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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 18 日，农历甲午年
除夕，意大利佛罗伦萨“亲情中华”
艺术团演出现场，青年歌手岳璐正在
台上演唱她的拿手歌曲《芦花》：“莫
忘故乡秋光好，早戴红花报春晖……”

听到这句歌词，在台下观看演出
的侨胞金先生对比邻而坐的记者说：

“你看，这虽然是一首军旅歌曲，但
也能唱进我们心坎儿里。”记者问他
为什么，金先生进一步解释道：“军
人和海外的中国人都有乡愁情结，能
够衣锦还乡、荣归故里，那是件多么
光宗耀祖的大事。”

诚如金先生所言，随团记者在与
众多侨胞交流的过程中，能够明显感
受到他们内心深处对故乡的眷恋之
情，这种乡愁是金钱等任何物质上的
东西都无法弥补的。

在意大利都灵旅居 20 多年的王
先生是当地一名资深侨领，也是本次

“亲情中华”艺术团在都灵演出承办
侨团的主要负责人。谈及他的故乡，
有一句话让记者印象十分深刻。王先
生说：“中国人很勤奋，在国外能挣
钱，但即便踩着金山银山，也始终迈
不过乡愁这道坎儿。”

2月中旬，罕见的暴风雪袭击了
美国华盛顿等多个地方，演出当日大
雪纷飞。吴先生告诉记者，因为担心
路上出状况，他们一家人提前4个多
小时就出发，就是为了能赶上看这场
演出。一名参与承办工作的侨领介
绍，当天不少观众都是顶风冒雪驱车
两三个小时前来观看演出。

3 月 10 日，“亲情中华”东南亚
团在古邦市成功举办了到印尼后的第

3场演出，这是中国艺术团首次走进
印尼东奴省。或许是太久没有看到来
自祖 （籍） 国的文艺演出，从下午4
时直到演出开始的晚上7时，演出场
馆外，华人乡亲敲打的中国锣鼓一直
没有停歇。承办活动的印华百家姓协
会甚至请来了舞龙与舞狮队助阵，引
得路人纷纷驻足。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
毛衰。”这句著名唐诗讲述了中华儿
女一种渗透到骨子里的情怀：乡愁随
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重。海外侨胞

也不例外。在加拿大温哥华演出现
场，中国广播艺术团电声乐团团长魏
金栋为观众送上男声独唱 《大黄河》
和 《给祖国拜个年》。当他出场时，
不少老侨胞激动地叫了起来：“我在
电视晚会上见过他！”他们“发烧”
热度不亚于年轻“粉丝”。

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年迈的侨胞
行动不便，不仅难以再回到祖国故
乡，甚至到场观看慰问表演也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

不过，他们中也有人仍然是幸运

的 。
在 华 盛
顿 演 出
后，“亲情中
华”艺术团利用
仅有的 1 天休整时
间，前往华盛顿中美
文 化 交 流 中 心 ——“ 家
园”成人护理中心看望老侨
胞 ， 把 精 彩 节 目 带 到 他 们 面
前。据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部
长、赴美洲巡演艺术团团长陈迈介
绍，专程看望老侨胞并非偶尔为之，
只要时间和场地允许，艺术团都会开
展这样的活动，一方面是因为年迈的
侨胞更需要慰问，另一方面更是向曾
经为改革开放做出巨大贡献的这一群
体表示敬意。

据了解，陈迈所称的“巨大贡
献”是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引进的
外资超过八成都带有“侨”的背景。
改革开放初期，正是这些当时正值壮
年、处于事业一线的“老侨”，为祖

（籍） 国发展建设大大地支持了一
把。须知，当时许多海外侨胞的经济
实力并不很强，对内地投资大都是他
们毕生辛劳的积累。

陈迈说：“来到这所护理中心，
我们虽然不能让所有在海外的‘老
侨’都一解乡愁，但我们想告诉他
们，祖 （籍） 国没有忘记他们，故乡
亲人一直惦念着他们。”

在浙商云集的意大利罗马，戴

先
生 是
个 “ 另
类”。他既
是 一 位 成 功
的 华 商 ， 同 时
在 闲 暇 之 余 还 搞
一些人文研究，圈内
人称他为“2.0 版的浙
商”。在与记者谈起“亲
情中华”慰问演出时，戴先
生说自己注意到近两年国内越
来越注重“家文化”的构建，习
近平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还特意提到

“乡愁”，这在过去很少见。
戴先生还说，华人是一个特别重

视血缘宗亲的族群，把“亲情”这根纽
带绑紧扎牢，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
很多问题解决起来就事半功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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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6日和 7日，“亲情中华”艺
术团在印尼巴厘岛华电集团火电厂项
目码头和香港会馆分别进行了两场演
出。率团出访的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
副巡视员郭敏燕告诉记者，许多印尼
华人得知“亲情中华”的演出消息
后，专程从雅加达、泗水等地赶到巴
厘岛，观看精彩演出。中国驻登巴萨
总领馆总领事胡银全在致辞中说，此
次“亲情中华”艺术团来到巴厘岛演
出，是总领事馆成立以来迎来的首个
中国艺术团。通过“亲情中华”这个
平台，总领事馆结识了大量华人乡亲
和当地政要及对华友好人士，为下一
步打开工作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了解，中国侨联打造的“亲情
中华”主题活动，近年来正逐渐成为
我国重要的公共外交平台，越来越受
到海外各界的高度关注。各国高层政
要或亲自莅临或以不同形式参与到

“亲情中华”活动中已屡见不鲜。
2 月 23 日，“亲情中华”艺术团

在加拿大温哥华慰侨演出刚刚开始，
现场大屏幕立即出现加拿大总理斯蒂
芬·哈珀的视频，这是专门为演出发
来的祝福。他向旅居加拿大的华侨华
人祝贺新春，并特意赞许“亲情中
华”活动加强了中加文化交流，促进
了中加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

拉美国家巴拿马因连接太平洋与
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而被中国人民所
熟知，战略位置十分重
要。中巴两国友好历史
源远流长。在巴拿马人
民收回运河主权的斗争
中，中国始终站在巴拿
马 一 边 。 进 入 新 世 纪
后，两国在经贸、人文
等领域的友好交流更是
保 持 了 强 劲 的 发 展 势
头。但因一些众所周知
的原因，中国与巴拿马
尚 未 正 式 建 立 外 交 关
系，政府间直接交往还
存在障碍。在这种特殊
的政治环境下，作为联
系海内外广大华侨华人
的人民团体，中国侨联
对于开展民间交往，增
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

感 情 ， 有 着 诸 多
便利条件。

2 月 19 日，“亲情中华”慰问演
出在巴拿马城举办。此次活动同样受
到巴方的高度重视。虽然原定出席晚
会的巴拿马总统因公务未能赶到现
场，但特别指派了政府住房部长、旅
游部长、副总审计长和两名工商部副
部长等内阁要员到场祝贺，并在两场
演出中分别指定特别代表上台致辞。
特别代表对华人为巴拿马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
们说，巴拿马人民越来越喜欢中华文
化了，华人的迎春活动不仅是华人
的，也是巴拿马民众的。

陈迈在致辞中表示，这次“亲情
中华”艺术团的巴拿马之行，是一次
亲情之旅，带来的是祖国政府和人民
对海外侨胞的牵挂和祝福；也是一次
感谢之旅，他代表侨胞在国内的眷属
和亲朋感谢巴拿马政府和人民对旅巴
同胞的关爱和帮助；还是一次文化之
旅，他希望开展更多的文化交流，促
进巴拿马多元文化建设，加深两国人
民之间的友谊。

公共外交是一篇大文章。在经历
60 余年的外交实践后，我国越发认
识到公共外交在总体外交中的重要作
用。作为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政府外交编织出框架之
后，只有通过公共外交才能让中国“朋
友圈”越来越广。在这方面，中国侨联
大有可为，“亲情中华”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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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期间，中
国侨联从国内一线文艺院
团选调优秀演员，组成 3 个

“亲情中华”艺术团，即：赴美国、
巴拿马和加拿大的美洲团，赴希腊和意
大利的欧洲团以及赴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
东南亚团，在这些国家侨胞聚集较多的城市开展
慰问演出，为当地华侨华人带去一个个充满中国风情
的文艺节目，用亲情乡音温暖一颗颗海外游子之心，书写
了一篇公共外交的大文章。

2 月 19 日，农历大年初一，罗
马，“亲情中华”慰问演出刚刚结
束。一位年迈的意大利老者在助手
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迈上通向舞
台的阶梯。助手告诉工作人员，这
位老人是意大利著名钢琴演奏大师
罗兰多·尼克罗西，他想见一见来自
中国的演员。

尼克罗西对演员们说，他自己
非常倾心中国文化，与中国音乐家
们也有过许多交流。当见到女高音
歌唱家郑咏时，尼克罗西表示，在

华人的新年晚会上听到她用标准
的意大利语演唱，对自己来

说是最好的新年礼物。郑
咏对记者表示，能够

在世界文化之都、
欧洲文艺复兴的

发源地，得
到大音乐

家 的
青

睐和肯定，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
两国艺术家之间能够擦出火花，表
明慰问侨胞的舞台也是中外文化交
流的舞台。

“我们带到海外的节目和演员都
经过了精心挑选，不片面强求一定
是多大的腕儿，多高的知名度。”赴
欧洲巡演的艺术团团长、中国侨联
文化交流部副部长邢砚庄向记者介
绍了“亲情中华”遴选文艺节目的3
条标准：一是要积极健康，能够烘
托出欢快、喜庆、吉祥的节日氛
围；二是要能展现中华民族悠久灿
烂的传统文化和昂扬向上的时代风
貌；三是要照顾到莅临现场的外方
友人，器乐演奏、杂技、魔术、口
技、手影等都是常备节目，且占有
相当比例，尽量避免因语言障碍而
降低外方友人的参与体验。

参加东南亚团的中央歌剧院首
席女高音歌唱家么红，是当今国际
乐坛最为活跃的中国演员之一。对
于中外文化交流，么红深有体会，
她认为，不能说来到海外演出就是

十分成功的对外文化交流，内容
的把控、时机的掌握、方式

与途径的选择都是影响交
流 效 果 的 重 要 因 素 ，

的 确 需 要 精 心 设
计。

我 国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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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演
奏

家周维，长期承担重要外事演出任
务，到过世界 70余个国家和地区表
演，担任欧洲团副团长。当和记者
谈起这趟欧洲之行时，周维非常认
同在重大节假日期间开展中外文化
交流。他说：“节日说到根儿上多数
都在文化范畴之内，节日活动实质
是文化活动。因此，传统节日是文
化交流的大好时机。”

据陈迈介绍，“亲情中华”主题
活动始终坚持“高起点、常态化、
公益性、大规模”的方针，目前每
年派往境外的文化团组超过 30 个。
作为一个涉外项目，“亲情中华”活
动的设计必须具有开放思维，向所
有对华友好群体开放，扩大覆盖
面。以时节安排为例，演出季目前
已更趋均衡化，从早期主要集中于
春节、国庆、中秋等传统节假日，
扩展到利用中外建交纪念日甚至外
国节假日等时机。演出地点也从单
纯的海外巡演转向兼顾国内侨乡，
以满足越来越多回祖 （籍） 国过年
的海外侨胞和广大归侨侨眷的文化
需要。陈迈表示，这既可以使活动
影响力更具持续性，也能更好地适
应海外实际情况，还能更好地与国
内其他有关单位形成对外文化交流
的合力，避免资源浪费。

据了解，自 2008 年初启动以
来，已经有 140 多个“亲情中华”
艺术团走向海外，在全球五大洲举
办 670 多台文艺演出，受到海外侨
胞的广泛欢迎，同时也吸引越来越
多的其他族裔民众来到现场观看演
出。这在种族结构更加多元化的北
美社会更为明显。以今年巡演为
例，在美国纽约和加拿大维多利亚
的演出现场，非华裔观众大约超过
总人数的1/3。

陈迈认为，外裔观众越来越
多，说明了中华民族文化国际认

同度在不断提高，但也要求
我们思考如何去做好

对外文化交流这
篇大文章。

❶ 乡愁情结：割不断的根

❷ 文化交流：年节最相宜❷ 文化交流：年节最相宜

❸ 公共外交：拓展“朋友圈”

杂技 《芭
蕾对手顶》

呼拉圈表演

杂技《抖空竹》

◀艺术团为观看
演出的国际友人
献哈达。

◀艺术团为观看
演出的国际友人
献哈达。

◀意大利著名钢琴演奏家
罗兰多·尼克罗西到后台与
郑咏 （右一） 等交流。

◀艺术团在华盛
顿“家园”中心
慰问表演。

◀艺术团在华盛
顿“家园”中心
慰问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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