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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华人书画展在津开幕

本报电（陈正煜） 10月 11日上午，国务院
侨务办公室、天津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美术家协
会共同主办，天津市侨办、天津市政协港澳台
和外事委员会承办的“第二届全球华人书画
展”在天津美术馆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海
峰、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中国美术家协会
主席刘大为、天津市有关领导及国内外书画名
家、海外嘉宾出席开幕式。展览共展出五大洲
40个国家和地区120余位书画家152件作品。作
品形态多样、内容丰富，代表性强。据悉，展
览至2016年10月16日结束。

“为侨服务日”系列活动启动

本报电（姬文丰） 日前，国务院侨务办公
室、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在京举办“为侨服务
日”系列活动。在其中的“中国华文教育基金
会捐赠仪式”上，一批侨界爱心人士现场向中
国华文教育基金会捐款 7000余万元人民币，支
持华文教育事业。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理事长赵阳代表基
金会接受捐赠支票。国侨办主任裘援平、副主
任李刚向各位捐赠者颁发了捐赠证书。

民国烟画特展在京开幕

本报电（赵文庆）“方寸瑰丽百态风情”民
国烟画特展日前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
本次展出的近 3000 张烟画由著名华人收藏家、
伦敦松柏会已故会员兼荣誉顾问金正琥无偿捐
赠。这些烟画以行业百态、民俗风情、戏曲电
影、文学故事、女性儿童、时事新闻六大类分
别展示，其内容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华侨博物馆举行捐赠仪式

本报电（顾彦秋） 日前，中国华侨历史博
物馆举行桂秋林女士、招思虹团队捐赠藏品仪
式。桂秋林为博物馆捐赠了 5188枚民国时期的
烟画和英国维迪亚·阿南德博士写作的关于孙中
山先生的英文著作。以招思虹女士为代表的五
个机构所组成的团队，为博物馆捐赠了 1939年
和 1945年美国发行的标注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
地图册，清末民初的烟标，以及见证中美关系
正常化的冠军乒乓球拍等物品。

国家大剧院办华人音乐会

本报电（赵文庆） 近日，2016 年“文化中
国·全球华人音乐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
成功举办，为现场近 2000名观众献上一场融汇
中西、精彩绝伦的艺术盛宴。该音乐会由国务
院侨务办公室主办，是国务院侨办“文化中
国”系列活动的重要品牌，迄今已成功举办三
届。音乐会演出阵容百余人，多为国际知名华
裔音乐艺术家。

武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特产，作为历史悠
久的民间传统体育项目，中华武术日益走出国
门，在世界各地大展风采。而这与海外华人武
术家为此付出的努力不可分割。

宫廷八卦掌第五代掌门人、75 岁高龄的美
籍华人王翰之日前率5位弟子和《中华武魂》节
目组3人出席联合国中文日活动，现场表演了八
卦剑和八卦六十四掌，使得中国武术再度成为
世界焦点。王翰之说：“做这些，都是为了把八
卦掌更好地传承下去，让更多人了解中华武术
的精华。”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一口气，点一盏
灯，有灯就有人。”电影《一代宗师》里的经典
台词在王翰之身上得到了验证。旅居海外多
年，见证了海外武术发展的兴衰，如何把中华
武艺的精髓继续传承发扬，成为王翰之近年来
的一桩心事。王翰之说：“别让先贤留下的瑰宝
在咱们手里埋没了，日本的空手道、韩国的跆
拳道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中国武术的发展尚
需努力。”几经奔波和努力，2010年，由王翰之
任会长的上海八卦掌协会成立。一年后，他将
历代秘不外传的习武秘诀与自己的涵养心得尽
萃于《拳道》一书，向大众阐释八卦掌的拳理。

76岁的马来西亚华人武者钟清龙，是朱家拳的第五代掌门人。他
从小就迷上朱家拳，一生积极传扬这门一度濒临失传的中国拳术。他
的徒弟遍布全球，他曾远赴天涯海角的南美州散播朱家拳种子。至今
他所教会的朱家拳海内外徒弟有上千人。1993年，钟师傅更被邀请到
南美洲加拉加斯教导朱家拳。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多名作家因仰慕朱家拳，特地跑来槟城追
随钟清龙学习朱家拳，并出版了讲述朱家拳术的著作 《凤眼拳——南
中国的少林武艺文化》、《凤眼拳功夫》。

正是因为众多像王翰之、钟清龙这样的为中华武术而点灯的华人
的努力，中华武术的未来得以被照亮，在国际上赢得了越来越大的舞
台。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中心的王肃街
上，有一座上世纪20年代兴建的红白
相间的俄式二层小楼。自2007年开始，
全国唯一的旅俄华侨纪念馆（旅苏、俄
留学生纪念馆）在这里落地生根。

馆中文物琳琅满目，每一件都在
向世人诉说着近百年来旅俄华侨的种
种传奇与故事。把它们从浩渺的历史
长河中“打捞”出来的，是旅俄华侨
纪念馆的创意者与创始人曹明龙。

敢想敢做的实干家

曹明龙于2002年开始走上黑河市
侨联领导岗位。那时，他就已经敏锐地
认识到，黑河要想走出一条属于自己
的发展之路，利用特有的地缘优势和
文化资源是关键。加上从“侨”的角度
去开拓，研究展示旅俄华侨历史的创
意，便在他心里生根发芽。

2004年，在黑龙江省侨联和黑河
市政府支持下，曹明龙带领 6 名人员
组成的两个采访小组，踏上了艰难的
史料征集之路。

凭着信念和毅力，这个团队在两
年间便收集到了大量珍贵并鲜为人知
的史实资料。至2005年底，新中国成
立前几十年的旅俄华侨史料文稿部分
已基本编撰完成。

2006年11月，曹明龙又利用欧美
同学会留苏分会举办“学子之路－留
苏同学历史图片实物展”的机会，在
北京宣传推介黑河，并为纪念馆征集
到了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亲笔签名赠
书在内的几百件珍贵实物，弥补了有
关留苏学生的史料空缺。

2007年 9月 22日，旅俄华侨纪念
馆落成。

酸甜苦辣的亲尝者

从最初的设想到纪念馆的落成，

历时 5 年，作为项目负责人和工程总
设计师，曹明龙真可谓是用尽了“洪
荒之力”。谈及其中的酸甜苦辣，曹
明龙滔滔不绝。

在北京采访收集史料时，为了节
省经费，曹明龙和采访小组的工作人
员只能居住小旅馆。还记得当时的京
城烈日炎炎，白天他们顶着高温酷
热，四处走访，每天往返十几公里；
晚上，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住处，忍
受蚊虫叮咬则成了家常便饭。

生活条件的艰苦和身体上的劳累
尚可承受，真正让曹明龙感到无可奈
何的是受访者的拒绝。好多次，当他
们在千头万绪的线索中好不容易联系
上受访对象时，等待他们的往往是拒
之门外或婉言谢绝。

史料征集后，等待他们的还有史
料的甄别分类、展览大纲文稿的撰
写、展馆风格与文物摆放位置的设
计、草拟解说词与解说员培训，曹明
龙事无巨细，始终冲在最前面。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曹明龙一
度患上失眠症。为了保证睡眠和体
力，迫于无奈，他开始服用安眠药。

永不止步的追梦人

尽管困难重重，曹明龙并未轻言
放弃，他就这样一步步完成了一件看
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自2002年开始筹建到现在，黑河旅
俄华侨纪念馆已收集相关照片2000多
张、实物1300多件、著作及科研成果500
余本，这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曹明龙征集
所得，其中包括三见列宁的刘泽荣（第
一任中华旅俄联合会会长）使用过的打
字机，苏联卫国战争英雄、新中国空军少
将唐铎的金质列宁勋章与将军礼服等
等。

面对已取得的成果，曹明龙并未
止步于此，而是选择了继续征集史

料，并开始了一系列旅俄华侨历史的
研究工作。2008年以来，曹明龙先后
主编出版了 《旅俄华侨纪念馆史料汇
编》《刘泽荣传略》《黑河侨联志》

《旅俄华侨纪念馆画册》 等丛书，同
时在省市级、国家级期刊上发表多篇
论文研究成果。

在曹明龙的不懈努力下，近年

来，旅俄华侨纪念馆先后被授予“中
国侨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国侨
联国际文化交流基地”、“黑龙江省廉
政教育基地”等称号。

2013年，曹明龙赴哈尔滨履职黑
龙江省侨联副主席。虽然离开了黑
河，但他对旅俄华侨纪念馆的关注与
关心始终未曾远离。

菲律宾总统访华——破冰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菲律宾共和国总统罗
德里戈·杜特尔特将于 10月 18日至 2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
访问。据称，将有 250 名菲律宾商界领袖，包括华商领
袖，随同总统访问北京，开启中菲关系的破冰之旅。

这将是杜特尔特上任 3个多月以来的首次国事访问。
中国也将是除东盟成员国以外，杜特尔特访问的首个国
家。菲律宾媒体普遍认为，杜特尔特此次中国之行将修
补两国关系。因此，这次访问被称为是中菲关系的“破
冰之旅”。

对于“破冰之旅”这一评价，菲律宾中国和平统一
促进会副会长林志谦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解释：“过去在
阿基诺三世的 6 年总统任期内，阿基诺为了迎合美国，
在南海问题上不与中国谈判协商，固步自封，与中国
搞对抗，使得两国关系降到冰点。杜特尔特总统上
任，一方面为了迎合民意，另一方面也只有与中国谈
判协商，菲律宾的经济才能有出路，才能改善民生，
于是决定出访中国，改善与中国关系。这就是所谓的

‘破冰之旅’。”
正像林志谦所说，菲律宾总统此次访华是顺应民意

的举动，尤其是顺应了当地华人的心意。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陈奕平在接受本报采

访时说：“在过去中菲关系较为紧张的一段时间内，菲律
宾华人处于一种较为尴尬的中立地位，一方是自己现实
中的祖国菲律宾，一方是自己文化和精神的故土中国，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打哪都疼。而菲律宾总统访华意味
着两国关系有所改善，因而菲华人在心理上是绝对支持
的。”

此次访问赢得了众多商界人士的响应和支持，商界
人士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华商。英国路透社报道，届
时将有 250 名菲律宾商界领袖随同总统杜特尔特访问中
国，但事实情况是总统访华的随行名单已经超额注
册，菲方表示，本国的企业高管们都非常渴望能够与
中国就铁路、旅游、农业、电力和制造业等多个领域
展开对话。

中菲关系纽带——华人

此次中菲“破冰之旅”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
中。就像林志谦说的，“中国人很早就移民到菲律宾，并
且在那里落地生根，广交菲律宾朋友，与菲律宾人打成
一片。比如杜特尔特在当选总统之前就有很多华人朋
友，当选总统之后，经常听取华人朋友的建言献策，自
然会采取一些有助于改善两国关系的举措。”

在菲律宾华人中，最不容小觑的一股力量就是华
商。在此次访问中，同行的菲律宾华商是中菲关系改
善的见证者，但同时，他们也是中菲关系改善的助力
者和受益者。

《福布斯》 杂志发布的 2015 年菲律宾富翁排行榜显

示，在 11 名菲律宾富翁中，有 9 人是华人。菲律宾的制
造业本不发达，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而华人在流通、地
产、通讯、银行、饮食、航空等领域占据重要甚至是主
导地位，对菲律宾经济的贡献至关重要。

陈奕平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华人是维系中菲关系
的一条重要的纽带，尤其是华商，他们一直扮演着‘经
济先锋’的角色，即使是在两国关系极度紧张的时候，
华商稳固的经济地位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在很大程度
上，正是华商的巨大影响力牵制着菲律宾执政者的对华
政策。

此外，华商组织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菲律宾华商联
总会理事长张昭和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商总一
直积极、努力地促进中菲关系。比如商总经常会带一些
议员去中国旅游，让他们了解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同时
让他们更多了解中国的企业，在改善对华偏见的同时促
进中菲经济往来。”

在菲律宾，甚至有一种说法称，“在每一个菲律宾
政客的后面，往往都有一个甚至几个华商”。利用这种
特殊关系，华商在努力经营和保护着华社的利益，维
持着中菲关系的平衡。可以说，华人是中菲关系中天
然的促和派，他们不愿意中菲关系横生波澜，在以后
的中菲关系发展演变中，这股强劲的力量将会继续发
挥纽带作用。

中菲关系未来——乐观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华人在造福中菲关系友好发
展的同时，也为自己铺下了康庄大道。

“杜特尔特执政以来的政策将有望建立中菲国家间的
正常关系，之后两国将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展开更广泛深
入的交流，尤其是在经济领域，菲律宾企业也很想参与
到中国 ‘一带一路’建设中来，这对于菲律宾华人将是
一个绝佳的契机。”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研究员张应
龙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林志谦也表示：“菲律宾临近中国，正常的外交关系
将会缓解中菲两国贸易往来的政治包袱，增加菲律宾对
中国的出口额，吸引更多中国商人到菲律宾投资，进而
使菲律宾民生、经济好起来。”

“菲律宾华人要继续发挥润滑剂的作用，为中菲关系
的进一步改善做出更大的努力。”陈奕平恳切地说道，

“为了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双方都要做出点样子。两国
大使馆要增加中菲交流机会，做好两国外宣工作。菲律
宾华人要积极建言献策，在推动政治外交的同时，也要
推动民间外交，促进两国人民的交流。”

当谈及中菲关系的未来时，张昭和对中菲关系的未
来充满信心，他相信中菲关系未来一定会改善。

华商助力中菲“破冰之旅”
孙少锋 周丹丹

侨 界 关 注

在菲律宾最大商场亚洲商城，由菲华书画世家施扶西家族组织的中国书画课堂吸引了众多菲律宾普通
民众的目光。图为几名学员正在学习中国画技法。 （图片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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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明龙和旅俄华侨纪念馆
顾彦秋

曹明龙和旅俄华侨纪念馆
顾彦秋

侨 情 乡 讯

▶图为纪念馆外景。

2016年“联合国中文日”系列庆祝活动后，八卦掌协会会长
王翰之 （右一） 率领代表团前往美国“华美协进社”进行访问交
流。 （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图为曹明龙采访李富春和蔡畅的女儿李特特。卫国战争时期，李特特
曾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儿童院生活。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