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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27日 星期五 华侨华人

“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
我同在……”当熟悉的旋律在古老的悉尼市
政厅响起，在场的众多华侨华人纷纷举起手中
的荧光棒，与舞台上的歌手成方圆齐声合唱。

当地时间 2 月 25 日，由国务院侨务办
公室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组派的2015年“文
化中国·四海同春”大洋洲艺术团在悉尼举
行首场演出，大约2200名当地华侨华人欢聚
一堂，共享这场来自祖国的视觉盛宴。

一场期盼已久的演出

25 日傍晚，悉尼的天色有些阴沉，淅淅
沥沥下着小雨，然而位于市中心的悉尼市政
厅门口却人头攒动，挤满华人的身影。

“这场演出我们期盼了好久！”63岁的旅
澳华侨蒋桂英兴奋地告诉本报记者，她和女
儿、女婿、外甥女提前 1个小时就赶到这里，
正是为了观看即将在此上演的2015年“文化
中国·四海同春”慰侨演出。

81 岁的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
会长邵群是“四海同春”慰侨演出的“忠实粉
丝”，每一年都不落下。“每到春节，我们海外

侨胞就特别思念家乡，思念祖国。能在这个
时候听到来自祖国的声音，与家乡的亲人相
见，真好！”邵群说，开演前他还通过微信与
国内的朋友分享了这个好消息。

大洋洲团团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秘书
行政司司长赵昆介绍，“文化中国·四海同
春”慰侨演出已在海外连续举办7年，这是第
4次来到澳大利亚。“这次演出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慰问海外侨胞，弘扬中华文化，为澳大
利亚的华侨华人传达来自祖（籍）国的问候
与祝福。”赵昆说。

首演当天，能够容纳2000多人的市政厅
剧场座无虚席。“艺术团给悉尼华侨华人带
来了祖国的温暖，在当地非常受欢迎，每年
的演出都是一票难求。”澳大利亚杭州同乡
会会长孙琦告诉记者，听说艺术团要来澳大
利亚，同乡会的许多会员早早就打电话来询
问，大家都期盼着这场与祖国母亲的美丽

“约会”。

东西文化的交融

喜庆热闹的开场舞、曼妙动听的歌声、

刚劲有力的武术、神秘莫测的魔术……演出
现场，形式多样、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节目
引得现场侨胞连声叫好。

此次演出的导演董雪海介绍，为了给海
外侨胞献上一台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大洋
洲艺术团从半年前就开始各项筹备工作，不
仅汇聚了来自暨南大学学生艺术团的年轻
力量，还邀请了成方圆、唐彪、李宁、李思音
等众多国内出色的艺术家共同助力。此外，
第三季《中国好声音》选手周深、李维的加
盟，更为演出增添不少新鲜气息。

演出中，一群金发碧眼的小演员格外引
人注目，她们是来自澳大利亚华星艺术团的
少儿舞蹈团。热情四射的舞蹈给充满中国元
素的演出带来了别样的异域风情。

“请这些‘洋娃娃’一起表演节目，与我
们共同庆祝羊年春节，体现的正是东西文化
的交流与融合。”赵昆介绍，此次演出不同以
往的一大亮点就是吸收海外当地的节目，更

“接地气”。
“多元文化的演出丰富了我们弘扬中华

文化的主题，我们也希望借此增进中澳两国
人民之间的民间文化交流，推动海外侨胞更
加积极地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赵昆说。

演出尾声，当22名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华
裔儿童用中文唱出一曲《我的根在中国》，许
多华侨华人都不禁动容。“从这些孩子清澈
的歌声中，我们能够听到他们在不同文化的
交融下，发自内心的传承中华文化的心声。”
澳大利亚华星艺术团团长余俊武说。

中华文化落地异乡

“悉尼的年味儿真是一点不亚于国内。”
演出结束，蒋桂英仍意犹未尽，她将这比作
是一份意外的惊喜，让海外的游子感受到过
年的氛围，也为博大精深、根脉相连的中华
文化而深深自豪。

作为海外华侨华人的聚集区之一，在澳
大利亚 2300多万人口中，华侨华人约有 120
万，其中 60万居住在悉尼。中国驻悉尼总领
事李华新告诉记者，近年来，在中澳两国政

府的支持下，中华文化在悉尼的吸引力和影
响力不断提升。悉尼当地的华侨华人也都非
常热心于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发扬。

“在悉尼，华侨华人自己建立的艺术团接近
100家，各种演出、庆祝活动常年不断。”李华
新说。

羊年春节，悉尼的庆祝活动好戏连台。除
了“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慰侨演出之外，当地
华侨华人还首次在悉尼著名的情人港举行新
年灯会，将来自四川自贡的花灯搬到南半球，
与当地民众和各国游客同闹新春。除夕夜晚，
悉尼歌剧院也在灯光的投射下披上中国传统
色彩的红“外衣”。喜气洋洋的中国元素走出
唐人街，点缀着悉尼的大街小巷。

“这些年来，我们的祖国快速发展，综合
实力不断提高，我们所在的国家也对华侨华
人更加重视，华人的传统节日正逐渐成为当
地民众共同庆祝的节日。”邵群骄傲地说。如
今，祖国母亲与海外游子的共同耕耘已让中
华文化的种子在异乡的土地生根发芽，结出
了累累的硕果。

长期以来，国外针对华裔族群的权益损害现象时
有发生。有时一些问题浮出水面引起社会关注，但更
多的时候这种现象还是潜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不过，相应地，华人维护自身权益的努力也从不会停
止。 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2月24日纽约市再次启动
少数族裔商家取得政府合同的情况调查。自 2006 年
起，纽约市依据此前的调查在政府合同中为各少数族
裔商家设定比例份额。由于华裔商家在很多合同领域
的比例都存在不足，许多华裔社区抱怨这一设定并没
有为华裔商家留出合理的比例。有维权人士表示，当
年有很多华裔商家因为语言问题或不熟悉政府运作流
程而根本没有申请认证，结果受到损失的还是自己。
如今，维权人士与华裔社区组织纷纷出动，向商家宣
传参与认证的重要性，以期能够改善华裔商家取得政
府合同份额的问题，为华裔商家争取到更多属于自己
应有的权益。

有时，华人则面临着更为直接和严重的种族歧
视。不久前美国圣地亚哥警局在训练中使用了一幅包
含辱非、辱华等种族歧视内容的漫画，引起社会关
注。不仅该局非裔警官提起诉讼，当地华人华社也纷
纷表示不满。美国华侨华人联谊会日前致信圣地亚哥
警局并联合其他华社向警局施压。迫于压力，不久

前，圣地亚哥警局局长向华社做出回应，邀请美国华
侨华人联谊会和其他几位侨团代表进行面对面讨论，
表示将对此事进行彻底调查，并保证以后绝不会再出
现类似事件。

不仅是美国，在其他国家，华人也有可能遭受到
不公平待遇，需要人们积极发声维护自己的权益。在
马来西亚，许多嫁到此地的华人妻子们发现自己在当
地饱受歧视，受到大马当局的不公平对待。大多数华
人妻子们只享有较短婚姻签证居留期限，并且被要求
只能到布城移民局办理，有时还会遭受刁难。而许多
来自其他国家的妻子们，只需要在居住州所属的移民
局办理签证即可。如今，许多当地华人们通过移动平
台组建起了一个在线群组，专门为遇到种种问题的华
人妻子们提供帮助。目前该群组正同当地政府接洽，
努力向正规非营利组织转型。届时，这一组织将首先
致力于解决华人妻子们面临的歧视问题，促使签证手
续简化，为当地的华人妻子们提供更多帮助。

作为生活在外的弱势群体，华人的权益受到损害
时有发生，更有甚者还会遭受来自他人的歧视与恶
意。但是，华人决不能忍气吞声就此让步，而是要积
极向社会表达华人的合理诉求。华人维权在路上，任
重而道远。

对于 74岁的缅甸华人寸彩娥来说，今年的春节比
往年更多了一点年味儿，因为有一群中国“老乡”来
拜年。

24日下午，距离“文化中国·四海同春”亚洲艺术
团在羊年春节期间的首场演出还有两个小时，寸彩娥
就带着外孙女从数十公里之外的家中赶到了缅甸国家
大剧院。

“我担心路上堵车，早点过来等着心里踏实，万一
迟到了就看不全了。”寸彩娥笑着说，难得有中国的艺
术团来缅甸给侨胞拜年，所以她和外孙女都很珍惜这
次看演出的机会。

寸彩娥是出生在缅甸的第三代华人，当她还是小
女孩的时候，父辈就经常给她讲祖籍地云南腾冲的事
情。如今，寸彩娥经常会去云南老家探访亲友，“我们
缅甸华人都是有两个‘家’啊，一个在缅甸，一个在
中国。”

同样观看完整场演出的缅甸华人洪蓉蓉对舞蹈节
目更感兴趣。“我平时就很喜欢跳舞，尤其是中国特色
的舞蹈，它的音乐和动作都很美，有一种说不上来的
意境。”

洪蓉蓉是一名建筑工程师，常年在新加坡工作，
几天前才回到缅甸和家人团圆过春节。她希望以后每
年春节都能在缅甸看到这样高水平的演出。

当晚，能够容纳 1400余人的缅甸国家大剧院不仅
座无虚席，还不得不在过道上加装了数十个临时座
椅。尽管这样，不少观众还是只能挤在过道和门口处
欣赏节目，连剧场的工作人员都坦言很吃惊。

虽然过道里的临时座椅很硬，但一对“小小姐妹
花”全程都看得很认真。在约两个小时的演出时间
里，两个人一直安安稳稳地坐在那里看表演，高兴时
还不忘拍着手笑。

这对姐妹花的爸爸告诉记者，两个人中的姐姐今年5岁，名叫马靖岚，
妹妹3岁，名叫马若芯，他本人在缅甸经商已有十余年，此次看到女儿们对
中华文化如此感兴趣，他十分欣慰，“她们两个都是第一次来看中国艺术团
的演出，既然她们喜欢，我以后会多带她们看，争取把这份兴趣延续下
去。”

中国游客遭争抢

春节期间，争抢中国游客的大战在多国打响，
各国掀起争抢中国游客的热潮。

据韩国媒体报道，为吸引中国游客，中国游客
造访最多的乐天百货商店总店从本月13日起开始
实施中国人专用二维码服务，只需智能手机扫一
下，各种指示牌的中文说明便会出现。优惠券的设
计也是在调查之后，按中国游客的喜好进行印制。

在日本，商家们早早地就备足了丰富多彩的优
质商品，各大商店纷纷推出新措施，挂起“欢迎光
临”的条幅，配备说汉语的导购员，如火如荼的“春
节商战”逐年升级，从东京、大阪等核心城市蔓延至
地方。

在泰国，旅游部门也构想出开拓中国游客市场
的策略。泰国旅游局制作了旅行小贴士，方便来泰
游客，还将在耀华路唐人街举行泰国最大的春节庆

典。
除了亚洲邻国，欧美国家也纷纷为抢夺中国游

客摩拳擦掌。
在英国，商家1月初就放上了印有中英双语的

海报，店面挂上了春节的装饰品，甚至还开通了中
国银联卡支付服务。“健肺村”“魔法火车站”“天猫
大道”……这些都是英国旅游局为迎接春节到来公
布的景点的最新中文名称。

在美国，洛杉矶环球影城特地举办了主题为
“魅力北京世界城”的中国艺术文化庆典活动。美国
不少二线城市也开始奋起直追，“血拼”中国客。波
士顿等地纷纷从待客细节着眼，改善配套服务，希
望从中国游客身上“分一杯羹”。

华人春节受重视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持续增长，中
国国际影响力提升，国民消费能力增强，文化感召

力也与日俱增。春节不仅仅
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也成
为全世界的旅游旺季和消费
盛宴。有外媒称，中国春节成
为 了 全 世 界 人 民 的“ 黄 金
周”。

美联社认为，“几十年
前，中国新年对中国以外的
地方鲜有影响。但是，随着中
国取得巨大的经济影响力，
在讲汉语的地方拥有巨大文
化意义的中国新年，变得更

加突出。”
据报道，新西兰议会为庆祝中国春节，总理约

翰·基参加，接受舞狮队欢迎。新西兰少数族裔部长
佩赛塔说，“这是为更光明、更繁荣的未来奠基的时
候。”

法国媒体报道说，法国西南部城市当地越南等
族裔移民社区曾抱怨中国“独享”春节庆典的气氛，
因为市长只祝贺华人羊年大吉。

俄中机电商会秘书长萨纳科耶夫说，春节是不
少俄罗斯人继新年之后最喜爱的节日之一。俄罗斯
汉学家叶卡捷琳娜说，春节有点像俄罗斯新年，节
日氛围隆重热烈，而且充满家庭气息，令人身心愉
悦。

美国《洛杉矶时报》说，中国新年曾经仅限于唐
人街和华人移民家里，如今进入了美国主流，从纽
约的林肯中心到好莱坞街头，对春节的庆祝出现于
体育广播甚至饮料包装上。

世界经济迎暖风

中国国家旅游局估计，春节期间赴海外旅游民
众达519万人次。美国联邦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
访美的中国游客人数增幅高居各国之冠，预计未来3
年中国游客人数会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一倍以上。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在中国春节假期的2月
18 日至 24 日一周时间内，中国赴日游客让日本百
货店的营业额上涨2至4倍。日本某媒体称，中国游
客简直就是“救世主”。日本的很多百货店都在为迎
接中国游客而行动，就连小商品行业也呈现出“中
国狂想曲”状态。

在 2014 年春节期间，赴欧洲的中国游客在奢
侈品上共花费 72 亿美元，占春节期间整个欧洲奢
侈品销售总额的62%，今年的购物总额还将有显著
增长。

澳大利亚旅游业大亨查尔斯·伍德沃德说：“中
国游客是澳大利亚最豪爽的客户。”英国甚至有报
道将中国消费者比喻为“天使”，称“只有中国人才
能救世界”。

““四海同春四海同春””走进悉尼走进悉尼——

在异乡播下中华文化的种子在异乡播下中华文化的种子
本报记者 严 瑜文/图

澳大利亚华星艺术团少儿舞蹈团表演舞蹈《欢乐新年》澳大利亚华星艺术团少儿合唱团演唱《我的根在中国》

暨南大学学生艺术团表演舞蹈《难忘今宵》

华人维权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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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为世界经济供暖
杨璐璐

在庆祝羊年春节的欢乐气氛中，“中国之
夜”文化活动 24 日登陆美国职业篮球协会

（NBA） 华盛顿奇才队主场威瑞森中心，为比
赛平添了几分喜庆与祥和。比赛前首先与观众
见面的不是主场奇才队队员，而是一支精神抖

擞的舞龙队。鼓声震天，神龙翻飞，现场观众
的热情瞬间被点燃。太极扇、武术棍法表演更
是引来上万名观众的尖叫和掌声。中国元素点
缀赛场的每个角落。图为“中国之夜”上的舞
狮和武术表演者。 本报记者 何小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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