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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7至 8日，中国国务院侨办、中
国海外交流协会、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
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
（见右）。海外、港澳台及大陆地区从事华
文文学创作、传播、研究的文学界人士、
影视剧编剧、网络创作人员等300余人与
会。

海内外华文作家欢聚一堂

海内海外同胞，以文脉相通，以情感
共融。会场上，从世界各国、各地区赶来
的华文作家相聚一堂，以文会友，其乐融
融。“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历久弥新，中
文在全球范围迅速传播，华文文学是世界
文学百花园中的奇葩”。国务院侨办主
任、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裘援平
在开幕式上表示，“华文文学因家园同
体、华夏情缘让我们彼此心灵如此亲近”。

据国侨办介绍，本届大会以纪念孙中
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为契机，以“华文寻
根、文学铸魂”为宗旨，以“中华情、民
族梦”为主题，分别对“‘一带一路’和
华文文学融合发展”、“孙中山与华侨华人
文化”等8个专题进行了讨论。
“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

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
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裘
援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作为炎黄
子孙，无论走多远、走到哪里，血脉里流
淌的永远是中华民族的血脉，精神里永远
是中华文化构筑的魂。所以，华文文学大
会作为一个平台，欢迎海外华人回家，筑
牢海外炎黄子孙精神世界的魂。”
“海外华裔作家的国族身份与文化传

承的关系，就如与生俱来的连接在身上的
脐带一样，永远不能割断”。加拿大华人
作家陈浩泉在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分
论坛讨论中说。

会议期间，还将举行华侨华人“中山
文学奖”、第二届“文化中国?四海文馨”
全球华文散文大赛颁奖仪式等。旨在凝聚

全球华文文学界力量，促进海外华文文学
作家及团体与国内交流合作，助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世界华文文学大会激发了更多的华

文写作者的热情，给海外华人作家提供了
一个交流的机会，大家很珍惜这个平
台。”参与大会的旅美华文作家阙维杭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华文作家要一起努
力，一方面坚持华文写作，传递祖国声
音；一方面把更多国内作品翻译成外文，
讲述祖国故事。”

坚定的中华文化传播者

一部世界华文文学史，既是华文文学
作家的奋斗史，又是中华民族文化在海外
的传播史。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海外交
流协会会长韩启德在开幕式上表示，“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
中，华文作家作用独特，华文文学大有可
为。”
“文学能告诉你更多深层次的东西。

通过阅读作品，发挥华文文学的桥梁作
用，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听到我们的
故事。”在海外著名文化网站《国风》撰
写专栏的作家陈谦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早期，‘移民’和‘游学’是华文文

学作家的主要写作主题，但‘讲述中国故
事’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命题”。裘援平举
例，华文作家陈季同在法国十多年，用法文
出版了《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
《中国人故事集》《中国人的快乐》，试图构
建一个清茶芳香的“文化中国”，抵御西方
公众对中国的偏见和不良印象。华文著名
作家严歌苓的作品《金陵十三钗》《陆犯焉
识》，旅居加拿大的华文女作家张翎的小说
《余震》，都曾被中国导演搬上荧屏，让全世
界看见中国，了解中国。

著名华文作家虹影在分论坛中说，
“已经有一批华文作家的作品在海外出
版，欧美文坛对于华文文学的需求已经越
来越大。”

随着中国国力的崛起，各国人民越来

越渴望了解中国，揭开中国“神秘的面
纱”。华文作家在讲述中国故事方面，有
着独特的优势。“讲中国故事，不能停留
在表层和外化。”裘援平表示，“而应该深
入到世态民情的血脉和心灵深处，以美学
精神、中华情怀和国际视野告诉世界：曾
经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华儿女，有着
怎样的精神境界、生活状态和价值观。”

以文化传播助力民族复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容之一，包括
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如何以文化传播助
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
共同思考的问题。“一个民族的复兴既需
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
量，这股精神力量来源于不断繁荣的中华
文化。”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中国海外交
流协会副会长谭天星在闭幕式中说。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沿线集
中了大概4000多万海外侨胞。海外华文作
家学贯中西、联通中外的优势，让他们以

国际视野、学贯中西的特殊的笔触向外界
描绘中国的身影。”裘援平说。

德国华文作家高关中出生于丝绸之路
的一端——西安，他对丝绸之路的土壤文
化有着独特的情怀，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希望发挥文学的力量，共同开启文
学丝绸之路，不断扩大海外华文文学在世
界的影响力。”

在丝绸之路的另一端土耳其从事着华
文写作的作家高丽娟在分论坛时说，“文
学宛如灯火能够照亮新的丝绸之路，能超
越中国和丝路沿线国家在民族、地域、文
化和信仰上的差异，抵达人心深处，点亮
人性之美。”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而民相亲在于心
相通。“‘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仅是基础
设施的互联互通，更重要的是心的相
通。”裘援平表示，在这方面，海外华侨
华人朋友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只有海
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努力，才能真正众推中
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的复兴也会
给中华民族复兴以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侨界关注

侨 情 乡 讯
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落幕

用华文搭建沟通桥梁
杨 宁 王世雅

秘鲁首都利马一家中医诊所内，69岁的周克秀医
生正在为一位面瘫患者施针，旁边三张病床上躺着的
失眠患者和坐骨神经痛患者，脸上、腰上和脚上也扎着
数量不等的银针。

施针间隙，周克秀一路小跑出了诊疗室，用流利的
西班牙语与候诊患者打招呼。一位首次前来就诊的中
年妇女有些担心地问：“医生，我排在最后一个。时间那
么晚了，今天不会轮不到吧？”

不等周克秀开口，一位患者抢着说：“不会的。周医
生哪怕不吃饭、不睡觉，也会先给你治疗的。”

周克秀开诊所行医27年，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
会上演。

27年来，周克秀坚持每周工作6天，半天门诊，半
天出诊，经她治疗康复的患者数以千计，既有政府高
官，也有商界精英，当然更多的还是普通百姓。

现年40岁的卡琳?森特诺是一名公司职员，患腰
椎间盘突出多年，导致右腿麻痹，在当地医院治疗，
打针、吃药都没有效果。一次偶然的机会，经过朋友
介绍，知道周克秀医术高明，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登门求医。

仅仅经过两次针灸治疗，森特诺的疼痛便明显减
轻。当被问起就诊感受时，她满带笑容地说：“起初周克
秀告诉我需要4到5个疗程，我还将信将疑，毕竟患病

多年，有些怕了。没想到来了两次，就有明显好转。现在
我很有信心。”

早些年，周克秀还会到秘鲁边远山区义诊。2007年
至2009年，周克秀几乎每周都会利用周末时间，跟随
当地民间组织，到秘鲁中部和东部的山区和热带雨林
为病人免费治疗，路费、住宿及餐饮等全部费用都由自
己承担。

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周克秀走访了秘鲁十多个
偏僻省份，深入到一些交通不便的村落，将中国医术传
播到落后地区，惠及更多人群。她回忆道，最多的一天
接待了70多个病人，从早看到晚，午饭也顾不得吃。还
有一次由于路不好走，扭伤了脚，周克秀硬是一声不
吭，坚持看病，等结束后才发现脚已肿得穿不进鞋了。

如今，不但中医在秘鲁越来越受欢迎，太极拳也在
秘鲁生根发芽。

秘鲁人胡安?巴斯克斯通过太极拳与中国结缘。现
年63岁的他，从17岁开始学习太极拳，并于1993年拜
陈氏太极拳第十一代传人陈正雷为师，先后20余次前
往河南进修，每次进修一个月。凭借刻苦练习和潜心研
究，巴斯克斯的太极拳功底得到多方认可，多次在秘鲁
武术比赛中获得奖牌。

1994年，巴斯克斯开始在利马教授陈式太极拳，先
后带过100多位学员，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只有10

岁，基本上都是秘鲁人。53岁的卡尔奇纳跟随巴斯克斯
练习太极拳13年。她说，以前她是一个节奏很快的人，
工作和生活压力很大，因为太极拳，她重新找回了内心
的平静。

中医、太极拳是秘鲁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窗
口，也是横跨在两大文明之间的桥梁，更是中秘人民
之间建立世代友好的情感基础。在“中国制造”已经
走进拉美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之花正在秘鲁绽放，
芬芳四溢。 （据新华社电）

百名海外博士走进“侨梦苑”

据中新社电 来自17个国家的百名海外博士7
日走进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办，国务院侨务办公
室经科司、湖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武汉市侨务办
公室、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等单位承办的
“百名海外博士走进侨梦苑”活动，全面了解“侨梦
苑”现有基础条件、产业现状、扶持政策和未来发
展规划。

据国侨办介绍，此次活动为海外华侨华人量身
打造项目对接、签约落地、创业培训、政策支持、
人才支援、市场开拓、融资保障、生活便利等全链
条的特色服务。

第三届全球华人摄影大奖启动

据中新社电 以“家庭”为主题的第三届全球
华人摄影大奖8日正式向全球华人摄影师和摄影爱好
者公开征集作品，号召华人围绕“家庭”主题进行
摄影艺术创作。

第三届华人摄影大奖立足“家庭”视角，拟用
生动精彩的影像勾勒家庭形象，讲述同样文化源流
之下的华人关于“家”的故事，增强海外华人的国
家归属感及民族自豪感。本届大奖特设“华人摄影
师创作基金”，专为海内外华人领域的摄影师提供创
作资金、媒体宣传和个人作品展览等支持。

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在京颁奖

据中新社电 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的华侨
华人“中山文学奖”8日在北京颁奖。加拿大华文作
家陈河的《甲骨时光》、英国华文作家虹影的《米米
朵拉》、美国华文作家陈谦的《无穷镜》、日本华文
作家陈永和的《1979年纪事》等作品获奖。

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是首个面向华侨华人
的文学奖，让海外华文作品有了一个“家”，该奖项
旨在用文学的样式关注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的生存及
思想，促进文化上的认同感。

华创学院助力华侨华人创业

据中新社电 11月 9日，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学
院研修班第四期在武汉开班。创办3年至今，华创学
院已培训海外人才400余人，有效推动华侨华人创新
创业。本期研修班学员共计百余名，系来自美国、
加拿大、英国等17个国家的海外博士。研修班讲解
了中国经济形势和企业融资、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华创学院成立于 2014 年，是一所把培训、孵
化、天使投资等相结合的现代新型孵化机构。华创
学院由华创会组委会办公室与武汉光谷创业学院联
合创办，是第一所由政府主导的创业类学院。

30年前，他放弃了铁饭碗，来到
异国他乡，开始了艰辛的原始资本积
累；20年前，他举家移师西班牙埃尔
切市，闯入这个一直以来被欧洲人垄
断的市场，在那里开始皮革批发贸易
生意，成为当地享有声誉的批发商之
一。

他就是西班牙地中海中国和平统
一促进会会长、温州侨联副主席、瑞
安侨联副主席郑云星。

1985年，26岁的郑云星辞去了乡
镇机关稳定的工作，去了姐姐、姐夫
所在的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决心凭
自己的心智和勤劳，创出一片新天地。

来到意大利，所有事情都如同这
个国家一样陌生，但是再苦再累都淹
没不了他心中的梦想，他和妻子郑兰妹
一起学习基本功，了解经营行业的基本
常识，上机车包，用最快的速度打铆钉，
检验包的面料和车缝的质量……一步
步走进一个崭新行业。

回首往事，郑云星感慨万分，“在
佛罗伦萨生活的10年，我品尝了人生
道路上的酸甜苦辣，同时也带来成功
的喜悦。它是我海外创业的第一站，
留下了充实的生活足迹。”
“在佛罗伦萨的10年，只是完成了

原始资本积累，真正的事业是从西班
牙开始的。”郑云星说。

1996 年，他与客户闲聊时得知，
在西班牙皮具箱包市场供不应求。经
过几轮考察和市场分析后，他携全家
来到了西班牙埃尔切市。

不久，他的第一家箱包批发店开
张了，巨幅中西文广告牌注释着由中
国人经营的兴利皮具进出口公司进入

欧洲著名的鞋城，标志着华人正式跻身于这个一直以来被欧洲人
垄断的市场，他的生意越做越大。

一年之后，中国人皮具批发从一家增加到几十家。竞争越来
越激烈，1998年起，郑云星一改思路，把原本从意大利进货的途
径改为直接从中国进货，以作坊起步的兴利公司开始涉足真正意
义上的进出口领域。

凭借在欧洲市场摸爬滚打多年的经验教训，加上对市场流行
趋势和消费心理的了解，郑云星如鱼得水。中国制造、欧洲款式
的各种皮具一批一批运到西班牙，兴利公司的货风靡了整个南欧
市场。

郑云星将祖国的发展时时刻刻牵挂在心。事业的成功，使他
更加主动热情地参加各类爱国护侨活动。2010年，他高票当选西
班牙地中海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作为一名侨领，他积极参与海外华人社会活动，向在外中国
人宣传国内政策和生活，使他们更多地了解祖国，并经常在西班
牙华文报刊上发表有关台湾问题、和平统一的文章。他的热情热
心，让侨团里的同胞们十分敬佩。多年来，郑云星为侨务服务的
脚步一直未曾停下，多年来，他为家乡修路、造亭、扶贫等公共
事业多有义举。不久前，当他得知台风“莫兰蒂”对泰顺造成的
影响后，他马上慷慨解囊。至今他已为家乡捐款200多万元。

（据新华社电）

11月9日，由国务院侨

务办公室与中国海外交流协

会共同主办的“孙中山与华

侨华人”主题图片展在国家

游泳中心开幕。此次图片展

共有图片75幅，分为“孙

中山的光辉一生”、“华侨为

革命之母”、“继承孙中山遗

志，实现强国之梦”三个部

分，并配有中英文说明。该

展计划展期一个月。

图为观众在观看图片

展。 刘林卿摄

“孙中山与华侨华人”图片展开幕

中国传统文化之花绽放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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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患者对周克秀表达感谢。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