需要 *"" 年的时间。兴隆
热带花园建设了 #!年，只是起步，要做的事情
还有很多。”兴隆热带花园创建者、印尼归侨郑
文泰对笔者说得轻松，可他为了实现这个热带
雨林梦，付出的是大半生的心血、精力和财力。

!#月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第九
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上，郑文泰被中华全
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授予
“中国侨界杰出人物”的荣誉称号。

!&*'年，郑文泰出生于印尼一个富裕的华
侨家庭，念完中学后，他到北京就读于华侨大
学亚热带经济作物系。!(岁时，郑文泰主动报
名来到海南兴隆华侨农场下乡锻炼，那段 ( 年
的岁月让他难忘兴隆的一草一木。

!&&#年 )月，一场大病使郑文泰的胃大出
血，他感觉到人的生命如此脆弱，只有大自然
的绿才是永恒。于是郑文泰卖掉在香港、广州
等地的产业，将资金投到他 !&$%年就结缘的兴
隆华侨农场，每天如农民一样呵护起他那 ')""

亩的热带花木草虫。
郑文泰为了调查这片林地的现状，常常进

山考察，一呆就是
几天。“在寻找物种的过程中，

不知道跌倒了多少次。”郑文泰说，在寻找国家
一级保护植物、濒危物种“海南苏铁”时，不
慎从悬崖上跌落，腿被摔伤，几个月内只能蹒
跚行走。

劳累和伤痛没有让郑文泰退缩，在努力之
下，他先后找到了海南苏铁、桫椤、琼棕、海
南龙血树、降香檀、青皮、坡垒、长叶竹柏等
当地特有物种以及珍稀濒危植物。

兴隆热带花园建在一块半荒漠化、有废弃
水库以及老化橡胶园的 ')""多亩山林地上，由
于环境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人为破坏，沙化
严重。“要想恢复这片热带雨林，必须改变土
壤结构。”#"多年间，换土工程从未间断。

郑文泰说，园中物种稀少除了土壤问题外，
还有植物种群基因幅度狭窄的原因，因此必须
在不同种群内引种，对本地特有物种、珍稀濒
危植物进行造地保护以及移植。但当时可供参
考的书籍太少，研究所的资料也并不全面，只
有通过不断地实地摸索和试验。
“例如引种棕榈科植物柬埔寨糖棕，由于当

时没有掌握糖棕的生长特性，失败了很多次。”
郑文泰不断试验，用了好几年的时间，终于引
种成功。

经过建设，兴隆热带花园通过保护、引种，
目前共有植物品种 *"""多个，拥有海南原生态
植物种类的 '".以上。其中珍稀、濒危植物 $'

种，而被列入 《中国植物红皮书》 的有 #( 种，
这些珍稀、濒危植物在园里得到保护、繁殖，
现已形成群落。

如今，兴隆热带公园已被国家确认为四大
环境生态示范教育基地之一和物种基因库，并
作为国家向“全球环境 '"" 佳”推荐的评
选项目。日前，兴隆热带公园还被国
家旅游委评为国家 *0级旅游景区。
#!年前的荒漠山林，现在变成
了湖光山色、郁郁葱葱、
鸟语花香的国家森林公园。

本报电 （红红） 日前，位于非洲博茨
瓦纳首都哈博罗内的 121 孤儿村一片欢
腾。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名为“#"!%博茨瓦
纳中国儿童圣诞爱心联谊”活动，121 孤
儿村的孩子、老师、旅居博茨瓦纳的华侨
华人子弟及家长近 #""人参加（上图）。

在活动现场，孩子们身着由主办方提供
的红色上衣，手拿各种玩具和零食，新奇地
观赏由华人儿童表演的扇子舞、拉丁舞等节
目；有的孩子更是兴高采烈地与华人儿童共
同玩起了“抢椅子”、“套圈得奖品”等益智游
戏；在学习中国书法桌台前，当地孩子们排

起了长龙，争相尝试用毛笔书写，有的孩子
拿着用毛笔书写自己中文名字的卡片高兴
得合不拢嘴（下图）；由121孤儿村的孩子们
表演的当地乐器和舞蹈表演同样吸引了华
人孩子们的积极参与。家长和121孤儿村工
作人员的拔河对抗赛更是将活动推向了高
潮。121孤儿村整个活动现场精彩不断，笑声
连连，大家一直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

博中儿童圣诞爱心联谊活动由博茨瓦
纳华人慈善基金会牵头并联合华人妇女协
会、博茨瓦纳华语教育机构———京华学校和
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共同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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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侨团组织中博儿童圣诞联欢

《下南洋》海报

郑文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