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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 年 的 古 代 中 国 地
图、广东航空主题老照片、
广州解放明信片和纪念邮票
……6 月 14 日，美国南加州
世界广东同乡会会长陈灿培
在广州向广州华侨博物馆捐
赠近百件华侨革命和抗战题
材的藏品。

当天，捐赠仪式在广州
大厦举行。陈灿培伉俪、洛
杉矶黄埔军校同学会创会人
谢嘉居伉俪、黄埔军校学员
后人一行 10 人、广州市侨办
主任冯广俊、副主任莫景洪
等参加捐赠仪式。

该批华侨史料包括 《三
藩 市 华 侨 商 务 表 （1849 至
1949 年） 》、《 中 美 周 刊

（1953 年）》、清朝时期的缝
纫 用 品 等 资 料 和 实 物 。 此
外，陈灿培还代捐一批美国
飞虎队华裔老兵李庚申的抗
战遗物。

陈灿培表示，这次捐赠
的主题是广州。他在网上找
到了很多与广州相关的明信
片、地图、报纸和杂志，其
中包括记录了广州当年被日
军轰炸场景的美国杂志。“广
州在历史上是重要的城市，
美国有很多华侨华人都来自
广东，他们对广州有很深的
感情。例如李庚申，他曾在
广州读过3年书，他的后人这
次特意整理出与广州相关的
物 件 ， 赠 与 广 州 华 侨 博 物
馆。”陈灿培称。

陈灿培表示，广州科技
发展日新月异，尤其是电子
支付系统为居民提供了极大
便利。“我也想用‘支付宝’

去支付网约车，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完善相关政
策，让华侨华人顺利开设银行账号，早日感受到
祖 （籍） 国的发展。”

广州市侨办相关负责人在捐赠仪式上表示，
陈灿培是广州华侨博物馆的筹建顾问，在美国及
世界各地广泛征集、购买藏品，多次无偿向广州
华侨博物馆捐赠文物史料共达 2000多件，是捐赠
史料数量最多的个人。这些珍贵的文物史料对研
究海外华侨华人抗战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祖籍广东番禺的陈灿培，生于澳门，早期到
美国求学并定居。多年来为加强中美两地的文化
交流做了大量工作，著有 《全美华裔民选官员名
录》 等。自 2013年起，陈灿培多次牵头向筹建中
的广州华侨博物馆捐赠了超过 2000件 （套） 华侨
文物史料。

（来源：中国新闻社）

图书馆里享文化盛宴

纽约华埠且林士果广场图书馆于
1903年开放，至今已有110多年历史，是
纽约市公共图书馆最繁忙的分支之一。
馆内图书众多，从海外华侨华人研究专
著到汉英对照的语言学习资料，从中文
言情小说到生活实用书籍，应有尽有。

“图书馆会经常举办免费英文学习班、电
脑网络课程、求职讲座、健康讲座等活
动。比如，6 月 15 日上午 11 时是‘幼儿
故事时间’，父母可以带领 18个月到 3岁
的儿童来图书馆进行故事互动，下午 13
时会开设中国手工艺课程，有时还会放
映中文电影。”且林士果广场图书馆资深
图书管理员邬绮文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2015 年 建 成 的 芝 加 哥 华 埠 新 图 书
馆，是芝加哥首座根据华裔特色、文化
背景所兴建的华埠图书馆。图书馆的大
门位置、开放式中心和中庭等空间设
计，都融合了中国人所讲究的风水概
念。馆内的青少年多媒体空间、社区会
议室以及多功能社区活动空间，为当地
民众带来了更好的阅读和休闲体验。芝
加哥公立图书馆系统统计数据显示，华
埠图书馆一直是芝加哥使用率最高的图
书馆，平均每月人流量达 2.2万人次，图
书出借率也在全市名列前茅。

据当地媒体报道，芝加哥华埠图书
馆开幕当天，一对华裔小兄弟一口气借
了 40 多本书。图书馆还一度因馆内人数
过多，暂停民众进入，等待入馆的民众

在门外排起了长龙。
“现在是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很多

年轻人觉得到图书馆借书还书很麻烦，
更习惯看电子书。但是在图书馆接触纸
质书籍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将一本书慢
慢翻完最后合上的那种感觉是电子书无
法替代的。”在芝加哥华人徐谨看来，与
当下流行的电子书相比，在图书馆读纸
质书更容易让人投入感情。“纸质书比电
子书更有味道。”这种味道，既是书之
味，更是文化之味。

联通中外成精神象征

华埠图书馆受欢迎的原因很多。“中
老年侨胞对家乡文化的怀念、侨胞新一
代对中华文化的新奇、家长们对子女中
文教育的关心、外国人对东方文化的惊
叹，这些使得华埠图书馆的社会职能早
已超越了本身的功能价值，进而演化成
为一种文化精神的象征。”美国波特兰州
立大学教授李斧总结道。

一位华裔读者泰瑞在给且林士果广
场图书馆的提名评价上说，“这是我自
10 岁起就常去的一间图书馆，当时我还
是一位新移民，完全不懂英语。在那里
我可以为自己和家人找到中文书籍、报
纸杂志等资料。如今，我已有两个孩
子，经常带着他们回到且林士果图书馆
学习中文。如果没有这间图书馆，我可
能无法保留我的中文能力，当初也不会
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

除了寄托侨胞们对于中文的眷恋，

华埠图书馆内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则
为当地居民们提供了重温中华文化的平
台。今年5月，芝加哥华埠图书馆联合当
地书画协会举办了“2017 中国书画展
览”。数十幅来自中国书画爱好者的翰墨
作品，让当地侨胞感受到了中国文化艺
术的独特魅力，也为美国的亚太裔传统
月增添了别样的光彩。

华埠图书馆受到如此欢迎，不仅仅
因为它提升了华埠居民的生活质量、增
进了海外侨胞的文化认同，还因为它在
改善华埠形象、增进中外交流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马德里乌塞拉区是西班牙华侨华人
工作、生活最集中的地区。去年5月，马
德里华助中心向乌塞拉区的何塞·耶罗图
书馆捐赠了 300 本中文书籍。“这里并不
仅仅是一个集中了中国餐馆和商品的地
方，更是一个集中了华人精神生活的地
方。”马德里华人叶雪婷认为，中文书籍
可以让生活在这里的华人子女更好地了
解自己祖国的文化知识，增加海外侨胞
们的凝聚力。同时也为那些西班牙的中
文爱好者建立了一个学习中文，探索中
文的阅读平台。

“华埠从来就不只是海外华侨华人的
聚集区，它一直在充当着中国文化和外
国文化交流沟通的媒介。”叶雪婷说。

平衡资源增阅读互动

虽然华埠图书馆承担着如此重要的
使命，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华埠图

书馆在海外的分布很不平衡，馆藏质量
也参差不齐。

对此叶雪婷坦言，与美国华埠相
比，西班牙华埠的图书馆数量其实并不
多，资源也相对匮乏。“虽然人们逐渐意
识到华埠图书馆的价值，但我认为目前
图书馆的宣传力度不够。要不是因为一
个同学在图书馆实习，我之前甚至不知
道它的存在。”

“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是资金和空
间。”邬绮文表示，由于场地有限，且林
士果广场图书馆每天的节目都安排得很
紧凑。“在书籍和文化资料方面，包括音
像资料等，需要国家对地方华埠更大的
支持。国内目前庞大的藏书量，正好能
够弥补海外中文图书‘饥荒’。在场地等
硬件设施方面，一是需要华人社团尽量
整合资源，避免分散；二是最好与当地
图书馆结合，建立中文馆藏。”李斧建议
说。

“我觉得如果想要带动华埠图书馆的
发展，可以多搞一些互动交流活动，促
使人们更频繁地去那里。”据叶雪婷介
绍，大部分的西班牙图书馆有多个阅读
俱乐部，大家看完同一本书后聚在图书
馆共同讨论，形成一种相互学习促进的
氛围。“此外，华埠图书馆的店员比较
少，如果有更多的店员就会更及时地为
当地居民进行推荐或服务，提高人们的
阅读积极性。”

上图为华埠且林士果广场图书馆。
来源：且林士果广场图书馆网站

侨乡腾冲和顺村民悟道《论语》

本报讯 6 月 13 日，“和顺讲堂”国学系列讲座之 《论
语》 在云南著名侨乡腾冲和顺文昌宫开讲。著名书法家、
国学专家田一可用通俗易懂、生动风趣的语言讲述了自己
对 《论语》 的理解。和顺文化研究会会员、当地村民及观
光游客近200人到场聆听。

和顺古镇是中国西南边陲著名侨乡，被誉为中国十大
魅力名镇之首。几百年来，和顺镇一直保持着传承国学经
典的自觉与活力。和顺素有“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的祖训，当地人崇尚文化，重视教育，喜好读书，村民特
别喜欢到图书馆借阅古籍，到文昌宫聆听国学讲座，将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植根内心。

“我们一家四口在全国各地旅游体验，来腾冲和顺8个
多月了，一直舍不得离开，除了腾冲生态好风景美，更重
要的是这里学习传统文化的氛围特别浓厚。我的两个孩子
每天都会来和顺图书馆读书，经常遇见读书交流会和各种
国学讲座，真好！”从上海到腾冲旅游的李显华一家对国学
兴趣浓厚，听说有《论语》讲座，很早就来文昌宫候场。

在讲座现场，一位和顺的大爷交流说，以前觉得 《论
语》 离生活很远，其实 《论语》 就在身边，和顺人逢年过
节，邻里亲戚都会相互走动，大家在一起相谈甚欢，实际
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据悉，侨乡和顺多次开展国学讲座，余秋雨、于丹、
易中天等知名学者都曾到和顺讲学。 (李维杰)

广东侨办与海外华媒建立合作

广东省侨办日前与40家华文媒体签署深化侨务外宣合
作备忘录，通过加大供稿供版合作、定期组织来粤采风等
形式，建立紧密有效的互动合作机制。

日前，由广东侨办主办的“海外华媒与广东‘走出
去’”合作交流会暨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在广州举行。来
自五大洲28个国家和地区的43家华文媒体社长、总编等高
层代表出席。广东侨办主任表示，广东的发展需要进一步
集聚海内外的智慧和力量，希望广大海外华文媒体一如既
往做好宣传和推介，客观真实地介绍广东。（据中国侨网）

山西举办归侨侨眷技能培训班

日前，20名归侨侨眷开始在山西新东方烹饪学校接受
技能培训，学习西点烘焙。近年来，山西多次举办职业技
能培训班，帮助困难归侨侨眷圆创业梦。

在培训班开班仪式上，山西省侨联副主席表示，技能
培训是侨界“暖侨惠侨”工程的主要内容。通过培训让归
侨侨眷掌握插花、烹饪、电商等专业技能，实现自谋职
业、自主创业和自我发展。据范安龙介绍，山西省外侨
办、山西省侨联 2016 年在归侨侨眷集中的 4 个市开展了

“造血”帮扶，举办了5期侨界群众职业技能培训班，惠及
数百名归侨侨眷。 （据中国侨网）

近日，在新西兰北岛城市奥克兰，闽东侨领高益槐教
授被新中贸易协会授予2017“新中关系杰出贡献——特等
荣耀奖”。协会对高益槐教授为促进中国、新西兰两国在科
研互通、菌种培养、经贸发展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
度评价。

靠科技化成农民“财神”

高益槐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从小的耳濡目染使他对中
草药情有独钟。大学毕业后他学业优异，留校任教。为了实现
技术上的突破，1986年高益槐毅然停薪留职返回家乡，成立
了“宁德山海资源研究所”，研究食用菌的栽培育种。

竹荪，极具营养和药用价值，人称“菇中皇后”。它的人工
栽培在上世纪 90年代以前，在业界被视为是不可能的事。
但高益槐决定解开这个谜。从1986年到1989年，高益槐上
山下乡，苦苦探究竹荪的种子驯化、生长条件、物理环
境。研究条件简陋，没有无菌室，他就自己设计无菌箱替
代。经过反复试验，高益槐终于攻克了大面积高产人工栽
培竹荪的难题。

竹荪栽培的成功，给当地百姓指明了一条致富道路，

高益槐被当地百姓称为“财神爷”，福建省古田县也成为名
噪一时的“中国食用菌之都”。此后，高益槐被选为全国
50位优秀青年科学家之一和18个省、市、县脱贫致富的高
级技术顾问，其香菇、竹荪、白木耳育种和栽培技术研究
被纳入国家科委和福建省“星火计划”。

海外求学获国际大奖

“我知道，当时那种研究的学术和操作水平不高。要实
现更高的目标，我一定要借助西方生物科学研究手段去探
索新的领域。”1992 年，高益槐公派出国，走进了新西兰
皇家科学院。

一到新西兰，高益槐就钻进深山老林里，连续 3 个月
采集菇类标本。这些标本填补了新西兰皇家科学院的许多
空白，而他自己则留下了全身伤疤。

公派出国时间短暂，为了早日取得科研成果，他从早
到晚泡在实验室，在显微镜下观察菌丝体、孢子、锁状联
合。“当时已经分不清是早上6时，还是晚上6时了。”高益
槐说。

两年多的时间里，高益槐反复实验思考，科研成果颇

丰。1998年，高益槐成功地发现了大型真菌中最珍贵的药
用成分-B-D-葡聚 D6，并用低温水醇提取法获得成功。
同年，高益槐在天然药物领域的“三效关系”理论和生化
提取技术，分获两项国际发明金奖。他还在全球首次实现
了不同多糖成分的药性兼容和互补。

搭友谊桥梁促两国合作

“获得这个奖项特别高兴，因为跟以往获奖的意义不一
样。以前是学术上和技术上的收获，这次是对中新关系发
展，对两国经济的发展给予的肯定。”在获得“新中关系杰
出贡献——特等荣耀奖”后，高益槐畅谈自己的感想。

作为新中科技经济促进会会长，在他的力荐下，一批
批新西兰华侨华人回到祖 （籍） 国，推动了国家经济、科
技的发展建设，促成了中国和新西兰间十几个项目的合
作。

“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目标、理想，更要有使命感。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受到政府和人民的教育，在必要时
必须为国家富裕和强大作出自己的贡献。”高益槐说。

（来源：中国侨网）

在印尼万隆，有一家远近驰名的华族历史博物
馆。这个博物馆就藏身在万隆渤良安基金会中心，从
华人参与印尼的历史，到印尼华人的各界名流，从中
华文化的节日庆典，到中华美食的名称流派。馆虽不
大，馆藏丰富。6 月 13 日，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主
席李振健介绍说，我们经常用巴士去中学把学生带来
参观，让他们了解中华文化。很多学生看后很吃惊，
原来印尼当地文化中早就渗透着这么多的中华文化。
博物馆创建5年来，每周都会举办一些宣传中华文化的
活动。

左图：博物馆介绍展示中华文化。
上图：李振健在讲述博物馆创办历史。

本报记者 郑兴摄

据当地媒体报道，“纽约市邻里图书馆
大奖”日前宣布了2017年“图书馆奥斯卡”
评比的10家决赛入围者，其中包括华埠东百
老汇的且林士果广场图书馆。对于远居海外
的华侨华人来说，华埠图书馆不仅是阅读中
文书籍、提高文化素养的场所，更是了解祖
（籍）国文化、承载乡情记忆的精神家园。

华埠图华埠图书馆书馆：：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
杨杨 宁宁 鹿鹿 琦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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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益槐：共和国同龄人的家国情怀
周邦在 林凌玲

高益槐：共和国同龄人的家国情怀
周邦在 林凌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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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隆华族博物馆万隆华族博物馆万隆华族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