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广告处 电话 65369288 传真：（8610） 65003109 总编室 65369316 经营部门 65369405 发行部 65369319 零售周一至周四1元/份 周五1.5元/份 周六1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8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153号

责编：聂传清 邮箱：cq_nie04@sina.com责编：聂传清 邮箱：cq_nie04@sina.com

2014年6月16日 星期一 华侨华人

她潜心写作，是华人作家中高产高质的作家；她勤奋
刻苦，自信地声称“我会是你见过的最勤奋的人”；她用
英文写小说，是罕见的作品在美国畅销的华人作家；她用
中文写小说，几乎拿下了所有华语文学类的大奖，她就是
首届“京华奖”获得者严歌苓。

她最近在北京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我想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人们谈起中国文学就像谈拉美文学、法国文学一样。”

好作家要沉得下心吃得了苦

严歌苓的绝大多数作品被拍成影视作品，她也成为炙
手可热的金牌编剧，但她并不认同这个定位。“我是一个
作家，编剧只是我的副业。”对于严歌苓来说，写作是

“瘾”，已经融入她的生命，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成了她生
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

新媒体环境下，人们更倾向于碎片化的阅读和视觉享

受，文字吸引力的减弱对作家来说无疑是个新挑战。但严
歌苓认为，这就更需要作家沉下心来坚持创作。“文学的
魅力是任何形式的媒体都无法取代的。所谓挑战，对于心
沉写作的作家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因为它自
然而然地淘汰掉不坚定的人。”而文学与电影也并非水火
相克，电影的大卖会带动书籍的畅销。“我现在做的就
是，努力把观众拉回成为读者。”

“我想我会是你能见到的最勤奋的人。我天生能吃很
多苦，这不是很多人能做到的，是勤奋让我赢得了读者和
业界的尊重。”严歌苓这样分析她成功的原因。

1988 年，严歌苓初到美国，过着忙碌而辛苦的留学
生生活：每天读 14 至 15 个小时的书，每天打工 4 小时来
赚取房租，花 6 个月时间专心学英语。除了经历过生活
中的困苦，严歌苓在舞蹈和写作方面的刻苦也令人惊
讶。严歌苓是舞蹈演员出身，为了克服腰腿很硬这种不
利条件，她每天 4 点起床练功，写信的时候也会把一条

腿举过头顶绑起来。写作出名后，严歌苓每天依然写作6
小时，为了兑现承诺了别人的稿约，“有时候真是勤奋得
写到想吐。”

现在的她，可以自信地说，“学习这个东西，只要肯
吃苦，没什么难的。”但“吃苦”这个词背后的努力和辛苦只
有她自己能体会。她要求自己凡事要做就做到“登峰造极”，
饱含感情才能有不竭的创造力，刻苦学习才能得到知识和
学位，深入生活才能写出生动真实的作品，正是这种刚柔并
济的性格让她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作家之一。

华人作家要有国际视野

“因为华人在海外比较孤独，所以海外华侨华人会更
爱祖籍国、更有使命感，而且因为距离的关系还可以换个
角度看历史。”严歌苓这样看待海外华人写作的优势。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是严歌苓在鲁迅文学院的同
学，她对莫言拿奖“一点儿也不吃惊，只为他感到自
豪”。有评论称，严歌苓是华人作家中最有可能获诺贝尔
文学奖的人选，她却对这个奖“完全不在意”。她说，“西
方人能够关注到中国的意识形态，通过文学懂得中国人的

生活和思想，这才是诺贝尔奖最大的胜利。”
严歌苓淡泊名利，但对提高中华文学的影响力却热情

洋溢，多年海外旅居和在世界各地游历的生活让严歌苓的
感情更深沉，知识更广博，艺术观念更新颖。她在旅居海
外期间笔耕不辍，从不同的视角审视中华文化，写出了大
量充满寓意的跨越中西文化的作品。

2004年，严歌苓随丈夫远赴非洲尼日尔。在那里，严
歌苓过上了作家加非洲农民的生活。非洲洪荒的感觉、原
始的生活状态刺激了她的想象力，非洲男人的懒惰与女性
的柔韧给了她创作的灵感。在非洲期间，她写出了充满中
国乡土气息的 《第九个寡妇》，获中华读书报“2006年度
优秀长篇小说奖”，被认为是“2006中国文坛最重要的收
获之一。”

除了文学创作，严歌苓还进入影视创作领域，借助影
视的力量推广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她编剧的《少女
小渔》获得亚太电影节4项大奖，《天浴》则获得金马奖7
项大奖，近年来 《金陵十三钗》《梅兰芳》 等影视作品海
外上映也将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传播给国外观众。现在严

歌苓是好莱坞编剧家协会会员，也是该协会唯一的华人作
家。此外，为了便于海外读者阅读，严歌苓以中、英双语
创 作 小 说 ， 英 文 长 篇 小 说 《The Banquet Bug （赴 宴
者）》 荣获华裔美国图书馆协会授予的“小说金奖”，在
美国亚马逊网站上被评为五星级图书，其荒诞的故事、丰
富的情感和流畅的文笔被英国 BBC 广播作为“睡前一本
书”整篇朗读。她的作品被翻译成法、荷、西、日等多国
文字，在海内外影响深远。

华人作家要植根中华文化

严歌苓 1958 年出生于上海，曾有人称她为“现代的
张爱玲”。但她认为，自己与张爱玲的相似点除了生于上
海、是剖析心灵的女作家、做事讲究做到最好外，并无其
他相似。张爱玲的写作局限于上海，而她的脚步遍及亚欧
非。她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放逐，并在漂泊中立足中华文
化，创作出一部部涉及记忆、现实的佳作。

严歌苓年轻时经历军旅锤炼，后半生在国内外辗转，
对很多地方有认同感，但北京对她来说是家的存在。她年
轻时曾在北京工作了8年，父亲晚年在此地定居，现在北
京是她在国内搜集素材的中转站，不断给予她艺术创作的
灵感和动力。

但凡一座大城市，总会混杂着市民们复杂的情感。严
歌苓说北京不仅是她的家，也是她的围城。人都是这样，
回来了想出去，想念外面的宁静和稳定，但出去久了却想
回来，想念这里的繁华和人情。而且每次回来都能看到令
她耳目一新的变化，听到丰富多彩的新故事，因此对北京
的爱就加深一分。这座城市，如同流淌在她血液中的东方
传统，不因身在他方而淡漠。

严歌苓是传统的，她的作品题材丰富，历史、农村、
城市、军队、战争不一而足，但每一个题材都植根于广袤
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不仅是她写作的目的，也是她写作
的来源和内容。

严歌苓已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华人作家之一。但严歌
苓在海外多年的经历告诉她，现在中国作家的作品在世界
的影响力并不大。她深知，文化的影响力需要伴随国家的
发展繁荣，改革开放 30 多年，获得今天的发展成就实属
不易，对于文化发展不能心急如焚、操之过急。汉语翻译
的困难性、国家发展的阶段性，都需要众人正视，而提升
中国作品的国际影响力，还需要更多好的作家一起努力。

严歌苓：

勤奋有勤奋有““瘾瘾””的华人作家的华人作家
聂传清 赵甍源文/图

文庙，又叫孔庙，是儒家
文化的物质载体和象征，主要
用来祭祀孔子及历代贤儒。

文庙祭祀时所采用的礼
仪称为“释奠礼”，是中国传
统社会的“国祭”。其雏形可
以追溯到孔子去世那年 （鲁
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 479
年）。此后，它逐渐从中国走
向 世 界 ， 至 今 仍 在 海 外 盛
行 ， 堪 称 历 史 上 中 国 文 化

“走出去”的成功范例。
公元3世纪左右，朝鲜就

开 始 举 行 文 庙 祭 祀 。 11 世
纪，越南开始兴建孔庙祭祀
孔子。15 世纪起，日本在江
户时期建立了大量孔子庙。
有庙就有祭祀，这就是文庙
释奠礼。

2005年，中国（曲阜）国际
孔子文化节期间，举行了“全
球联合祭孔”活动。9 月 28 日
上午，祭孔活动在曲阜、上海、
衢州、建水、武威、长春、香港、
台湾、韩国首尔、日本足利、新
加坡韮菜芭、美国旧金山、德
国科隆等地同步隆重举行，反
响巨大。如今，在中国大陆及
港台地区、韩日欧美等国家，
每年都有释奠礼等纪念孔子
的活动。

文庙释奠礼为何能在海
外传播千年而不绝？

首先，是因为孔子学说
有世界性意义。

孔子心中有一片圣洁的
天地，他孜孜以求的是天下
为公，讲信修睦，奸谋闭而
不兴，盗窃乱贼不作。他主张
从调适自我、完善人格出发，
以和睦家庭，均衡社会，平治
天下。有学者将孔子与苏格拉
底、释迦牟尼、耶稣并称为“人类思维范式的奠定者”、

“人类文化史里的四大智慧巨星”。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文化，体大思精，作为一种

实践性文明，有跨越时空的穿透力，对中国周边地
区产生了极大的辐射效应，逐渐形成一个“儒家文
化圈”。孔子学说对东亚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
模式、伦理观念、政治制度、教育体系所产生的广泛而
深入的影响，并不亚于其在中国的影响力。这些国家
尊奉孔子为圣人，在日常生活中遵循孔子的教导；又

“祭神如神在”，建立孔庙，按时祭祀孔子。
其次，是因为文庙释奠礼可以因地因时而变。
在孔子看来，每个历史时期的制度都有继承和创

新的问题，世事变迁，礼法自有损益。外在的礼仪虽每
代有变，而其实质内容即礼义应该保持连续性。

事实上，文庙释奠礼作为一种祭祀礼制，自形
成之日以来，就有一个“变”与“不变”的辨证发
展过程，其在海外传播的过程中更是如此。各国的释
奠礼既保持了其原有的文化内涵，对孔子及儒家文化
表达尊崇之意，在具体操作中又体现出接受国本身的
民族文化特色。以韩国为例，在从祀人物方面，韩国文
庙多从中国之制，但配享圣贤并非与中国文庙全部相
同，其中东国十八贤从祀是其主要特色。东国十八贤
是朝鲜历代的18位儒学家。以本国儒贤从祀文庙，闪
烁着“与时偕行”的智慧光芒。

最后，是因为文庙释奠礼提供了一条联系全球
华人的精神纽带。

文庙释奠礼从本质上讲，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尊重与传承。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战败而割
让台湾，但日据时期，文庙释奠礼乐的传习表演活
动仍在台岛一些地方进行。据文献记载：“1907年宜
兰春祭特地邀请台南乐局董事蔡国琳担任指导，
1922年嘉义并派员向台南见习，1931年台北孔庙新
建落成时还特地自彰化聘乐师北上教习。”

时至今日，文庙释奠礼依然在全球华人中有着
广泛影响。1968 年，台湾地区组织专家学者成立

“祭孔礼乐工作”小组，由蒋复璁先生担任主任委
员，分别设立礼仪、服装、乐舞、祭器四个研究小
组，对文庙释奠礼仪进行研究规划的工作。经试行
后，于 1970年正式定案，在台湾地区正式实行，至
今已40多年。

儒家思想为中国人构筑了精致的精神家园，孔
子也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导师”。基于对孔子
与儒家文化的尊崇，文庙释奠礼得以在中国及海外
各地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推动中
华文化“走出去”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释奠礼在
海外的传播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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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6 月 8 日，由美国休斯敦中国艺术中
心、中国华侨摄影学会、辽宁省侨联摄影家协会承
办的“亲情中华”摄影书画艺术展，在休斯敦“张
要武艺术中心”揭幕。为期 10天的展览，将展出摄
影家陈秀庆、苏玉德、耿佐民、郭伟生，书法家张
军、王宁的摄影及书画作品150余幅，其中多幅作品
反映了沈阳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宫两陵”，为美国观
众呈现原汁原味儿的中国文化。图为书法家王宁

（前排左五） 现场泼墨，为休斯敦“中国妇女幸福读
者联谊会”题字。 王 欢摄

中国艺术家在美举办摄影书画展中国艺术家在美举办摄影书画展

▲6月10日，在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组织的
公益活动中，两岸社会志愿者和青年学生代表共
同在云南省腾冲县和顺镇探望了缅甸归侨老人
张德生。图为志愿者们陪老人谈心，听他讲述自
己的故事。 杨 喆摄

▼6 月 10 日，乌鲁木齐市友谊
医院正在为乌鲁木齐市归侨侨眷进
行免费体检，该活动由乌鲁木齐市
外事 （侨务） 办公室牵头、乌鲁木
齐市友谊医院合作完成。图为归侨
侨眷领取体检单。 马新龙摄

乌市归侨侨眷
接受免费体检

珠海潮人海外联谊会大厦的入口处，
有一块石碑刻上了珠海潮联会的宗旨：

“同是珠海人，共谋发展计”。
珠海潮联会成立于1996年10月。这些

年来，潮联会坚持守法爱国，敦睦乡谊，
发展经济，服务社会，充分发挥联系海内
外潮人的桥梁纽带作用，协助珠汕两地政
府招商引资，支持珠海和潮汕两地的文化
公益慈善福利事业，为会员排忧解难，做
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获得了“广东
省先进民间组织”的称号。

与珠海特区一同发展

潮人是珠海特区建设的先锋。正如珠
海一位老领导所言，珠海有今天的大港
口、大铁路、大马路，潮汕人功不可没。

目前，在珠海工作生活的潮籍商人大
约有30多万，在珠海投资额已经超过1000
多亿元，商业版图分布在电力、钢铁、化
工、医药、酒店、房地产、教育、零售、
餐饮、现代农业等各行各业，标志性企业
和人物灿若繁星。

在珠海，潮商开发的楼盘比比皆是。
随着城市发展步入新阶段，潮商地产项目
也开始升级。去年 5 月，钰海环球金融中
心正式对外招商，这座高达百米的企业商
务平台，成为珠海新的建筑地标和总部基
地，全力推动珠海高端服务业发展。

潮商关注于珠海城市功能的升级，从
教育到医疗，潮商大手笔投入。前年6月，潮
商企业——珠海济群医院管理公司，合作
创办“吉林大学珠海医院”，为金湾区及邻
近区域提供一体化医疗和康复服务。

珠海潮联会加强同海内外潮团的联络
与交流，并对来自海内外的潮籍乡亲热情
接待，为他们在珠海投资、兴业充当向导
和参谋，不遗余力推介珠海投资环境和项
目。从珠海百货广场、泰锋电器、嘉宝华

这批珠海零售业
巨 头 ， 到 新 海
利 、 潮 香 半 岛 、

龙发、春兴等餐饮名店，潮商企业融入了
珠海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珠海潮联会会长郑通亮说，珠海借力
港珠澳一体化，正迎来新的发展春天，这
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们要继
续发扬潮人的拼搏精神，敢为人先、团结
一致，把事业做大做强。

热心公益不遗余力

潮联会一贯重视教育，从 2000 年起，
每年都会安排一笔资金用于支持教育，其
中包括资助本地贫困学生、奖励优秀学
生、资助珠海教育事业发展，支持创建教
育强区、教育强市等。每年高考后，潮联
会都向能考上高等院校和上学有困难的潮
人子弟发放奖学金和助学金。

2012 年 6 月 24 日，珠
海潮联会举行第五届领导
班子就职典礼。在这个隆
重的仪式上，潮联会郑重
宣布，为支持珠海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特捐款 100
万 元 ， 用 于 发 展 教 育 事
业、扶贫济困等，这也成
为珠海创文收到的最大一
笔社团捐款。同时，珠海潮联会还向市民
和乡亲发出倡议书，呼吁大家“行动起
来，说文明话、做文明事、树文明风”，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
“要以主人翁的精神为珠海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无论是长江水灾、印度洋海啸，还是
汶川地震、玉树地震、雅安地震，无论是
兴建四川灾区的潮人爱心村还是贵州山区
的潮联希望小学，都有珠海潮联会积极赈

灾的身影。珠海潮联会企业家在珠海、在
家乡修建学校、修桥铺路、扶贫济困、紧
急救援等方面，累计捐款已达数亿元。

凝心聚力的正能量

珠海潮联会会长郑通亮说，“潮联会
虽然是联络海内外潮人的纽带，但我们不
搞拉帮结派，也不搞庸俗的吃吃喝喝。”
珠海潮联会通过就职典礼、周年庆典、春
茗大会、中秋座谈会等聚会，加强会员之
间的联络与交流。经常组织交谊舞会、象
棋比赛、高尔夫球赛、文化讲堂、书画
笔会、摄影展等活动，敦睦乡谊、陶冶情
操，丰富会员们的业余生活。

潮联会下属的青年委员会，积极开展
海内外潮籍青年交流，多次组团到港澳、
新加坡、泰国、法国，参加当地的潮青联
谊，开拓视野，学习吸收世界各地先进文
化，不断充实提高自身能力与水平。

民间组织常常受制于某些特殊因素，
珠海潮联会为了自身的积极健康发展，在
自身发展的制度建设、管理规范上做了有
益探索。潮联会于2000年由全体会员捐资
购置了6000平方米、六层高的旺区临街大
楼一栋，其中除顶层自用外，其余出租，
为潮联会的日常开支和源源不断贡献社会
提供了经济来源。这种“以会养会”的模
式吸引了众多商会前来学习。

据悉，第六届国际潮商大会今年将在
珠海举行，珠海潮商会围绕重大事项将开
展一系列活动，力争举办一届兼具珠海、
潮商特色的大会。

珠海潮联会：

凝聚海内外的正能量凝聚海内外的正能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杜若原杜若原

珠海潮联会积极联合海内外乡亲，援助玉树灾区。 本报记者 李亚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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