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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 《今夜无人入睡》 高亢的歌
声，中国侨联“亲情中华”艺术团走进东
南亚，在印度尼西亚的表演圆满落幕。艺
术团随后还将赴马来西亚和柬埔寨两国的
亚庇、吴哥窟、金边等地方演出。

过去的 7 天，艺术团在印尼泗水、巴厘
岛，以及雅加达为当地的华侨华人献上了精
彩的表演。艺术团所到之地得到了当地华社
的热情款待，他们不仅积极租用场地、组织
当地的华族同胞，也有社团专门成立演出筹
委会调动志愿者来保障演出圆满成功。华族
同胞黄建辉在看完节目后感慨：“我们不仅
听到了乡音，更体会到了浓浓的乡情。”

家乡的艺术家来了

当地时间 8 月 15 日晚上 7 时，印尼泗
水香格里拉宴会厅里，中国侨联“亲情中
华·欢聚泗水”文艺晚会正在上演。这一天
仿佛是泗水的节日，演出 7 时开始，但观
众从 5 时多就陆续抵达演出场地，有六七
十岁的老人相互搀扶而来，有一家几代人
共同出席，也有不少热爱中华文化的印尼
友人慕名而来。

晚会由“金唢呐”候彦秋吹奏的歌曲
《欢庆》开场，欢快的曲调和高超的技艺一

开场就抓住了观众的心；吉
尼斯世界纪录创造者金琳琳
表演的 《动感呼啦圈》，100
多个呼啦圈同时旋转让观众
为之惊呼；蒙古族歌手包连
锁演奏的 《天堂》、青年歌
手周旋演唱的《茉莉花》、著名歌唱家尤泓
斐演唱的 《我和我的祖国》 都将华族同胞
们的思绪带回祖国；杂技表演艺术家袁飞
和孟宛青表演的 《肩上芭蕾》 让现场观众
大饱眼福，每当空中芭蕾跳起，观众都会
发出惊叹声，中国杂技艺术的独特魅力在
此显现无遗。整场演出精彩纷呈，全场气
氛高潮迭起、掌声不断。

同样的场景，17日在巴厘岛、20日在
雅加达再次上演。针对印尼有大约 400 万
祖籍福建的乡亲，艺术团准备了特别的节
目。由福建省泉州市木偶剧团的演员陈应
鸿表演的提线木偶戏《小沙弥下山》，一出
场便给观众带来了惊喜。浓浓的闽南乡
音，风趣诙谐的桥段，以及提线木偶那惟
妙惟肖的表情都让观众忍俊不禁。而福建
省晋江市高甲柯派表演艺术中心表演的高
甲戏 《公孙答“三字经”》 更是让祖籍福
建的乡亲感受到了家乡的乡土气息。

印尼方面为了表达对代表团的欢迎，
也同台表演富有当地风情的大型舞乐。在
泗水，爷孙两代华族同胞共同用中文演唱

《感恩》，使整个演出烘托出一片祥和的欢
聚气氛，同时也寓意着中华文化在印尼得
到传承。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巴厘岛
的演出现场，当巴厘省省长芒库·帕斯蒂卡
禁不住现场热烈的气氛，情不自禁地携夫
人一道上台与陈俊华共同用中文演唱 《月
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

爱你有几分……”引起全场欢呼，把晚会
推向高潮。

血脉情亲割不断

激情的互动，拉近了艺术团与当地华
侨华人的距离，这些华族同胞中的文艺爱
好者更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都是六七十
岁的老人家了，遇到熟悉的歌曲，他们一
会儿大声跟唱，一会儿拿起手机拍照留
言，“我在电视晚会上见过他！”当著名歌
唱家魏金栋出场时，不少老人激动地叫了
起来，“发烧”度不亚于年轻粉丝。

与其他国家有些不同，这里的华族同
胞其实也是“土生土长”的印尼本地人，
从祖辈漂洋过海来到印尼，大多已经是第
二代、第三代华侨了。尽管如此，听到来
自祖国的歌声仍激动不已。当 《我和我的
祖国》 歌声响起的时候，有些耄耋老人甚
至激动得热泪盈眶。演出结束后，还有不
少观众围着演员拍照留念。当地侨民希望

“亲情中华”艺术团能多来印尼，让更多华
裔青年也受到祖国文化的熏陶，虽然与祖
国隔山隔水，相隔万里，但是永远不要隔
断乡情。

“我们送去的不仅是一台精彩的演出，
更重要的是表达祖籍国对海外乡亲牵挂和
祖国亲人的祝福。”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部
长陈迈如是说。

“亲情中华”

走 进 东 南 亚
本报记者 周小苑文/图

金琳琳表演《动感呼啦圈》

国家级非遗高甲戏传承人曾文杰领衔出演高甲戏《公孙答“三字经”》

近日，据报道，一位生活在马德里的华人
在国外做批发生意，上有老下有小，平时省吃
俭用，穿着普通。回国后却立刻换了一副面
孔，不仅穿戴追求名牌，而且在说话、做事上
也是“尽挑大的，甚至是没影的事说”；在花钱
上更是一掷千金，人情往来送的礼品没有不下
万的，顿顿宴请都要摆在高档餐厅。现在许多
旅西华人回国时过于追求“面子”，回国炫富现
象在侨乡已不是个例。

其实，这些华侨华人当初选择出国或移民
时都满怀雄心壮志：有些想在国外创业，有些想
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有些想拥有更舒适的生
活。衣锦还乡可能是他们当初背起行囊、离开家
乡时的梦想和愿望。回国时穿戴讲究一些，给人
留下一个好印象本来也无可厚非。关键是，这些
要量力而行，不能超过自己的承受范围。

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人给不了解国外情况
的乡亲邻里留下了“高标准”的印象，其他同
样回国的人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小气和寒酸，也
不得不费尽心思向高标准靠拢。这样一来，不

免会助长相互攀比的歪风邪气。
在“炫富队伍”中，真正衣锦还乡，在国

外小有成就的华侨华人不在少数。但是，与其
将自己的血汗钱浪费在不实际的“面子”工程
上，倒不如将钱花在实处，为家乡的建设做点
实事。这样才能真正赢得人们的尊重。

然而，不是人人都能在国外过得顺风顺
水。拖家带口、艰苦打拼的也大有人在。他们
中有很多住着公租房，做着小本生意，过着简
朴的生活，这和回国后派头阔气、花钱如流水
的形象简直是天壤之别。“背后吃糠咽菜，人前
大笔甩钱”，相信无论是谁都不会好受。毕竟日
子是要自己过，而不是给别人看的。

其实，比尔·盖茨即使穿 5元钱的鞋子，又有
谁敢小看他呢？财富、权力、幸福就在那里，你炫
与不炫，它都不增不减。而你“炫”什么反倒成了
你缺乏什么的证据。端正自己的人生观、幸福
观，做老实人，办老实事，才是最重要的。

你“炫”不出来
孙莹双

还记得“舌尖上的中国”里的美食吗？这些美食可
不只让人们流流口水，海外的华裔们也纷纷回国，寻
找独特的中国味道。

近日，据报道，美国华裔大厨甄文达在香港美食
展上展示厨艺，虽然长期在国外居住，甄文达仍然每
两个月就会飞回香港，寻找中国美食。

甄文达可是在国外响当当的中餐厨师，其电视节
目“甄能煮”在美国、加拿大广受欢迎。不仅主持过
2000 多集电视烹饪节目，甄文达还是著名的美食作
家，已经出版了26本食谱，其中5本获得世界级大奖。

头顶的光环丝毫没有阻碍他“觅食”的脚步。不仅
是频频飞回香港，他还到过中国很多地方，走遍大街
小巷寻找美食。2012年甄文达来到广东顺德录制节目，
他邀请了5位顺德名厨现场展现他们的拿手绝活。他
说：“自从10多岁离开广州，移居香港后，我基本上没有
回过大陆。”因此，他定义这次到访广州为“寻根之旅”，
准备回美国做成纪录片，在多个国家进行播放。

不仅是华裔名厨，一位普通的华裔女生也在寻味
中国的旅行中收获颇丰。2000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
学硕士毕业的美籍华裔学生林留清怡第一次来到中
国，就被美食所迷倒。随后，她往返于中国各地学习烹
饪，开始了自己的“舌尖之旅”。近10年的游历，她走遍
了中国20多个省，品尝过几乎每一种菜系。

谈到游历的原因，林留清怡表示：“美食是一个连
接，文化上的，包括经济、政治话题，都可以从饮食角
度发现。”从北京胡同里的美食到山西的面摊，从条件
艰苦的烹饪学校到上海外滩的豪华餐厅，林留清怡通
过美食在心中留下中国印象。

游历中的她不仅品尝着中国味道，更见识到了当
地普通人的生活，感受着中华文化脉搏的跳动。她把
她的美食之旅写进了《寻味中国》一书，用文字记录着
她舌尖上的旅行。该书的简体版已在今年出版。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加拿大华裔以希通过美食
专栏搭建中西美食的桥梁，美国华裔杨玉华在华侨中
收集具有中国传统的菜谱，海外华裔将美食作为与中
国联系的渠道，通过美食来感受中华文化。

寻味中国，不仅仅是为了找寻美味的食物，它是
一场文化寻根之旅，也是一次将中国美食推向世界的
旅程。

寻味中国寻味中国
王凯伯

图片来源：三联网

由纽约华裔小姐选美会主办的
2014年纽约华裔小姐竞选经过三个
月的选拔培训比赛，从 200多人中
选出 14 名佳丽，她们均为美国大
学或高中学生。17日在康涅狄克州
举行总决赛。经过3小时角逐，产
生冠亚季军和最佳才艺小姐、完美
体态等多个奖项。13年来纽约州旅
游局首次派代表出席该项活动。图
为纽约华裔小姐三甲。冠军是出生
中国云南 18岁的惠榉乔 （中），出
生广州的 23 岁佳丽屈丽丽获亚军

（左），获得第三名的是出生乌鲁木
齐的23岁的王巍 （右）。

龚文谟摄 （中新社发）

“就前两个月，我先是被偷了几百块钱，又被抢了一
个手机，哎！”

海外华人频遭“梁上君子”“关照”已不是稀罕事，
一个住在法国巴黎的网友不久前发出了如上感言。据外媒
报道，就在近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亚凯迪亚市的一个华
人家庭遭遇入室抢劫，附近的华人住家也对此深表担忧。

华人总成“小肥羊”

国外的盗贼们似乎一直都很青睐当地的华人。
有报道称，上月 28 日，一名住在纽约宾臣墟区的华

裔男子报警说，他外出旅游回家后，发现自己位于 16 大
道夹 72 街的住宅遭人潜入盗窃，大批首饰、电器和名包
被盗走。而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该地区又接连发生了几宗
盗窃案。一名 74岁的华裔男子发现自己现款 3500元和首
饰不翼而飞，一名 35 岁的女子也发现家内遭人翻箱倒
柜，乱成一团。

当然，美国并不是华人唯一“中枪”的国家。
据意大利欧联通讯社报道，5月13日，一位42岁的华

人母亲带着 21 岁的女儿在佛罗伦萨冈比市逛街时，突然
被两个不速之客抢走了挎包。好在当时有一辆巡警车经
过，在警员的帮助下，被抢去的挎包最终失而复得。

此外，法国也是一个“重灾区”。有报道指出，一些
来自罗马尼亚的扒手少年经常3人、6人甚至12人结队在

在巴黎的大街上来回游荡以寻找目标，主要出没于有钱人
住的街区和旅游景点，而华人更是他们的首选目标之一。

“招”贼原因有很多

海外华人为何总是“受伤”？
除了当地的治安因素，华人的一些生活习惯也容易

“招”贼。此前就有报道指出，在美国，不少华人喜欢把
换下的鞋子放在家门口，这个习惯无异于告诉“梁上君
子”们：“嘿，我家没人，快来。”所以有些小偷只要看门

口没有鞋，就大胆入室，而且每每得手。
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华人多有钱”观念也已经

深入国外小偷、强盗的心中。有分析指出，近年来，华人
开名车、用名牌已经不再稀奇，花巨资购买海景房、学区
房的华人也不在少数。而且，华人不仅“多金”，还喜欢
将现金放在身上。住在法国洛林大区的臧郁表示：“在法
国，也就华人喜欢用现金，本地人都习惯刷卡。”

另外，不少华人遇事不喜欢报警。除了出于“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的传统心态，对于一些外语不太好的华人来
说，想要在短时间内将案件描述清楚也非易事。住在新西
兰汉密尔顿市的张先生就表示，当地的报案程序比较复
杂，接线员要问很多问题，华人通常英文讲得不是那么
好，再加上紧张，回答问题慢，等报案程序完成，20分钟
过去了，歹人早就逃之夭夭了。

安全意识需提高

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一些华人可谓想尽了
办法。

住在美国的郑先生为了不让盗贼盯上自己的爱车，基
本不在车内放置贵重物品，连车窗上装饰摆设也都拆掉，

“车子不用常洗，低调行事最好。”华人克莱尔则表示，现
在只要去中国城超市购物或银行办事，就会带款式普通、
不带 logo 的帆布袋，甚至有时还拿环保袋出门，比较保
险。

法国的警察也针对华人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为了拖
延盗贼的撬锁时间，家门至少安三道锁，住别墅最好留
人，养只看门狗，以及失窃后及时报警等。

当然，对于华人来说，最关键的还是要提高自身的法
律意识。有专家建议，不少华人都会以“破财消灾”来寻
求心理上的一丝安慰。但面对歹徒越是不作为，他们就会
越猖狂，大家的辛苦劳作所得就会白白被抢，所以一定要
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让法律来惩治歹徒。

纽约华裔小姐
三甲惊艳出炉

海外华人：

为啥总遭“贼惦记”
王雯婷

海外华人：

为啥总遭“贼惦记”
王雯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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