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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年前的 9 月，作为抗战期
间唯一一支赴国外宣传抗日、
义演募捐的民间音乐团体，由
夏之秋任团长兼指挥的“武
汉合唱团”一行 28 人从武
汉启程，远赴新加坡和马
来西亚演出，以期争取
到侨胞对国内抗战的支
持。

“这一走便是一
年零七个月。”夏之
秋的女儿夏兰青在
接 受 笔 者 采 访
时 ， 认 真 地 掰
着手指计算父
亲 当 年 巡 演
的时间。她
介 绍 说 ，
出 国 前 ，
合 唱 团
途经广州、澳门、香港，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出国后，合唱团的足迹更是遍
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城市、海港和渔村，约有210多万人次观看演出。

夏兰青说，父亲在世时常常回忆起当年演出的盛况。合唱团带着《歌八
百壮士》、《思乡曲》、《卖花词》等抗日救亡歌曲一路南下，借助音乐的力量
激起侨胞对日寇的愤慨，他们纷纷捐资捐物支援抗战。

1938 年底，合唱团在新加坡的卡必都戏院公演，一连 8 晚场场满
座，后在侨胞的要求下，又加演 8 场。1939 年 5 月开始，合唱团到马
来西亚各地巡回演出，侨胞们的热烈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无论
是在繁华的都市，还是在偏僻的渔港，演出一结束，观众便争先恐
后地捐款。

“有的人捧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大叠钞票，有的人掏出身上仅有
的现金，老人们拿出包了又包的积蓄，孩子们献上几枚硬币，还
有人将自己身上的金镯子、金项链、金耳环摘下来往台上扔。”
夏兰青激动地说，侨胞们支持抗日的热情令人动容。

夏兰青说，合唱团在新马的巡回演出，在华人社会掀起
了一股支援抗战的献金高潮，共募集叻币约230万 （相当于
230万美元），全部由华侨领袖陈嘉庚所主持的“南洋华侨
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保管，并转赠国内支援抗战。

“出国演出一年多，他却是像‘叫花子’一样回来
的。”夏兰青说，合唱团归国前夕，“南洋华侨筹赈祖
国难民总会”曾向团员发放 500元路费，但夏之秋将
此款又捐了回去。陈嘉庚得知后非常感动，为他手
写了一张路条，叮嘱他在归途中，凡是遇到南洋华
侨机工队的车，都可以凭路条搭乘。

事实上，合唱团演绎的《歌八百壮士》等经
典曲目，不仅点燃了海外侨胞支持抗战的热
情，也鼓舞了在战场上与日寇奋战的中国军
队。夏兰青说，抗战时期，这些歌曲在军队
中被广泛传唱，为战士们提供了强大的精
神动力。

时至今日，“武汉合唱团”曾经演绎
过的经典曲目仍在新马侨界流传。

1993 年 5 月 12 日，夏之秋走完了
他生命的第 81 个春秋。不久前，夏
兰青和爱人郑凯林向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纪念馆捐赠了父亲夏之秋在
抗战时期所创作的抗战歌曲集
《夏之秋和他的抗战歌曲》，以

及 《夏之秋百年诞辰纪念会》
的影像与文字资料。

夏兰青说：“我们希望
这些珍贵的资料能够得到
更妥善的保管，让更多
人 了 解 到 抗 战 历 史 上
这 股 独 特 的 音 乐 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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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歌曲大联唱

本 报 电
（晓玥）由北京
市归国华侨联合

会和中共北京市
丰台区委员会联合

主办的“首都侨界纪
念抗战胜利歌曲大联

唱”活动于 9 月 18 日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

塑园隆重举行。
此次大联唱吸引了众多

侨界人士和各界群众的热情参
与，来自全市归侨侨眷群体和
各界的朋友们组成了6个演唱
方 阵 和 1 个 观 众 方 阵 ，共 约
1000人参与到活动中。

大联唱分为抗战历程、拨
云见日；开创新天，走向复兴；
尾声三个乐章，共演唱了《松花
江上》、《保卫黄河》、《游击队之
歌》、《大刀进行曲》等 14 首各
个历史时期的抗日歌曲。

夏兰青和爱人郑凯林展示夏之秋旧照。 杨凯淇摄

鼓舞华侨支援抗战

的“音乐力量”
杨凯淇 文/图

近年来，新侨回国创新创业蔚然成风。在贯彻国
家人才战略、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中，中国侨联既做

“红娘”，又当“保姆”， 鼓励和支持海外高新技术人
才以多种形式回国创业、为国效力。

每两年一届的新侨创新成果交流会，成为侨联招
才引智取得丰硕成果的生动体现。中国侨联“第五届
新侨创新成果交流表彰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国侨联
副主席董中原宣布了“中国侨界贡献奖”表彰决定。
共评出363个“中国侨界贡献奖”奖项，其中创新人才
奖187名，创新成果奖101项，创新团队奖75个。

“牵引我回国的手是侨联”

“吸引、鼓励海外高新技术人才回国创业和工作，
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中国侨联经济科技
部部长陈桦说。

江苏亚盛医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大俊就是其
中受益者之一。现已是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的他，
谈起回国创业的原因，依旧感叹不已：侨联万里“一
线牵”，他们组织的一次“海外博士行”活动造就了现
在的亚盛。

专门研制生产分子靶向抗癌新药、造福人类健康
的亚盛，目前正承担着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
大专项、国家863计划、江苏省重点实验室等多项国家
及省级科技项目。

苏州欧姆尼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磊谈
及归国创业的经历，同样感慨颇深，“1999年，中德之
间开放留学政策刚刚一年，我一句德语都不会，就怀
揣着梦想去慕尼黑工业大学学习电力电子，毕业后留
在德国继续光伏行业的事业。但心里却总像是有一双
手，牵引着自己往家走。”

在德国的几年，赵磊虽然已经算是小有成就，但
相比光伏行业的风生水起来说，他的发展还是慢了
些。2008年，中组部发起了“千人计划”，引进拥有关
键技术、致力于高新产业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来
华创业。这些坚定了赵磊回国的决心。

“多亏了侨联长久以来和海外同胞的积极联络，让
我得知国内拥有这样好的政策支持。现在我才明白，
牵引我回国的手，就是侨联。”2012年，欧姆尼克创造

出了全球首家内置集成WIFI监控系统，实现了对整个
光伏电站的低成本实时监控。这一功能填补了光伏行
业技术空白，引领了国际逆变器市场发展趋势。

回国创业创新的“贵人”

成立于 2011年的海邦人才基金，是国内第一支以
“成功老海归帮扶新海归创业”为宗旨的风险投资基
金。用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朱晓康的话来说，海邦
人才基金“传帮带”，是他回国创业成功的“贵人”。

“它是由‘千人计划’专家为海归团队创建的。”
海邦人才基金执行总裁梁刚介绍，很多早期项目

的创业团队尚在海外或者刚刚回国，对国内的创业环
境处于迷茫状态，针对此，“海邦”除了配备创业导师
外，还提供“保姆式”的全方位服务，来帮助和扶持
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海归回国成功创业。

在创业之初，海邦人才基金不但提供天使投资
2000 万元解决启动资金，还帮助招聘办公人员，完成
工商注册，租赁、装修办公场地等，使创业团队从纷
繁复杂的日常工作中真正解脱出来，一回到国内就能
专心于产品研发工作。

深有感触的还有浙江省“千人计划”专家叶涛博
士，其创建的宁波立芯射频股份有限公司，也是由

“海邦”代为完成了风险投资、工商注册、场地租赁、
设备购置、银行贷款、员工招聘、政府项目申报等诸
多事项，使他们得以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到生产运营
上，迅速壮大成为国内标签行业领先企业。

“海邦”只是国内各界为新侨归国创业热心服务的
一个缩影。截至目前，中国侨联先后命名了 35家科教
兴国示范基地，引进高层次人才3000多名。

新侨创业硕果累累

2010 年，中国侨联又成立了由侨界高端人才组成
的特聘专家委员会。其中院士29位，“千人计划”入选
者56位，“百人计划”24位，“长江学者”31位。截至
2013年底，共有12个省级侨联成立了专家委员会，共
有专家562名。

在第五届新侨创新成果交流表彰会上，中国侨联

主席林军高度评价了海外高新技术人才及广大新侨为
祖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充分
肯定了新侨创新成果交流会所发挥的引领作用。
他说，希望广大新侨人才要勇于创新，争当表
率，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促进科技与经济紧
密结合贡献力量。他要求各级侨联统筹协
调，为优化创新创业环境、扩大科技开放
合作贡献力量。

据介绍，此次创新成果奖的候选项
目共获专利580余项，带动建立了多个
产 学 研 基 地 ， 产 生 直 接 经 济 效 益
1400 余亿元，间接经济效益 3800
余亿元。创新团队奖的候选项目
共获专利800余项，大多在各自
领域有独创性发现或突破，带
动建立了生物医药、化学材
料 、 资 源 信 息 、 机 械 制
造、航天航空、信息工
程等多个产学研基地，
产生重大的经济社会
效益，在推动经济
转 型 升 级 、 产 业
结构调整、推动
技术革命等方
面 作 出 了 重
要贡献。

中国侨联引人才：

既做“红娘”又当“保姆”
刘姝麟

本报电 （博红） 应博茨瓦纳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暨华人慈善
基金会的邀请，中国著名相声表
演艺术家、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姜
昆近日率团访问博茨瓦纳并进行
慰侨演出，与旅博侨胞近距离接
触，亲切交流，共同探讨中国文化
对外传播，深受侨胞欢迎。访问期
间，姜昆被聘任为博茨瓦纳中国和
平统一促进会暨华人慈善基金会、
非洲中国慈善与文化交流协会荣
誉主席，同时任博茨瓦纳中国友好
协会荣誉顾问。博茨瓦纳前总统

费斯图·莫哈伊亲
自为姜昆签署证书
并颁发（左图）。

博茨瓦纳中国和
平统一促进会暨华人
慈善基金会是在博茨瓦
纳 成 立 的 非 盈 利 性 组
织。近两年来，博茨瓦纳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和华
人慈善基金会为当地捐建诊
所、捐赠医疗康复器械、捐
助前往中国留学的贫困学生，
为中国地震灾区捐款，捐助总
额已经超过200万普拉。

姜昆荣任博中和统会荣誉主席姜昆荣任博中和统会荣誉主席

他是画家，头发花白、衬衫
西裤、风雅飘逸，却丝毫没有艺
术家的张扬；他是教育家，来无
俗客、有教无类、温文尔雅，像
随时可以长谈的长者；他也是中
日交流的活动家，扎根中日、两
地奔波、广结好友，不断推广以
和为贵的理念。

他就是李可染之子、海外华
侨李庚。日前，在画界著名的

“师牛堂”，他接受我们的访问时
说：“我在海外30多年，可以说是吃

‘洋’饭、插‘洋’队、做‘洋’师，但目
前做的都是一些‘土’事。”

出身名门 贵在创新

李庚的父亲李可染是现代山
水国画的一代宗师。李庚 1950 年
出生在北京大雅宝胡同甲2号。说
起小时候成长的环境，李庚仍激
动不已：“这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宝
地。”擅长大写意花鸟画的李苦
禅、善用气度恢宏的作品来讴歌
时代的董希文、著名木刻版画艺
术家黄永玉、曾任中央工艺美术
学院院长的张仃等大师都曾居住
于此。李庚师从李可染、黄永
玉、李苦禅，自幼被称为“神
童”：5岁开始学画，6岁开始在国
内外展览并多次获奖。

年少得志的李庚并没有上演
伤仲永的悲剧，这得益于他的勤
学苦练和不断创新。“李家山水有
三大精神，首要精神就是苦学。
我从小就知道，采一练十、勤奋
刻苦，这样才有将来。”读书、绘
画成了李庚最重要的娱乐休闲活
动，勤学苦练基本画功的李庚在
14 岁时就代表国家参加波兰世界
青年艺术节并获奖。但他并没有
满足于此，而是在改革开放之初
选择留学日本。

“走出国门看中国，别样的视
野和经历让我对传统的水墨文化
有了更深刻的感悟。”30 余年的海
外经历，不仅让李庚开阔了视野，
也为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新思
路。李庚凭着深厚的艺术修养和
扎实的基本功，在深入研究中国民
族传统艺术与西欧古典和当代艺
术创作原理的同时，悉心加以比
较，体察异同并融于自身创作。

李庚最引以为傲的经历是伴
随奥地利音乐巨匠固斯塔夫·马勒

的 《大地之歌》 乐曲即兴绘制水
墨画。伴随着这首融合了李白、
王维、孟浩然、钱起山水诗意和
后期浪漫派风格的交响曲，李庚
用悟性使不同领域、不同时代、
不同国界的巨匠走在一起。他从
中感受到交融和创新的艺术魅
力，也走上音乐节奏与绘画笔触
关联性的研究之路。

出身名门、坚持创新的李庚
师承父亲又别有创建，清华大学
教授王鲁湘曾说他的水墨画“玄
韵淡泊，情思淹济，风气韵度似
父而更其恣纵迈达，李家山水之
传承，或许翻出新局矣。”

投身教育 重在改革

“画得好，是一个人的事；教
得好，却能惠及一大片！”李庚在
日本名门大学京都市立艺术学院
取得研究生文凭，之后由日本文
化领袖井上靖、梅原猛、东山魁
夷、高山辰雄绍等人介绍到日本
文学界、艺术界，从此开始了在
日本的教学生涯。

旁人以为他在日本教中国水
墨画，殊不知他在京都造型艺术
大学日本画系任教，是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画系统研究室里仅有的
外籍教官。美术教育与研究是他
工作的主题，主基调是“改革”：
他重建美术大学因明治维新脱亚
入欧论影响而被废除的大学水墨
画课程，被认为是京都第三学派
梅原猛的新人之一；他在日本美
术界领导人物河北伦明领导的研
究班子里负责水墨研究，摸索新
体制，曾在日本两所美术大学里
导入“水墨画研究学分制度”；他
为历史遗产系绘画部分编写教
程，将绘画精髓和时代精神融入
其中；他在德国、日本经十数年
潜心研究，创立 《素材＋表现》、

《从零开始》等新的海外水墨教学

研究方法……
在日本美术教育做得风生水

起的李庚并没有忘记国内的美术
教育。李庚现为李可染画院执行
院长。这并不是一个专门研究李
可染的机构，而是以西方研究所
模式创办的中国式画院，旨在研
究绘画基础，为年轻人创立平
台，培养独立思考和独立创作的
专业型与学术型山水青年画家。

此外，投身教育的李庚遍访
海外各地博物馆、美术馆，对国
民基础教育现状深有感悟。在他
看来，国内很多博物馆重本地、
轻世界、大而空，导致国民视野
局限，这种状况急需改进。“中国
要建立全面、深入的图形学博物
馆，可以让中国人自幼年就培养
对艺术和世界的认知，利在千
秋。”李庚要建的图形学博物馆是
一项浩大的工程，目标是全球最
大，预计在全国建立 6 个博物馆，
既有地方特色，又重在全球视野
和人文标准。

他说：“我今年 65 岁，争取
70 岁之前把图形学博物馆做出个
样子来。”

中日交流 文化之“桥”

他说：“我30多年来，坚持做
中日交流的‘桥’，对两国人民有
益的事情，我一定要去做。”

李庚自 1980 年赴日本留学，
如今往来两地已经 30 余年。早在
1993 年，他因“文化事业作出的
贡献”获日本总理大臣宫泽授予
绀绶褒章，并获得日本加古川市
文化功劳者。

“虽然两地奔波，但多是传统
文化的交流。艺术长青，意义重
大，想来‘土’事也不土。”

作品展览是文化交流的好载
体。在日期间，他以平均每月3次
的频率举办画展，也带着融合中日

绘
画、
文化
特 色
的作品
在 国 内
展出，《未
来 美 术 的
方向》《两洋
的 眼》《马 勒
音 乐 与 绘 画
展 》《 大 象 无
形》……名字不一
而足，李庚也不知
道究竟举办了多少
画展，但由画展引起
的交流却仍在继续。

说起中日关系，李
庚满眼笃定。他说：“中
日是世界上唯一不同民族
共同使用汉字的民族，文
化中有很多不可分割的地
方。以和为贵、同舟共济符
合共同的利益，现有的矛盾可
以用文化来化解。文化沟通交
流的大事我要继续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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