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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界关注

图为2016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贵州营

举办的学员书法课堂。 （资料图片）

夏令营遍地开花

“回到爷爷生活的地方，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夏
令营成员郭洁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华裔小朋
友们而言，美妙的还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进一步接触、
学习中华文化和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

武术、中国民族舞蹈、腰鼓、秧歌、民乐演奏、草
编、纸品制作……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裔青少年寻根
之旅”项目负责人方李瑾向本报介绍了夏令营中丰富的
课程内容。“这些还仅仅是一部分，其中不少课程由国家
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负责教授。”

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李斧的女儿也曾参加过“寻根
之旅”夏令营，他回忆说：“我的大女儿在2001年的夏天
参加了夏令营活动。15岁的她成为了夏令营中的学生负
责人，活动中参观了不少地方，在文化和语言等多方面
都很有收获。”

如今，这样的“寻根之旅”夏令营规模越来越大，
举办地越来越多，大有遍地开花之势。10月22日“中国
寻根之旅”贵州营闭营没多久，暨南大学营就已如火如

荼地展开了。“从2005年开始，暨南大学作为参与单位开
始承办‘寻根之旅’活动，最初的规模不是很大，一年
只有两三个营团。此后规模逐渐扩大，如今一年可以开
设 8—10 个夏令营，人数总共可以多达 600—800 人左
右。”方李瑾介绍称，“寻根之旅”夏令营正在吸引越来
越多的华裔青少年朋友到中国各地、听中国故事、学中
国文化。

根据国侨办网站的数据，每一年通过“华裔青少年
寻根之旅”来到中国的华裔青少年数量超过1万人，而且
呈递增趋势，其中不少人都已多次报名参加。

为“寻根”铺路架桥

每年国侨办以及各地侨办、海外社团都投入大量精
力共同举办“寻根”活动，有什么目的呢？

李斧认为，“目的就是帮助海外华裔寻‘根’。在中
国以外，世界各地分布着五六千万华夏儿女，他们也是
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了解故乡中
国、学习中华文化。”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陈奕平则表示，一
方面，海外华裔新生代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文化热情逐
渐增高。另一方面，中国也意识到海外华裔新生代对中
华文化的认同有待加强。

美国旧金山湾区中国统一促进会第一副会长蔡文耀
认为：“促进华裔青少年来到中国寻根，对他们在海外认识
中国有极大帮助。特别是那些出生在海外的华裔，这是一
个很好的机会，到中国，努力发现自己、寻找自己的‘根’。”

夏令营的举办，既有有利条件，同时也有困难。前
后接触过上千名参加“寻根之旅”华裔青少年的方李瑾
介绍称，在实际的交流和接触过程中，会有许多困难。
首先，这些华裔青少年大部分是13—14岁的孩子，其中
很多人第一次离开父母，生活上多少有点不适应。其
次，很多华裔青少年来自南半球甚至是欧美地区，有时
也会存在一些文化差异，因此需要相互交流和磨合。

实际上“寻根之旅”活动中遇到的一些困难，也是
每一个华裔青少年来到中国可能要面临的困难。努力解
决这些困难，才能够为未来海内外青少年交流提供借

鉴。陈奕平认为，这里面涉及到具体的组织、实施和评
估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完善。

方李瑾表示，承办方为活动设立了专业的志愿者团
队，这些团队成员都是来自于华裔青少年驻在国的留学
生，可以缓解华裔青少年心中的陌生感和紧张情绪。

让“交流”开花结果

短短十几天的夏令营，很难完全让华裔青少年认
知、认同中华文化，走马观花式的参观访学几乎很难看
完中国的风貌。如何让华裔青少年尽可能地有所收获，
同时还能加深与祖国的感情是“寻根之旅”系列夏令营
所需考虑的重要问题。

在内容与形式上还需要进一步创新。陈奕平表示，
现在的很多活动还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参观访问，一些非
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的制作，传统曲艺、舞蹈的学习等
层面。对于孩子而言，这些见闻很难直接内化为他们自
己的价值观。
“如何让这十几天的经历内化，让中华文化、中国故

事融入华裔青少年的价值观中，值得进一步思考。”陈奕
平建议说，“具体的措施上，我认为深度参与是一个很好
的办法，例如，在参观后写下参观感受、参与问卷调
查，用这些方式深化他们的感受。”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在夏令营结束后延续华裔青少
年心中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与热爱，完善夏令营结束后的
后续交流制度。“国内的‘寻根之旅’等青少年学习交流
活动，实际上是一个开端。它真正的意义在于通过这十
几天的夏令营活动，让孩子们和国内的年轻人建立起联
系。”蔡文耀认为，“更重要的是夏令营结束以后建立友
谊并且继续交流。现如今，无论在世界何地都能通过网
络进行交流，建立交流的平台非常关键，而这一活动就
是在搭建这样的平台。”
“我本人曾带着我的两个小孩回国寻根，让他们对中

国有一个概念，让他们对自己的‘根’有个了解。这是
我们的责任。”蔡文耀动情地说，“经历过这种文化的交
流后，未来他们一定会将中国故事、中华文化继续传承
下去。”

图为2016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贵州营学员学习中国结。 （资料图片）

“寻根之旅”夏令营

让孩子触摸中国
孙少锋 陈正煜

近年来，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活动屡见报端，成

为国内侨务工作的一片别样景观。11月28日，“玉融情?连
根脉”马来西亚华裔青少年冬令营在福建福清市石门小学

开营，来自马来西亚的68名华裔青少年开启了为期7天的

参观学习活动。营员们将与福清市石门小学学生举办联欢

会、结对子；还将参加参观武夷山、了解福建茶文化，参

观福州三坊七巷、了解闽文化等活动。

近年来，海内外侨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越

来越多的侨胞回国工作、学习和生活。由于华

侨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华侨维权意识相应提

高，以往以分散的、单项的政策来保护华侨权

益的法制建设，已难以适应新形势变化。因

此，广东、福建等地纷纷出台有关华侨权益保

护条例，保障华侨华人权益。

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上海市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的

《上海市华侨权益保护条例》，已于12月1日起

施行。据了解，这是继广东、福建之后国内省

区市出台实施的又一部地方侨务法规，诸多涉

侨权益保护事业以及侨务工作的开展有了法律

依据和保障。

《上海市华侨权益保护条例》根据华侨新特

点，聚焦华侨普遍关心的重要权益，力求解决

华侨诉求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例如，《条例》

规定，华侨在上海就业，可办理参加社会保险

各项手续；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可缴存、

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可以参加专业技术人

员资格考试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可

按规定购买自住商品房。

引人关注的是，《上海市华侨权益保护条

例》特别规定，华侨对其捐赠款物的使用有监

督检查的权利。对违反捐赠意愿的行为，华侨

有权质询和投诉。

同样在12月1日，《湖北省华侨权益保护条

例》在历时一年多的起草与修改后也开始施

行。该条例加大了国内地方立法保护华侨权益

的力度，规定了诸如华侨可参选居住地人大代

表、可参加社会保险、子女就近入学等“同国

民”待遇。

其中，《湖北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针对华

侨能否参加人大政协会议、参与选举、结社互

助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强调华侨依法享有

参政议政、结社、行使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

权利。另外，在社会保险方面，华侨及其子女

在本省居住期间，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参加社会

保险，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关于备受关注的华

侨子女教育问题，《条例》规定，华侨子女在本

省接受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的，可以在其监护

人户籍所在地或者居住地就读，享受当地居民

入学同等待遇。

出台华侨权益保护条例，不仅要为华侨提

供更好的服务，保护他们的权益不受侵害，还

要激励华侨华人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支持参

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湖北省华侨权益保护

条例》设专章支持华侨回鄂投资，鼓励和引导

华侨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

业等领域创新创业，并适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管理模式。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惠及回国华侨，在多

省市相继出台实施华侨权益保护条例的基础

上，国家层面的华侨权益保护立法工作也在推

进之中。

保护条例

为侨“护航”
刘林卿

近日，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暨庆

祝巴西中华书法学会成立25周年而举办的“巴

西国际书法名家邀请大展”在圣保罗举行。当

地侨领、侨胞等近200人出席。图为一名侨胞参

观书法展。

中新社记者 莫成雄摄

国际名家赛书法

随着全球化的加快，中外文化交
流愈加频繁。许许多多年轻的艺术家
主动走出国门，凭借优秀的作品赢得
世界赞誉。

曹勇，美国总统在白宫接见的首
位中国画家，也是“卓越艺术成就
奖”的第一位华人获得者。他的画有
雪域高原的凝重浑厚，又有阳光夏日
的轻快绚丽。美国艺术家称他为画坛
黑马，当地媒体近日更是评价他为
“历经沉淀和洗礼的优秀艺术家”。

但他获得国际认可的道路其实走
得并不顺畅，尽管刚毕业的他就凭借
西藏主题系列油画受到海内外媒体的
关注，但两度旅居国外的经历还是让
他切身体会到，要想把中国艺术带出
国门有多困难。人们只记得日本美术
界盛赞他为“当代戈雅”，却不知道刚
开始因语言不通他只能找到一份打扫
墓地的工作。

后来移居美国，很长一段时间他
也只能一家家画廊去推销，不知吃了
多少闭门羹。最艰难的时候，还曾露
宿街头，和流浪汉无异。但尽管如
此，他一刻也没有放弃自己对于艺术
的坚持。直到标志着他艺术生涯转折
点的作品《圣莫尼卡》出现，才终于
结束了漫长的艰难岁月。

像这样坚韧执著的华人艺术家还
有很多，他们深知在异国坚持艺术之路
举步维艰，可步子却迈得坚定而乐观。

湛旭华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她
是伦敦当地媒体笔下“以多重身份在艺术界行走的女性
艺术家”。其实湛旭华身上的标签有很多：策展人、中国
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创办人、中国文化连线艺术总监等。
她与艺术的缘分经历了从纯艺术、设计、文物修复到策
展的不同阶段。她的个人理想也从纯粹坚持艺术，逐步
提升到要把更多优秀的中国艺术家介绍到世界，让中国
艺术和华人艺术家得到国际认可。

她亲手策划举办的“华语视像艺术节”，如今已成为
中国独立电影和当代艺术在欧洲独立展示的重要平台。
然而她很少提起刚到伦敦时的窘迫。那时候为了生计，
她总是在策展之余打几份零工赚钱。“中国背景的年轻策
展人在伦敦的生存本就不易。可我一直坚信中国艺术能
够获得国际话语权！”她坚定地说。

像她一样执著于传播华人艺术、桥接中外文化的还
有著名摄影师姜长庚。20多年来，他用摄影艺术推动澳
中友好关系，用执著的艺术信念获得海外的认可，并凭
借优秀的作品在海外艺术界发出华人声音。刚刚澳大利
亚国家馆颁发的“澳大利亚杰出华人摄影艺术贡献奖”
是对他这些年的努力和付出的最好肯定。

正是因为经历了千辛万苦，才有了一次次华人艺术
家们的惊艳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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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曾经有过的许多梦想和理想，都像斑斓的彩
蝶一样，渐飞渐远渐无痕。可是，我却清清楚楚地知道，心
中有一份爱，至死不渝，那就是对方块字的钟情。”新加坡
著名华人作家尤今日前在天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说。

以书写小品文、散文、小说、游记见长的尤今，文字细
腻、感情真挚、风格婉约，至今已出版170多部作品。其中，
《叙利亚的卖水人》、《绿毛龟》、《另一种“赞美”》等散文入
选中国语文教材。
“为文学拼尽全力，只有一个简单而美丽的原因——

对我而言，文字就是生命。”尤今娓娓说道，少不更事时，潜
泳于文字的世界，觉得它像池塘，清澈美丽、清凉沁心；年
事稍长，发现文字已转化为一口深不可测的井，里面有淘
之不尽的宝藏；真正成长之后，才彻底了解，文字其实是
海，它浩瀚无边、讳莫如深，任何人在它面前都渺小如蚁。

在尤今看来，创作绝对不是文字的游戏，她相信蕴藏
在文字里的那股力量。“倘若作家在文字的泥土里种植向
日葵，作品便能散发宛如阳光般的正能量；然而，作家如果
栽种的是罂粟，作品便能让人沦落于黑暗的苦海。”

多年来，尤今孜孜矻矻地给文字的向日葵浇水施肥，

让那灿烂的金黄色温暖地滋润着广大读者的心。
“每一个人降生于世，就是一项单程的‘地球之旅’，既

然只能来一次，便应该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将所寄
居的地球好好地逛一遍。”基于这样的想法，尤今从1973年
开始出国旅行，足迹遍及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美洲的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陆续写出多部足履天涯的游记。

她说，山水风景是千年不变的，可是，人的思想和行
为，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而起着截然不同的
改变。因此，人物可说是一个地方的“温度计”，能够准确
测出当地的生活实况。

刚刚从非洲埃塞俄比亚等地自助旅行归来的尤今告
诉中新社记者，旅行让她具体了解了“山外有山，人外有
人”的道理。每次旅行，她都随身携带一本笔记簿，随时随
地把旅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以纲要的方式记录下来；
而每次和异乡异国的朋友邂逅，她亦总会尝试着与其深入
地交谈。
“如果在他们身上发现了思想的亮光，我便会将其活

灵活现地镶嵌进游记里。”尤今透露，她将于明年出版关于
新加坡的最新游记，便以《亮光》作为书名，读者将可以从

书中许多异乡人的故事里得到智慧的启迪。
在职业漫漫长路上，尤今当过记者，也曾执过教鞭。

长达29年的教学生涯，给予她很好的机会走入年轻人的内
心世界，她不但了解了年轻人的憧憬与期望、压力与动力，
也深切地了解了青春期的躁动与烦恼。

她认为，“填鸭式”的传统教学方式已不适用于今日
“科技诱惑大于一切”的花花世界；语文教师应该设法深入
地发掘出方块字潜藏着的美丽和魅力，通过多样化的教学
方式，感染学生、打动学生。 （据中新社电）

新加坡华人作家钟情“方块字”
刘家宇

图为尤今在讲演。 陈骥旻摄（中新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