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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海外的 6000万华侨华人，是中华文化的重
要传承者和传播者。在弘扬中华文化中，他们拥有着
得天独厚的优势。

近日，全身心投入中华文化传播工作的德国华人
陈茫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的消息让我们震惊。

作为孜孜不倦的中华文化传播者，陈茫全身心投
入中华文化传播工作中。早在 2003年，就创办德国最
大的私人华人媒体 《欧洲新报》，以此来维护同胞权
益，向欧洲主流社会宣传和维护中国文化与形象。

同样，在遍地西洋画的渥太华打造“中国艺术之
家”的加拿大华人画家扈航以书画为媒体传播中国文
化，早在 2011年就创办“随艺轩”画廊和随意艺术学
院。作为当地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纯艺术类的中国画

廊，其成立宗旨就是为加拿大各族裔的画家提供一个
交流的平台，让加拿大人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和艺
术，同时使更多的中国艺术家走进加拿大。

倾力传播中华文化的还有葡萄牙华人夫妇鲁晏宾、王
锁瑛。自20年前定居葡萄牙，夫妇二人便开启了在葡萄牙
的中文教学旅程。据这对华人夫妇说，教葡萄牙人学中文
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因为这是让葡萄牙人了解中华文
化的最佳途径，也是传播中华文化的最直接方式。

其实，办报之余，爱好艺术收藏的陈茫还致力于从文
化艺术的角度向欧洲介绍、展示中国的文化瑰宝。曾用三
年时间说服汉堡艺术与手工艺博物馆负责人，编纂出版一
部中国艺术收藏品图录。该图录以大量清晰精美的图片，
配以中、德、英三国语言文字说明，向读者呈现了150件年
代不同、材质各异的中国古代艺术珍藏品，让那些堆放在
德国博物馆库房里灰头土脸的中国珍宝得以再现光芒。

传播中华文化
他们倾力倾情

何晓源

铭记历史，才能轻装前行，共筑美好
未来。为了展现华侨华人对祖国抗日战争
及对美国现代工业革命所做出的巨大贡
献，共同回顾中美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合
作。9月15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北京
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大型人文纪录片《金山
梦——寻找·道钉记忆》 北京首映会。会
上同时播放了《血脉长城——华侨华人与
抗日战争》。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副
主任何亚非出席并致辞。

沉默的道钉

1100 公里；一天 10 英里（约 16.41 公
里）的铁路铺设奇迹；95%由华工完成；近
1.2万名华工参与，这一连串令人惊讶地数
字背后埋藏了不知多少华工的血与泪。

1862 年 7 月 1 日美国总统签署了太平
洋铁路法案，太平洋铁路西段要穿越整个
内华达山脉，工程极为艰巨。1863年1月
当这条铁路动工时，计划至少需要 14 年
的时间来完成。

1865 年，近 1.2 万名华工走上了铁路
建设一线。在蔑视的目光下，瘦弱单薄的
华工凭借智慧与勤劳出色地完成着铁路铺
设任务。

一天 12小时的工作量，一米一米地延

伸。严寒酷暑，绝崖峭壁，华工们丝毫不畏
惧，时刻展现着卓越的技术与才智，创造着
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无不令人感叹。

艰苦卓绝的条件必然带来高风险，据
记载，1868年，工程进展到内华达山——
今天的美国人把这段铁路称为“内华达山
上的中国长城”，约有 1000 名华工死在这
里。1970年，从当地沙漠中挖出2000磅（约
合 907.2 公斤）的华工尸骨。这或许只是已
经被“埋没”在铁路下逝去华工的一部分，
累累白骨印证着华工们惨痛的历史经历。

1869 年，当最后一枚道钉砸入枕木，
仅用 7年，这条横贯北美大陆的大铁路正
式接通，然而这一被载入史册的时刻却缺
少真正的“英雄”——华工们的身影。

一个多世纪的湮没，一个多世纪的流
转。2014年5月，铁路华工入选美国劳工
部名人堂，华工们的巨大贡献才终于受到
重视和肯定。

揭开尘封的记忆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华侨华人对美国
做出的巨大贡献，国务院侨办支持并指导
美国格律文化传媒集团与广东广播电视台
联合摄制了反映华工参与修建美国世纪工
程中央太平洋铁路的纪录片《金山梦——

寻找·道钉记忆》。”何亚非介绍。
从1865年到2015年，150年的风雨沧

桑，再现的是那段感人的场景。作为该纪
录片的制作方之一，广东广播电视台副台
长蔡照波谈及拍摄初衷时说：“中国人能
修筑万里长城，同样能修建美国铁路。太
平洋铁路见证了华工为美国所作出的卓越
贡献。华工的功绩应该得到认可，他们应
该得到应有的待遇。”

该纪录片从筹备到拍摄初步完成共历
经一年半的时间，蔡照波介绍，“选择在150
周年纪念的时间节点放映，就是为了让这
段历史在重要的历史时刻回归人们视线。
让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缅怀这些英雄，记
住华工为太平洋铁路铺设所做的贡献。”

为了真实地还原华工们赴美史实，该
纪录片摄制组分两批，分别赴华工主要来
源地广东省和美国两地拍摄，重走铁路遗
迹。1.5 万英里的路程，足迹遍布中央太
平洋铁路重要历史遗址。

“在拍摄当中，我们有幸采访到了 10
位参与铁路建设的华工后裔，遇到了一位

自愿在寞山华人墓地守墓的美国人，”蔡照
波称，“不仅如此，通过采访历史研究专家，
真实、客观、全面地讲述了先辈的故事。”

携手共筑未来

今年正值中美建交 36 周年，何亚非
说：“在中美关系发展历程中，作为美国
第一大亚裔族群，旅美华侨华人的参与与
付出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他们为中
美友好交流合作积极奉献，是中美关系的
牢固桥梁和坚强纽带。”

“ 正 如 片 名 所 提 到 ‘ 寻 找·道 钉 记
忆’，我们制作这部纪录片就是为了重新
找回华工们那段惨痛的历史，不能忘记
150 年前华工所做的贡献，不能忘记 150
年前华工所受的屈辱。”蔡照波表示。

“最重的是，我们通过纪录片表达的
不是悲情与不满，不是宣扬仇恨，而是希
望通过真实地再现历史，展现华工们质朴
的情感，来使我们铭记历史，积极面对历
史，携手共筑未来。”蔡照波说。

铭记历史 携手共筑未来
人文纪录片《金山梦——寻找·道钉记忆》在京首映

孙少锋 杨志聪 文/图

铭铭记记历史历史 携手共筑未来携手共筑未来
人文纪录片人文纪录片《《金金山梦山梦——寻找寻找··道钉记忆道钉记忆》》在京首映在京首映

孙少锋 杨志聪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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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广元电（记者尹忠伟） 14 日，来自
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意大利、葡萄牙、
芬兰、泰国、韩国、菲律宾等 15个国家和地区
的 24 位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抵达四川省广元
市，拉开了“行走中国·2015世界华文媒体美丽
四川行”的大幕。

据了解，在接下来的5天时间里，海外华文
媒体采访团还将前往绵阳、江油，参访第三届中
国（绵阳）科技博览会、江油李白纪念馆、北川

“5·12”地震遗址等地，近距离体验巴蜀文化、领
略四川新貌。

中新社悉尼9月13日电（记者赖海隆） 澳
大利亚华星艺术团各艺术团团长及主创人员，
13 日齐聚位于悉尼市中心的南海传媒 C 艺术空
间，一起观看了由中国国务院侨办与中央电视
台联合制作的海外华侨华人与抗日战争的影片

《血脉长城》。
华星艺术团团长、澳华文联主席余俊武表

示，今天我们一起观看《血脉长城》，一段段感
人至深的故事，讲述了华侨华人在二战中的赤
子丹心，正是这种精神，筑起了中华民族一个
又一个不朽的丰碑。华星艺术团要学习和传承
这种精神，在海外为弘扬中华文化不断创立新
的业绩和辉煌。

《血脉长城》悉尼演出《血脉长城》悉尼演出

海外华文媒体参访广元

本报北京电 （钟晓燕） 北京泰国归侨联谊会 9 月
12 日于北京召开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老战士座谈会。
会上，各位老战士分享了他们在战争年代如何放弃在
泰优裕生活条件，归国参加抗战；如何秘密开展行
动，打击日寇后方的艰苦经历。图为座谈会上蔡演威
老战士分享战斗经历。 钟晓燕摄

泰国归侨纪念抗战胜利泰国归侨纪念抗战胜利

9 月 13 日，第三届中华艺术
摄影金马奖颁奖活动在内蒙古锡
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举行，100位
来自海内外的华人摄影家获奖。
该奖项为“奖上奖”，即在全球各
类摄影大赛上获得大奖的作品才
有资格参与，吸引了来自海内外
300多位摄影家参加。该颁奖活动
在被誉为“中国马都”的锡林郭
勒举行，整个颁奖活动始终将马
文化与摄影艺术紧密结合在一
起，与世界首创大型马文化全景
式综艺演出——《千古马颂》 融
为一体，受到与会者称赞。

图为演员骑马在颁奖仪式上
表演。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摄

摄影金马奖颁奖摄影金马奖颁奖

9 月 12 日 ， 由 广 东 省 侨 办 组 织 的
“2015年海外华商广东行”80多位海外华
商来到汕头，开展为期 3 天的参观考察。
海外华商的汕头之行，使这座滨海小城市
热闹了起来。

试验区发展建平台

12日下午，汕头华侨试验区和旅游资
源推介座谈会在汕头举行。会上，来自美
国、英国、马来西亚、泰国等8个国家和
地区的嘉宾听取了有关汕头华侨试验区的
发展介绍，并就试验区的未来发展进行了
交流。

目前，汕头华侨试验区正加快基础设
施建设，外砂河大桥、珠港新城、滨海新
城功能规划完成，海湾隧道启动建设，潮
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顺利封顶……试验区
的蓬勃发展为海外华商搭建了平台。

美国洛杉矶中华总商会会长庄佩源表
示，“汕头蕴含着丰富的发展动力，随着
华侨试验区在汕头落地，必然能够吸引越
来越多海外华商来投资置业。”

“有海水处就有华侨，有华侨处就有
潮汕人”，华侨资源是汕头华侨试验区手
中的一道“王牌”。汕头华侨众多，是全
国著名侨乡，人口 500多万，其中归侨归
眷就占200多万。

该试验区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个以“侨”
和“文化”为特色的国家级战略平台。在“一
带一路”发展新契机下，汕头华侨试验区如
何充分发挥华侨华人的资源优势，让更多

海外华侨华人在这一平台上“大显身手”，
是其打好地区“侨牌”的关键节点。

“华侨板”将成新亮点

近日，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
提出，“希望汕头能借助华侨试验区这个
载体，在华侨金融服务、国际采购和物流
服务等方面探索改革。”

“华侨板”的设立与华商的期待不谋
而合。9月15日，在汕头华侨试验区设立
一周年之际，“华侨板”股权交易市场在
华侨试验区落户，这将成为汕头华侨试验
区的一大亮点。

“华侨板”是华侨试验区金融创新和
侨务管理服务创新的一个“试验田”，旨
在为境内外侨企侨资提供各类股权融资、
债权融资、财务顾问等服务，为企业解决
融资难题。

据悉，截至目前，“华侨板”已有125
家企业完成挂牌审核工作，另外还有近30
多家企业正在准备申报材料。

“华侨板”探索打造国内首个面向华
侨的“互联网+”产业生态圈，发展跨境
金融，为发挥华侨资源在新一轮对外开放
中的积极作用搭建平台。

华商来汕出谋略

“汕头能及时抓住难得的契机，高规
划、高起点去谋划建设华侨试验区，显示了
汕头未来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前景。”

美国海外华人互助中心主席赵炳荣说。
然而，汕头华侨试验区现在的规划建

设也不是尽善尽美的，许多层面还受到一
些传统观念、因素的束缚，应该“挣脱牢
笼”。海外华商来到汕头，积极献言献
策，为汕头华侨试验区的转型升级拓宽了
视野。

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主席陈有庆从促进
金融资源优势互补这一角度为汕头华侨试
验区献策：“政府可以发挥两方面的作
用，包括制定一些详细的优惠政策，向海

外华侨的资本企业推广；其次是担当桥梁
和监督的角色，打造崭新的金融产业。”

此外，在如今大数据时代，汕头华侨
试验区应利用高科技，全方位立体宣传。
美国洛杉矶中华商会唐思德就表示，他将
利用播客向世界推销汕头华侨试验区。

与此同时，斐济中华总商会会长刘孟
光也指出，汕头在发展新区的同时也不能
忘记老城区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特别
是交通建设也要发展好，有便利的交通才
能吸引更多华商来汕投资。

华侨试验区搭高平台 华商看好
钟晓燕

图为莅汕的80多位海外华商现场参观海湾新区东部新城填海工地，对汕头建设华
侨试验区充满期待。 来源：汕头市外事侨务局

图为一名加拿大观众在渥太华随艺轩画廊欣赏展
出的画作。 图片来源：好搜网

海 内 外 侨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