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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满都是感动

“我们凌晨1时40分发起捐款，9时左右就已经有超过
100万元人民币的认捐，而且，第一笔捐款已经到账。”电
话那端，乔卫刚从延安回来。“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现
场所有人都热烈鼓掌。”那时那刻，所有人心里满满都是
感动。

呼啸的狂风、倾盆的暴雨、肆虐的冰雹、翻滚的洪水
……近日，陕北遭遇极端天气的侵袭。18日下午，榆林市
子洲县突降暴雨。据统计，暴雨形成的山洪导致 1 人死
亡，受灾人口超过 1.5 万人，2.74 万亩农作物受灾，直接
经济损失高达7830万元。陕北其他地区同样损失惨重。

“这次，我和中国侨联组织的2015海外侨领中国国情
研修班的学员到延安进行实地教学。我们到延安的时候，
暴雨刚停。”乔卫说，“在那里，海外侨领看到了厚厚的淤
泥，看到了老区受灾民众的顽强，看到了当地干部尽力自
救的努力。大家都觉得应该做点什么。”

这一次的募捐与往常不同。“这次很特别。一方面，
我们刚好在现场。”乔卫说，“另一方面，我们最终决定通
过研修班的微信群和‘侨联之友’微信群号召募捐，而不
是依赖传统媒体。”

目前看来，效果很好。“我真的很感动，我相信最后
的数字一定会很大。”乔卫说，“下一步，我们会派专业人
士去灾区考察，确定救助方案，把捐助用在最需要的地
方。目前，捐款没有截止日期。等过段时间，项目确定
后，再行截止。”

“行动起来，不能等”

一夜，不到 8小时，超过 100万元人民币的捐款，这
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背后，是乔卫及研修班成员的火速决
断，更是海外侨胞血浓于水的赤子之情。

中国侨联海外委员庞燕是此次研修班的一员。她参与
了此次微信募捐的全过程：“是一段视频推动了整个事件
的发展。”

视频来自延安当地的司机小贾。看到家乡受灾，小贾
心急如焚。恰好朋友拍下了延安发生泥石流的视频。19日
深夜，他将视频发给了庞燕。

庞燕为视频内容所震撼，她马上给乔卫打了电话。看
过视频后，乔卫再无法入眠。视频也发到了研修班的微信
群中，成员们反映强烈。大家都在问：“我们能做些什
么？”

深夜 12 时半左右，乔卫召集相关人员开会，商讨具
体事宜。救灾，是和时间赛跑。“应该行动起来，不能
等！”

凌晨 1 时 40 分，乔卫的倡议书出现在两个微信群：
“我们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当地受到突发的洪水灾害，
老区人民遭受了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我们非常痛心。为
此我和我的同事们商量决定，即刻发起‘陕北暴雨冰雹灾
害救助活动’。我本人首先捐款 3000 元人民币。”根据庞
燕提供的数字，截至22日，认捐金额已达280多万元人民
币。爱心，正在全球华侨圈中传递。

那一夜，很多人都几乎没合眼。
“我不知道用什么词句来表达对您的感谢，但我知道，

因为有了您，让那些受灾的群众感到了温暖，谢谢您。”这是
司机小贾得知救助活动发起后给庞燕发来的信息，也是老
区民众对所有救助活动发起者及参与者的肯定与致谢。

侨胞借力“微”平台

这次紧急救助活动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成
果，微信这个新媒体平台功不可没。

从研修班微信群，到“侨联之友”微信群，再到每位
侨胞的朋友圈，倡议书就这样跨越重洋，飞到每位侨胞身
边。在庞燕眼中，微信的优点是“速度快、范围广、影响
力大”。比如，庞燕所在的‘侨联之友’微信群共有 500
人，遍布全球200多个国家。发出倡议书后，庞燕的微信
就不曾停过，“一两分钟就进来一笔捐款，一直忙到 7
时，头都没抬”。

过去，慈善募捐多通过传统媒体、基金会网站等进行
宣传。此次，乔卫选择了微信。“微信传播的最大优点就

是快。而且，在最初传播时，因为限定在比较熟悉的圈子
里，大家的信任度也比较高。”乔卫说，“当然，随着灾情
的发展和各种媒体的报道，也有许多侨胞朋友通过传统的
方式了解到情况，然后参与捐助的。”

当然，微信并非十全十美。庞燕指出，微信“最大的
忧患就是网上诈骗太多”。不少人在看到捐款倡议书后都
直接或间接地向乔卫打电话求证。

庞燕认为，此次微信募捐之所以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效
果与中国侨联的接地气不无关系。庞燕说，“此次募捐，
我们强调‘一块钱也不嫌少’，更看重的是捐款背后的那
份心和那份情。”

“这一次，海外侨胞再一次展现了自己的赤子之情，
在祖籍国有难的时候，他们再一次和祖籍国站在了一
起。”乔卫说。

全世界的侨胞心系老区，全世界的“侨力”涌向陕
北。哪怕暴雨“倾城”，亦可化“侨”为舟。而通过

“微”平台聚集在一起的各国侨胞联系更为紧密，将成为
一股有生力量，推动祖籍国向前发展。

风雹雨电，老区受灾。碰巧在现场的中国侨联副主

席、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乔卫以及几十位海外侨领

当机立断，利用微信这个新平台，迅速展开了募捐。

陕西榆林遭鸡蛋般大冰雹袭击，庄稼损失惨重。
来源：新华网

“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来自比利时的华裔
少女王礼珑说，来到自己
的祖籍国，感觉就像“吃
了火锅一样”，心里火辣
辣的。

22日，87名来自比利
时、荷兰、马来西亚、印
尼、韩国、泰国、巴拿马、
美国的华裔青少年来到
位于中国中西部地区的
山城重庆，开启12天的汉
语和中国传统文化学习，
他们大部分是第一次到
重庆。

书法、剪纸、茶艺、中
国民族舞蹈、武术……中
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重
庆也是一座拥有 3000 多
年历史和文化的名城。来
自 8 个国家的近 90 名华
裔将在重庆学习这些中
国传统的文化瑰宝。

“我身边有很多比利
时朋友都对中国文化充
满兴趣。”王礼珑是一名
来自比利时的华裔少女。
她用流利的中文告诉记
者，她身边有许多外国朋
友都在学习中文，想更了
解中国，“在他们眼中，中
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东
方国度”，“这次来到中
国，就像是‘探亲’一样，
让我们充满期待”。

她用些许骄傲的表情说，从外国同学口中时不时
蹦出的中国网络流行词和对中国美食的向往，让她感
受到身为一名华裔的骄傲和自豪。“中国的文化已经
通过网络和电视等媒体传到了我身边，我的很多朋友
们还对川菜‘垂涎三尺’。”她说，这次来重庆，非常期
待能结交重庆朋友，并学习做川菜，回国后能给身边
的朋友“露一手”。

相比起中文流利的王礼珑，来自韩国的华裔权熙
爱则用她运用还不够熟练的中文说，因为父母已经没
有使用中文，所以她的汉语都是自己学来的。“我喜欢
汉语，我也希望能学会更好的说汉语。”权熙爱说，她
很喜欢中国，也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来到中国学汉
语，了解中国文化。

据重庆市外侨办副主任唐文介绍，现在海外约有
6000万华侨华人，他们为中国的建设、改革和发展做
出了贡献，特别是华裔青少年，是维系、传承和发扬中
华文化及文明的重要力量。他们遍布全球，现回到祖
籍国，亲身感受祖籍国的文化，学习祖籍国的语言，有
效地加深了当地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自2000年国侨办在我校设立了‘华文教育基地’
以来，我们已先后接纳了3000余名华裔青少年来重庆
学习、体验。”重庆师范大学校长周泽扬说，举办华裔
青少年到中国参加夏令营活动，实现了海外华侨华裔
同胞了解祖籍国文化和发展现状的愿望。对于每个中
国人来说，是一种职责所在。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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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天擦肩而过的人千千
万，但能够相伴终身的人又有几个？海外华人身在
异乡，由于文化差异和繁忙工作，寻觅知心人更成
为一个难题。尽管如此，他们仍积极想办法，为爱
奔波。

参加单身派对可能是各国单身华人最简单有效
的“脱单”方法。7 月 19 日，美国休斯敦华人圈就
举办了一场单身男女交友活动，并吸引了 50多人参
加。男女嘉宾大多从事石油业，年龄从20岁到40岁
不等。不少嘉宾表示石油业工作压力大，华人又
少，非常需要此类交友活动来认识新朋友。不久
前，一对在这类速配活动上认识的男女嘉宾情定终
身。这更让活动越来越受欢迎。

休斯敦华人在谈天说地中认识新朋友，旧金山
华人则选择用过节娱乐的方式寻觅另一半。6 月 20
日，旧金山湾区的一群华裔单身男女聚集在一起，
玩一种叫做漂浮板的水上运动。一方面，大家度过
了一个难忘的端午节；另一方面，单身华人也结识
了更多的同龄单身朋友。在硅谷从事IT行业的张小
龙说，借此机会可以结识同样爱好极限运动的女性。

有的华人在国外寻觅缘分，有的华人则将目光
投向国内回国。据澳洲网报道，从小在悉尼长大的
晴晴就是其中一位。晴晴说，许多澳大利亚单身女
性经常参加单身交友聚会，但是男生面孔每次都少
的可怜，让她们很失望。为了尽快找到真爱天子，
晴晴和身边越来越多的单身朋友都选择回中国寻觅
佳偶。

华人为寻找真爱可谓煞费苦心，有人觉得凭一
己之力难以找到对象，甚至脑洞大开地选择“众
包”的方式。7月11日，《华盛顿邮报》报道，毕业
于哈佛商学院美籍华人尤任路 （音译） 建立了一个
名叫“dateren.com”的网站，发动网友帮忙找女
友，并称如果谁能为他找到能够交往6个月以上的女
友，就能获得一万美元的“牵线费”。这个网站上线
仅一周，他就收到了数千份介绍信。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这样的缘分是众多海外单身华人所期待的。他
们为爱寻觅，无论是参加海外各种交友活动，还是
回国寻找灵魂伴侣，抑或是自己建相亲网站，都是
为了尽快觅得佳偶。当真正遇到了自己命中注定的
另一半，他们会发现这一切努力都值得。

用诗意诉说心意

“我想住进诗歌的城堡/与词语日夜相
伴/日出月落 鸟语花香”。旅居日本的华
文诗人郁乃喜欢将自己生活中的点滴心绪
都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在她看来，是
这10年的旅居生活教会她用不同的视角去
观察这个美丽而斑驳的世界，而汉字的意
蕴之美则使她的诉说更加自如和优雅。她
说：“在美国的大峡谷参观时，我会想到
故乡的黄土高原；在日本的寺庙环游时，
我会想起唐宋和魏晋。我的成长受中国古
典文化影响很大。在创作时，我一定会选
择自己的语言。”

旅外诗人，在海外华人中是一个小众
的群体，但是他们凭借对生活的敏感和对
文学的热情，创造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
影响力。

出版十余部文学书籍、在国内外报刊
上发表千余篇诗歌、被选入 《国际诗人名
人录》 的旅美诗人姚园谈起自己最自豪的

成就，就是作品被收录进中学新诗阅读教
材和大学教材。她说，比起自己获得的那
些荣誉，每当看到自己的心路能够影响更
多的年轻人，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和感悟
时，她最能感到自己创作与诉说的意义。

爱他乡更爱故乡

身处他乡，虽然令诗人们收获了更开
阔的灵感，但有时也变成了某种难以挣脱
的桎梏。

《新大陆》 是华裔诗人陈铭华创办的
海外华文诗刊，自1990年创刊至今，已出
版 148 期。谈起自己一手创办的诗刊，陈
铭华满是兴奋。然而自豪之余，他也表现
出了些许落寞。“在海外办一份中文诗刊
很难。这里不比国内，缺乏固定的园地和
有系统的整理，我们走的每一步都很不
易。”除了必要的经济问题，人才的缺乏
也是陈铭华的担心所在。

不仅如此，旅外诗人面对的除了生活
的考验，更要经受文化上的试炼。郁乃在

采访中说，我们身处异乡，但心还在故
乡。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被故乡听到，
希望能以我们的身份与力量守望华文诗
歌。身处异乡，却依旧选择华文诗歌创
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追
求主流社会的认同，然而对于故乡来说，
他们似乎也处在边缘，想让更多的汉语读
者接触到自己的作品谈何容易。

是华侨更是华“桥”

谈起此次在广西召开的国际华文诗人
笔会，接受采访的每一位诗人都表示热
烈的欢迎。姚园说：“我一直担任中外散
文诗学会的副主席，几乎每年都会回国
参加诗歌文学活动。我们非常愿意看到
海内外的华文诗人更多地展开交流，也
渴望挖掘更多平台来推动海内外华文诗
人的交流。”

陈铭华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沟通平
台出现，为海内外诗友提供了诸多了解当
代华文诗人诗作的窗口。在他看来，诗歌
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符号，伴随着交流日
益便利和频繁，华文诗歌的发展一定会突
出重围，绽放出更闪耀的光彩。

谈起对未来华文诗坛的发展愿景，几
位华文诗人都不约而同地勾勒出一幅欣欣
向荣的图景。而谈到旅外诗人肩负的使
命，姚园则说：“华侨，是一座连接中华
内外的‘桥’。而像我们这样旅居海外的
华侨诗人，更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方式，搭
建一座充满诗意的‘文学之桥’。”

华人积华人积极寻爱极寻爱

方法方法多多

李李 凡凡

华文诗人的华文诗人的守望守望与与突围突围
刘 畅

7 月 22 日，2015 年海外华
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夏
令营——陕西营来到位于该省
延安市宜川县壶口乡的壶口瀑
布，来自捷克、美国、加拿
大、荷兰、芬兰、瑞士等国的
近 200 位华裔师生近距离感悟
黄河文明。壶口瀑布是中国第
二大瀑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黄色瀑布。 张一辰摄

7 月 16 日，第 16 届国际华
文诗人笔会、首届美丽南方“诗
歌·心时代”评选活动在南宁举
办。千余名海内外华文诗人及诗
歌爱好者在侨乡广西齐聚一堂，

“华文诗人”这个充满文艺气息
的群体再次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壶口瀑布迎来寻根青少年壶口瀑布迎来寻根青少年壶口瀑布迎来寻根青少年

陕北暴雨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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