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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有了“马背电视机”

“之前我们放牧时看不了电视，生活辛苦又枯燥。现在
侨胞给我们送来了可以带着走的卫星电视，我们终于可以
知道大山外面的世界了。”在“侨爱工程”西藏项目的启动
仪式现场，身着盛装的藏族姑娘白玛旺姆看着一台台崭新
的太阳能便携式卫星电视，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笑容。

白玛旺姆告诉记者，她来自距离拉萨 1500公里之远
的阿里地区，那里平均海拔 4500米以上，人口密度仅为
0.3人/平方公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逐草而居
的游牧生活，使那里的牧民不可能长期定居在一个地
方，加上当地地广人稀，信号难以全面覆盖，看上电视
对他们来说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而如今，由海外侨胞及港澳同胞捐资送来的 5000台
太阳能便携式卫星电视即将改变藏区阿里牧民的生活。
这套电视设备被藏民们亲切地称为“马背电视机”，它由
天线、太阳能电源和数字平板电视机三部分组成，可以
装在一个箱子里，通过马背搬运。

“这样我们走到哪，就可以把电视机带到哪，只要有
太阳光照可以储电，我们支好天线，就可以随时随地收
看 50 多套电视节目。”在白玛旺姆看来，“马背电视机”
的到来，将使“白天晒太阳、晚上数星星”的枯燥生活
成为过去。

事实上，这已不是“马背电视机”第一次走进藏区。
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向记者介绍，此前，海外侨

胞及港澳同胞就通过“侨爱工程”项目，向四川、云南
两地藏区的牧民捐赠了数万台这样的“马背电视机”，广
受当地牧民欢迎。“西藏作为藏族同胞的主要聚集区，本
该成为我们这个项目的主要受益者。我们国务院侨办以
及海外侨胞也希望以这样的方式，作为对今年西藏自治
区成立50周年的一个小小献礼。”裘援平说。

让侨胞惦记的藏区

跟随“马背电视机”进入藏区牧民生活的，还有广
大海外侨胞及港澳同胞对藏区同胞的殷殷关切与同根之
情。

裘援平介绍，“侨爱工程”西藏项目一经公布，就得
到广大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鼎力支持，短短时间内共
有14家海内外捐赠方捐款1740万元人民币，用于该项目

购置电视设备。
由爱国企业家曹德旺发起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就为此

次项目捐款 500万元。“如今，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信息
时代，然而生活在偏远地区的藏族同胞仍然因为地理条
件的限制，得不到社会发展的信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
项目的捐助，帮助他们更好、更及时地与外面的世界建
立联系。”谈及捐助的初衷，河仁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李
磊如是说。

法国法中商贸会会长王光祥也以个人名义，为该项
目捐款20万元。“我们海外侨胞几乎每天都在关注藏区牧
民的生活，只要有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都会愿意来服
务。”王光祥说。

心系西藏的发展，心系藏胞的生活。此次，不少参
与西藏项目捐赠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专门来到西藏，
亲身感受藏区的发展。对于大部分第一次来到西藏的侨
胞来说，走得越近，他们与藏族同胞的心贴得越近。

“我自己是回族，也是少数民族，因此尤其关注少数
民族同胞的生活。这次来西藏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藏族
是一个具有很强的自主能力和奋发精神的民族，但是由
于地处遥远的高原，跟外部世界接触的渠道不是很多。
我很希望通过力所能及的帮助，让他们有更好的发展，
有更加幸福的生活。”泰国泰北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会长马剑波告诉记者，在 2013年“侨爱工程”为云南迪
庆藏区牧民捐赠电视设备时，他就曾捐资 50万元。这一
次，他专程从泰国来到西藏，正是希望亲眼看一看藏
区，看看还能为这里的发展再做些什么。

用爱心凝聚亲情

如今，无论是在西藏，还是在其他省份的藏区，来
自海外侨胞的关爱已融入当地藏族同胞的生活，在点点
滴滴间让他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洛桑江村看来，此次侨
胞捐赠的5000台“马背电视机”，就有利于加强现代科技
文化知识在阿里地区的普及，也让当地农牧民群众感受
到海外侨胞对他们的关心与关爱。而近年来，侨力资源
更是推动了西藏的快速发展。

国务院侨办就多次利用侨捐资金和侨务资源，向西
藏各地区派送医疗队伍，为当地群众免费救治疾病，为
医护人员提供持续培训。同时，国侨办还组织海外华文
媒体及公共外交领域的海外侨胞赴西藏考察，向世界推

介西藏日新月异的发展。
“海外侨胞的侨捐资金对藏区发展尤其具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我们往往将这一笔资金投放到各级政府扶贫救
助工作的盲点领域，拾遗补缺，尽量把侨胞的温暖送到
最需要的地方。”裘援平告诉记者，除了向贫困偏远藏区
牧民捐赠“马背电视机”之外，这些爱心侨捐资金还被
用于解决贫困儿童上学、高原地区安全用水等实实在在
的民生问题。

“海外侨胞的关爱对我们而言就是‘雪中送炭’。”谈
及海外侨胞多年来的关心与帮助，阿里地区侨办主任阿
旺次仁充满感激，“这几年，从党中央、国务院到自治区
党委、政府，对阿里这样的艰苦偏远地区给予了方方面
面的扶持。但是阿里地区确实太大了，人口又分散，不
是所有方面都能顾全。而侨胞的捐助正好在此基础上作
为补充，我们需要什么，他们就总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爱心的汇聚也让同胞之间的血脉亲情更为深厚。“我
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我们藏族人
民和海外侨胞是真正亲如手足的一家人。”阿旺次仁说。

图①：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 （左三） 与西藏自治
区人民政府主席洛桑江村 （左二）、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
席邓小刚 （左四）、捐赠方代表 （左五）、阿里地区牧民
代表 （左一） 一起为“侨爱工程——点亮藏区牧民新生
活”西藏项目启动仪式按动水晶球。

图②：参加“侨爱工程”西藏项目启动仪式的阿里
地区牧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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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爱工程

——点亮藏区牧民新生活”西藏项目在西

藏拉萨正式启动。继四川甘孜、阿坝以及

云南迪庆等藏区之后，西藏阿里地区的藏

族同胞也将收到海外侨胞及港澳同胞捐资

送来的5000台太阳能便携式卫星电视。这

批为阿里地区量身定制的卫星电视，不仅

将改变藏族牧民枯燥的放牧生活，打开他

们的世界，也将让他们的心与海外侨胞贴

得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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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言之不足故歌之，歌之不足故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在海外华人中，也有
很多希望用跳舞来表达情感的舞者。他们愿意
将自己对人生的思索通过肢体语言展现，并在
舞蹈的成功中获得自信和欢乐。

近日，来自美国爱荷华州、曾出任歌舞剧
“舞动人生”首位华裔男主角的裴忠龄，一举夺
得毕业生最高荣誉的加拿大总督学业勋章，并
从加拿大国立芭蕾舞蹈学校毕业。10岁的那年
暑假，裴忠龄在参加了加拿大芭蕾舞学校的夏
令营后，对舞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燃起了他
对芭蕾舞的热情。11岁时，他在歌舞剧“舞动
人生”中担任了男主角。自此，舞蹈在他的生
命中的地位更加举足轻重。

无独有偶，在不久前刚结束的全美变革舞
蹈大赛中，来自旧金山湾区中华演艺学院的舞
蹈团队在多项比赛中获奖。众所周知，在美国
有很多舞蹈团队，但是能够在舞蹈大赛中获奖
的华裔团队和个人十分罕见。对于这次获奖，

该校老师表示，这说明美国主流社会正在渐渐
接受中国舞蹈的魅力。而华裔学生的参赛也让
美国主流社会有了了解中国舞蹈的机会。

华人不仅自己舞动人生，也希望通过舞蹈
来进行跨国界交流。日本埼玉县川口市的芝园
小区将举办盂兰盆会舞蹈活动。芝园小区很多
年轻的华人家庭非常积极地学习该舞蹈，以便
能够参与到正式的盂兰盆会舞蹈活动中。看到
华人学舞蹈如此热心，日本讲师渡边表示：“我
感到能够教中国人是不可思议的缘分。在真正
的盂兰盆会舞蹈活动中，中国女性也将在高台
上跳舞。”

华人不仅在外国积极参与各类舞蹈比赛和
学习，也非常珍惜回国学舞蹈的机会。在7月举
办的“中国寻根之旅”舞蹈夏令营就吸引了很
多爱好舞蹈的海外华裔青少年。很多营员都表
示要在此次夏令营中加倍努力练习中国民族舞
蹈，并在参观活动中细细品味中国的历史文化
和现代化发展，毕竟这是掌握中国舞蹈艺术精
髓的重要基础。

舞蹈不仅可以让别人内心感动，更能陶冶
舞者情操。因此，与其说海外华人喜欢舞蹈，
不如说，对于很多华人，舞蹈已经融入了他们
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他们的生活本身也已经
变成了一支优美潇洒的舞蹈。

海外华人
舞动人生

李 凡

海外华人海外华人
舞动人生舞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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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艰苦的条件下，集美学校不但
没有停办，而且是越办越好，为抗战输送了
大量人才，也为抗战胜利、恢复民族教育奠
定了基础。”回眸集美学校在抗战时期的作
用，陈嘉庚纪念馆馆长陈呈如是说。

13 日，《烽火弦歌》 ——集美学校抗战
内迁历史展在福建博物院开展。一批珍贵的
历史照片和文物真实再现了抗战时期集美学
校克服校舍、经费、师资等重重困难，坚持
办学、为国育才的历史。

展览上，“在福建山城大田县的均溪上，
数名光着膀子的小伙依次从简易跳台上扎进
水里”，陈呈对这组老照片印象颇深，“这是集
美水产航海学校迁址大田的一幕教学场景。”

卢沟桥事变后，由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
创办的集美学校为保存中华文化血脉和闽南

教育精华，其所属师范、中学、商业、农林
和水产航海学校辗转迁往福建内陆的安溪、
大田和南安等地，坚持办学。

当时，中国沿海的水产航海学校并不只

一所，可是在日寇进犯下，几乎所有中国的
沿海学校都已停办。“抗战爆发后，集美学
校培养的几百名航海英才，成为战后大陆、
台湾、香港、澳门各航运公司的骨干和万吨
远洋轮船的船长，避免了航海人才的断
层。”陈呈说。

据展出资料记载，在长达 8 年的内迁山
区办学历程中，集美学校师生为抗战捐助款
项累计 62 万元国币 （抗战时期的货币单
位）。仅 1944年 11月至 12月初，就有 267名
师生签字报名从军。

不仅如此，集美学校师生还通过刊物、
漫画、标语、晨呼等方式，将抗战救国呼声
传遍校园内外。其中，《血花日报》 是出色
的代表之一。在该报的影响下，印尼侨生黎
韦、缅甸侨生胡明、越南侨生鲁藜、马来西

亚侨生陈耕国等一批集美学校学生离开学
校，几经周折，奔赴抗日前线。

陈呈说：“集美学校创办之初，嘉庚先
生就为学校定了校训，‘诚毅’——诚以为
人，毅以处事。这种嘉庚精神深深融进了集
美师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2014 年 10 月，在陈嘉庚先生诞辰 140 周
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给集美校友总会的回信中说，希望广大华侨
华人弘扬“嘉庚精神”，深怀爱国之情，坚守报
国之志，同祖国人民一道不懈奋斗，共圆民族
复兴之梦。

今年 10 月 21 日，集美学校将迎来创办
102 周年。目前，集美学校所在的厦门市集
美区已启动集美学村申遗，加大对嘉庚风格
建筑等重要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与传承，同
时充分展示集美学村百年浓郁的人文积淀。

（据中新社电）

抗战中，
“嘉庚精神”在闪耀

张 羽 叶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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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羽 叶丹艳

武林大会，群雄争锋。瑞狮金龙，欢庆
奔腾。8 月 13 日晚的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
内，热闹非凡，座无虚席。场内龙腾狮舞、
锣鼓喧天，场边拍手叫好、互动热烈。至
此，“文化中国·2015 年全球华人中华才艺

（体育） 大赛”胜利落下帷幕。

北京做东聚一堂

“我们是第一次来北京参赛。这次活动
规模很大，有的队伍实力很强，我们也很受
鼓舞。我最期望我的队员们能够趁这次机会
真正感受到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变得越来越
强大。”郭氏功夫金龙醒狮团总教练郭文龙
凑过身来对笔者说。8月13日晚，奥体中心
体育馆后台热闹非常，小至 16岁的运动员，
大到 50 岁的教练，都难掩内心的激动和喜
悦，在这离别之际与来自中华武林界的新朋
旧友互相道别，约定后会有期。郭文龙表
示，他自己从事舞龙舞狮教练事业已经20余
年之久，很多其他地方的代表队都互相认
识，这场比赛更像是一次老友叙旧的机会。

此次“文化中国·2015 年全球华人中华
才艺 （体育） 大赛”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联
合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市政府、中国海外交
流协会共同举办，于 8 月 9 日开幕，历时 6
天，分舞龙、舞狮和中华武术 3个项目，分
别评出了金、银、铜奖以及传承中华才艺特
别奖等奖项。

今年的大赛首次将舞龙舞狮项目和中华
武术项目相结合，共有来自48个国家的502
名运动员报名参加，创造了有史以来的最大
规模。

“半个月前，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这
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盛事和骄傲。”国
侨办主任裘援平在致辞中表示，这次大赛是
北京申冬奥成功以后在京举办的第一个全球
性的体育活动，它为这次大赛增添了独特的
一笔。

相逢时短情谊长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别
看我们在赛场上谁也不让谁，
其实在台下都是很好的朋友。”
代表新加坡参赛的张强体育会
的教练林忠兴接受本报采访时
表示，很多队伍在之前的比赛中
就“狭路相逢”，不过不打不相
识，都是习武之人，都对舞龙舞
狮有偏爱，自然共同话题也就颇
多。这次比赛，张强体育会斩获
了舞狮项目的铜奖，“其实还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次我们就是
来交流学习的，尤其是中国队的
步法和花式都很有特色，我们会
取长补短，回新加坡以后争取好好做推广，把
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他认真地告诉笔者。

“这次将举办城市选在了北京，也是希
望全球的华人能有机会感受祖 （籍） 国‘心
脏’多年来的发展变化。”国侨办宣传司的
有关人员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全球华人中华
才艺大赛自 2009 年开始已经成功举办了 5
届，对于海外华人来说，通过参加大赛，不
仅仅可以切磋技艺、“以武会友”，还能深切
感受祖 （籍） 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发展脉搏。

“我很骄傲自己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同
胞，传承的也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就像一把

‘宝剑’，传到了我们手上，我们在海外也可以
为祖（籍）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尽一份力量了。”
林忠兴告诉笔者，来北京他很是兴奋。

中华文化有传人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他的名字就叫
中国；遥远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
的传人。”巨龙腾飞，普天同庆。龙，一直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不朽象征。如今，龙

的传人遍布全球各地，成为传承中华传统文
化的重要力量。

郭文龙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自己从
小习武，20多年的坚持只源于对武术的喜爱
和“男儿当自强”的信念。他指着不远处安
静角落里正打拳练功的一名20出头的年轻人
说，“他是我的徒弟。习武之人都讲究师
门，就像中华文化一脉相承一样。他从小学
开始就每天要练功，现在他这么黑的皮肤都
是为了磨练意志晒出来的。”

国家体育总局的工作人员曾表示，此次
大赛取得的成绩，对海外侨界运动员传承中
华文化将起到鼓励作用。无形中，大赛成为
很多海外华裔青少年学习中华文化的重要渠
道。本次大赛运动员的平均年龄仅 21 岁。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哲人
言犹在耳，青少年是祖国的希望，团结海内
外华裔青少年的“青春力量”，中华文化这
把火将烧得更旺更长久。

正像郭文龙在采访最后时所言：“投身
到弘扬中华文化的活动中，这是我毕生的事
业。”他眼神里的坚定和热爱，让人感动。

以 武 会 友 ，论 道 北 京
——记2015年全球华人中华才艺（体育）大赛

张思雅 文/图

北京武术学校表演的“武术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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