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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旧金山湾区侨界举办了
“首届海外炎黄子孙拜祖大典”，以表达
海外华侨华人对先祖的敬仰之情，增强
海外华侨华人的民族认同感。清明节期
间，海外华人不仅会为亲人扫墓，也会
缅怀早期华人移民、祭拜中华民族的共
同祖先。清明节，成为海外华人“寻
根”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

每逢清明更思乡

清明将近，工作生活在异国他乡的
海外游子也开始为扫墓祭祖而忙碌。

“每逢清明更思乡。过去，我都是到
国内的网上去上香祭祖。”今年美国波特
兰州立大学教授李斧博士利用休假时间
回到国内，进行一次祭祖之旅。“昨天我
陪老父亲在成都扫墓祭祖，清明节会随
国侨办去黄陵祭祖，4月 9日还会随中国
侨联去黄帝家乡河南新郑祭祖。”

由于在海外多数国家清明节不是假
期，所以大多数人还是留在当地。不
过，海外华人的祭祖活动开始越来越多
样化。

清明扫墓，是许多海外华人不变的传
统。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曾经报道，清
明节那两天，华人墓地比较集中的公墓都
会迎来大批中国扫墓者。他们的车绵延数
英里。在许多墓碑前，人们摆起水果、蔬
菜、一次性塑料碟上的大餐。

今年也不例外。在波士顿，纽英仑
华人历史协会和纽英仑中华公所 3 月 21
日宣布已经获得来自波士顿市政府的许
可，从3月26日至4月10日，在望合公墓
华人墓地提供摆放祭品的桌子。

除了祭拜自己的亲人，祭拜共同的
祖先也开始成为海外华人清明节的选
择。3月底，美国旧金山湾区侨界举办了

“首届海外炎黄子孙拜祖大典”。大典由
“锣鼓喧天、敬献花篮、净手上香、行施
拜礼、恭读拜文、高唱颂歌、乐舞敬
拜、祈福中华、各方阵经主拜台绕广场
巡游”九项流程组成。在美国旧金山市
市政广场上举办的祭祖大典成为当地侨
界的一件盛事。

慎终追远同寻根

“清明节是个慎终追远的日子。海外
华人到了异国他乡也不忘自己的根。”参
加了旧金山祭祖大典的中国侨联顾问李
兢芬说。

近些年，国内也为海外华人的寻根
需求提供了极好平台，比如在陕西黄帝
陵举办的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和在河
南新郑举办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据统计，全球华人有规模的“重返
黄帝陵”寻根祭祖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
十几年来，前来拜祭黄帝陵的港澳台同
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已逾百万人次。

如今，每年都有许多海外华侨华人
参与这两个典礼。

旅居加拿大多年的庞燕去年参加了
这两个典礼，今年又受邀前往黄帝故
里。“参加这种大型的祭祖活动，我的心
情无比激动。我们久居海外的华侨华
人，心中总有一种深深的寻根情结。参
加祭祖活动，是一次抒发自己对祖籍国
眷恋之情的非常好的机会。”庞燕说，

“扫墓是祭奠逝去的先人，抒发自己怀念
亲人的感受。参加这种大型的对民族祖
先的祭拜，心中升腾的是一股对故土的
热爱之情、是与祖籍国人民血肉相连的
激情。”

文化传承好节点

其实，清明节的扫墓与祭祖是慎终
追远、缅怀先人的过程，也是认知传
统、继承传统、弘扬传统的过程。海外
华人也在充分发挥这一过程的文化传承
作用。

“今年我们的祭祖大典中有个百家姓
方阵。”李兢芬说，“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机会，让在海外的孩子能够借由百家姓
了解自己先辈的故事，借由姓氏来寻
根。这就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承。”

不可否认，海外华人中的年轻一代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关注不够。不过，正
如李斧所说：“旧金山祭祖这样的活动很

有意义，虽然年轻人现在不一定感兴
趣，但将来可能会感兴趣。如果现在就
没有这样的活动，那这种传统可能就断
了。”

庞燕也认为，扫墓祭祖活动本身就
是对后代的一种教育，让他们时刻不要
忘记自己的根在哪儿。“年轻一代尤其是
二代三代华人，由于出生或生长在海
外，与祖籍国的联系比较少，对中华文
化的感知比较浅。所以，每年的清明
节，不仅是扫墓祭祖的时间，也是中华
文化在海外传承的一个很好的时间节
点。我有机会就会带两个儿子回国拜祭
家里的先人，让他们亲身感受中国人的
祭祖习俗和领悟先人的精神。”她说。

对海外华人而言，清明节这样的传
统节日承载着比缅怀逝去的亲人更多的
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中华
传统文化才能在海外代代传承。

题图说明：
3月27日，美国旧金山湾区侨界在旧

金山市市政广场举办“首届海外炎黄子
孙拜祖大典”。

大图为华侨华人参加拜祖大典。
图①为嘉宾参与拜祖大典“净手上

香”环节。
图②为旧金山蓓蓝舞蹈团在拜祖大

典“乐舞敬拜”环节中表演。
刘艺霖摄 （新华社发）

清明节，海外华人忙“寻根”
本报记者 张 红

★侨界关注

“我回来了，只为了一把泥土，一把世世代代华夏祖先遗落的血脉骨
殖，萌起了我回归的野性和冲动……”舞台上一位优雅的女子正在朗诵这首
散文诗，时而悠扬婉转时而荡气蓬勃，在场的嘉宾都沉浸在其意境之中。

这是 3月 30日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新书发布仪式。国宾馆
八方苑厅内墨客云集，人们慕名前来，有年过九旬的耄耋老人，也有文坛上
的年轻学者。发布会的主人公，是一位叫陈慧瑛的女作家。

陈慧瑛，归侨女作家，1946年出生于新加坡。她的外祖父是新加坡爱国
华侨富商，1959 年外祖父含泪将最心爱的外孙女送回中国。那一年，她 13
岁。离开新加坡前，外祖父将珍藏多年的晚清画作 《墨梅》 交给她，并嘱咐
她要学有所成，报效国家。

在发布会上，陈慧瑛带着她的第 21 本书 《有一种爱叫永远》 与大家见
面，书中收录了她近年来的作品，篇篇都诉说着她的乡愁。有人问她，什么
是“永远”？她说，“永远”就是我对故乡的这份爱。

陈慧瑛坚持写作30年。她将这理解为一种传承。她说，自己一家三代都
侨居国外。不过，她从小是读着“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成长起来的。
1967年，她不负外祖父的期望，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正当
人生创作的辉煌时期，她却被下放到太行山下，她有充足的条件在此时离
开，但是她却选择留下来，历尽艰辛也始终不离不弃。

上世纪80年代初，陈慧瑛终于回到厦门。她一边写作一边从事教育工作，
有多部文学作品获得国家级奖项。同时，她还热衷于侨务工作：“作为归侨，我
非常理解海外侨胞对祖籍国的感情和奉献，所以，我愿意为他们服务。”

她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我曾经也跟他们一样，身在海外。希望他们不
仅能在所在国努力工作、学习，也能时刻心系祖国母亲，为故乡的发展贡献
自己一份力。”

从外祖父到外孙女，从新加坡到鼓浪屿，60年过去了，无论是外祖父对
于祖国的思念，还是陈慧瑛对于祖国的一片痴心，都让人看到了乡愁，看到
了爱国之情。值得一提的是，陈慧瑛是陈化成将军的嫡系五代孙。陈化成将
军在鸦片战争时期带领将士们血染江城，保家卫国，壮烈牺牲。

“我回来了，舍弃了一切，换回的只是头顶的一片蓝天，脚下的一抔热
土，然而我终不后悔……”舞台上的女士，是陈慧瑛的女儿。爱国乡情，在
代代传承中愈来愈浓。

图为
陈慧瑛在
发布会现
场为新书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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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侨女作家陈慧瑛

“永远”就是我对故乡的爱
孙 婧 文/图

3月底，来自加拿大、美国、法国、韩国等7个国家的“蓝丝带青少年助残 （国际） 基
金会”的17名华裔青少年到贵州省的贵阳、黔南、遵义等7所残障学校参观考察，为期10
天。该基金会是由一批充满激情的学生于2010年在加拿大创办，现拥有500多位会员，大部
分为华裔青少年。“蓝丝带基金会”的宗旨是动员青少年的力量帮助残疾青少年。目前，“蓝丝
带国际基金会”在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设立“蓝丝带助残基金”。 郭 季 摄影报道

蓝丝带青少年助残蓝丝带青少年助残（（国际国际））基金会走进贵州基金会走进贵州

华 人 社 区

侨 情 乡 讯

“拉美在我眼里是一片神秘的土地。我有过
不少机会亲自踏上这片土地，每次都会切身感受
到拉美文明的魅力，并且从拉美极其丰富多彩的
文化艺术中汲取灵感。”担任 2016年“中拉文化
交流年”形象大使的钢琴家郎朗，难掩对这片土
地的热爱之情。

2016年被称为“中拉年”，日前刚刚开幕的“中
拉文化交流年”将全年在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地区举办，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同拉美地
区共同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年度文化盛事。“中国人
民和拉美人民是兄弟，无论是政治交流，还是经贸
往来，都离不开双方文化上的互相了解。”古巴文
化部副部长胡里奥·巴耶斯特尔如是说。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拉美文化根基深厚。近年
来，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交融在中拉
交流的舞台上频频上演。在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

“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文化交流中，华侨和华人
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拉美华侨和华人对于
促进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起了桥梁和
纽带作用。几百年前，中国文化随华人劳工来到拉
美，并且留下流传至今的印记。近年来，随着中拉
经贸和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拉美人民生活中的
中国元素越来越多，中国文化在拉美国家也逐渐
成为时尚，这都离不开拉美华人的积极贡献。

秘鲁驻华大使胡安·卡洛斯·卡普纳伊介绍
说：“秘鲁有着庞大的华人社群，我们所说的语

言中相当多的词汇源自中文。”由此可见，华人
已将汉语带到了拉丁美洲，在遥远的拉美留下
了华夏文化的印记。如今，在拉美一些国家，不
少学校开设了汉语课，汉语水平考试已经成为
一种潮流。

此外，拉美华人也将传统的中医针灸引入了
拉美国家的医疗体系中。巴西前任总统卢拉的

“中国哥们”顾杭沪在巴西可谓家喻户晓，卢拉
与顾杭沪医生之间的友谊就是缘起“中国针
灸”。顾杭泸曾用他的中国针灸治疗术缓解了卢
拉几十年来的肩周炎病情。自此，卢拉开始感
叹：中医真是太神奇了。这件事情也让桑巴大地
上掀起了一股中医热。

如今，在拉美地区落成的一座又一座的“中
国城”，不仅仅是华侨华人聚居的地方，也日益
成为拉美当地人了解中国的窗口，这些“中国
城”的存在让中国与拉丁美洲的距离不再遥远。
在 2016年“中拉文化交流年”，拉美华人必能肩
负更多的责任，让拉美文化和中国文化能够更加
深入地融合。

中拉文化交流年：

拉美华人搭起交流桥梁
焦夏飞

中山百亿元“红包”惠民企

据中新社中山电（冒韪 陈彦儒） 侨乡广东中山
市 3 月 30 日推出 《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的若干措施》，50 条 158 项，释放惠企“红包”
100.7亿元人民币。

据当天下午召开的中山市推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
大会公布，该 《措施》 全文共 1.6 万字，分“促投
资”、“降成本”、“助融资”、“促创新”、“拓市场”、

“强保障”六方面共50条158项具体措施 （简称“民企
五十条”），其中财政扶持资金35.2亿元，为企业减负
65.5 亿元。和周边地市相比，中山“民企五十条”政
策的力度更大、措施更新、范围更广。

中国防疫工作组抵安哥拉

据新华社罗安达电（王丙飞） 由中国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派出的防疫工作组 3 月 28 日起在安哥
拉首都罗安达开展防疫工作，在中铁四局医院为在安
中国同胞接种和补种黄热病疫苗。

根据初步安排，工作组在安期间将主要为中国同
胞接种疫苗，对中国企业开展黄热病防治宣传教育和
应急处置培训，并在当地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和评估。
工作组为从安哥拉全国各地赶到中铁四局医院的近200
名同胞查体，并为100多人注射了黄热病疫苗。体检过
程中，一名中国女性同胞被确诊为黄热病，且病情危
重，立即被转往罗安达总统夫人医院接受治疗。中国
驻安哥拉大使崔爱民当天也赶到医院看望专家和住院
同胞。

“中国新疆24小时”图片展开幕

据中新社华盛顿电（刁海洋） 近日，由华盛顿亚
洲文化中心、海外新疆联合会共同主办的“中国新疆
24小时”图片展华盛顿开幕 （下图）。海外新疆联合会
副会长张晓旗表示，2012 年 9 月，来自中国内地、台
湾、香港、澳门的摄影家走进新疆，开展两岸四地摄
影家合拍“新疆24小时”的活动。摄影家们用独特的
视角，拍下了新疆这片有“世界古城博物馆”美誉的
土地。

此次图片展展出了摄影家们的数十幅作品，分为
壮丽山河，建设新篇，西域风情3个篇章。

左图：“蓝丝带”成员与儿童
一起参加游戏。

下图：全球蓝丝带助残基金会
主席王钦与儿童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