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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舞台绽放艺术的美

经过层层选拔，毕业于美国茱莉亚学院的小提琴手
张妤箐,从两百多名面试者中脱颖而出，进入美国前十大
乐团亚特兰大交响乐团。据悉，华人在美国古典音乐圈
越来越活跃，比如纽约爱乐乐团、大都会歌剧院的首席
以及二提首席都是华侨华人。

美国达人秀的舞台上，当折扇缓缓展开，幻化成一
朵美丽的茉莉花时，在场评委和观众发出阵阵惊叹。茉
莉花组合通过电视节目向美国社会传达了中国传统舞蹈
的魅力。

何晓佩曾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主要演员，后前往美
国发展。她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因为旧金山华人群体
庞大，所以当地的美国企业和慈善机构也常会邀请华人
舞蹈演员进行演出。

周同从德国马尔堡大学图像艺术专业研究生毕业
后，就留在了德国。他介绍道，近年来，有不少德国艺术
机构将目光投向华侨华人艺术家，并为他们举办展览。

在德国法兰克福，歌唱家魏雪一直活跃在歌剧的舞
台上，用高亢而极富张力的歌声将音乐之美传达给听
众。

辛勤浇灌五彩斑斓的梦

在向艺术的最高殿堂攀登时，身处海外的华侨华人
们，会面临更多的困难，需要挥洒更多倍的汗水。

张妤箐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在美国古典音乐
界，犹太人和俄罗斯人占了半壁江山。因此对于华人来

说是很有挑战性的。在国内，大多数人并不是听着莫扎
特、贝多芬长大，在对古典音乐的理解上和外国乐手有
一定差距。此外，还有语言的难关要克服。而且，张妤
箐在赴美之前基本上都是独奏，鲜少接受重奏或者乐队
的训练。为了弥补这些差距，她在暑假也很少休息，飞
往世界各地进行重奏或者乐团的集中训练。

参加乐团面试时，张妤箐更是经历了一波三折。连
夜飞向陌生的城市，在纷飞的大雪中拖着行李箱赶往会
场，翌日还要飞回学校上课。克服了重重困难杀入第四
轮选拔时，她的右脚不小心摔骨折，她不顾医生要求静
养的医嘱，坚持拄着双拐上台演奏。

魏雪也因为语言障碍和对音乐的理解经历了很多困
难。她表示，德国人的严谨在音乐上体现得非常强烈，
一个节奏延长或缩减哪怕一秒都不行。中国人则更讲究
自我发挥和韵味，并把这种习惯迁移到歌剧上。这种唱
法其实是错误的，因此导致华人歌唱家在德国的接受度
不高。为了能让自己的歌喉更加纯正、专业，她必须一
个字一个词地练习、一个音一个音地矫正。

周同还补充道，很多华侨在思想根源上与当地人存
在不同，融入社会时易产生障碍。艺术创作中其实蕴含
着对所处环境的思考，但是由于这样一些障碍，他们在
思考和创作时就面临着很多困难。为了深入社会，他曾
参加过和智障人士联谊的组织，了解了很多特殊人群在
德国的生活。通过不断实践，他摸索出了自己的创作理
论，那就是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寻找共性的问题。

梦想铸就中西文化的桥

虽然华侨华人艺术家们在不同的艺术领域拼搏，但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有着同一个目标。
何晓佩在旧金山开办了舞蹈学校。谈起办学的初衷

时，她说：“因为这里华人很多，我们希望他们能更好
地传承祖 （籍） 国的舞蹈精华，而不是都跑到美国人那
里去学外国舞。”她在参加美国人主办的舞蹈比赛的同
时，也牵头举办了海外华人舞蹈才艺大赛。此外，她还
参与组织了旧金山华星艺术展、跨越太平洋中国艺术
节、世界舞蹈之星大奖赛等，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将中国
艺术在当地推向更高层次。

谈及未来的梦想，何晓佩略带羞涩地表示，希望能
创办一个像茱莉亚学院那样专业的学院。这个梦想可能
看似遥远，但她不会放弃，并会将这个梦想传承给下一
代华人艺术演员。

魏雪认为，在发扬中华艺术时，要使用外国人接受
的方式，否则容易适得其反。当她发现很多德国人不太
接受中国民歌的唱法后，开始尝试用歌剧演唱民歌，比
如《曙色》、《月之故乡》、《九儿》等曲目。今年，她还
参演了戏剧版 《红楼梦》，据她介绍，这是德国导演第
一次把中国文学作品搬到德国戏剧舞台上。

周同在德国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公司，为中国艺术家
在德国举办展览，促进中德美术交流。他还说，将来想
把德国艺术家带到中国，向他们展示更多原汁原味的中
国艺术。

张妤箐在读书期间成立了三重奏，经常在纽约各大
公立医院及养老院演出，还在其中融合了中西方元素。
她满怀憧憬地说，以后想考入五大交响乐团，并将经验
带回国，让中国的乐团走向世界。

黎荣福出生在广东台山，现居住在美国。19 岁那
年，黎荣福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飞虎队”运输机上
的报务员，曾执行驼峰运输任务38次。

未及弱冠 远渡重洋

1938年，年仅 15岁的黎荣福以一纸假移民身份来到
了美国。黎荣福记得，当时他身上只带了 15美元，便乘
船离开了家乡。他回忆说，他先抵达了西雅图，又去了
华盛顿，最后他在费城居住了下来，并开始学习英文。
在费城，黎荣福一边读书，一边试着找工作。但当时美
国的经济环境不好，根本找不到事情做。后来，黎荣福
学到了些电工手艺，便在纽约的造船厂找到一份工作，
协助船厂打造战舰，时薪是1.78美元。

年纪轻轻 应征入伍

19岁那年，黎荣福应征入伍。他回忆，那些征召他
入伍的人给他提供了一次考试机会，结果他被分配到了
伊利诺伊州的一所军校学做无线电报务员。毕业后，黎
荣福便成为了美国第 14航空队第三战斗物资航空中队的
一名航空无线电报务员。

黎荣福与战友们需要驾驶运输机从印度起飞，越过
喜马拉雅山，把战略物资运送到昆明，这在当时被称为

“驼峰航线”——喜马拉雅山脉的一座座山峰被比喻为驼
峰。黎荣福记得，当时有一段时间，他们往昆明运送的
是骡子。

“那时的滇缅公路还未修好，前线需要武器弹药以及
军需物资。这些物资都需要用骡子来驮运。”黎荣福说。

“我当时是飞机上的报务员，而且在整个飞行中队，我是
惟一的华人。”

几乎每次出任务都要与日本人的战斗机周旋。为了
躲避这些日本战机，黎荣福与战友不得不贴着山峰飞
行，因日本战机不敢距离山头太近。

“我总共执行了38次飞行任务，指挥官告诉我们，只
要飞行30次任务以上即可获得勋章。”因在战场上表现出
色，黎荣福共获得了4枚勋章。他说，每次执行任务都很
危险。“因为日本战斗机飞得太快了，而我军的运输机速
度太慢。”黎荣福的任务是收发报，另外即是关注天气的
变化情况。

黎荣福也负过伤，被日本人从飞机上发射的子弹划
伤过背部，不过伤得很轻，他当时也未向上级汇报。70
余年过去了，黎荣福身上还有那次负伤留下的伤疤。

时隔多年 难忘昆明

战争结束后，黎荣福与战友们都回到了美国，又各
自回到了家。从进入中缅印战区到离开中国，黎荣福做
了近 10个月的航空报务员。他说，那是他一生难忘的经
历。

二战结束后，没有工作可做，所有战时当兵打仗的
人都回来了，船厂那时也停止造军舰了。根据联邦的军
人安置法案，黎荣福也获得了一些政府的补贴，但生活
依然很艰难。

“战争是结束了，但是我自身条件不够上大学。”黎
荣福当时既没钱又没有任何技能，“没办法，我就去了中
餐馆，从刷盘子开始做起，我刷了三四年盘子，积攒了

一点钱。我在洗盘子时也学了一些中国菜，然后自己开
了一家中餐馆。”

“早年间，中餐很盛行，我们赶上了时机，用汗水换
来了些钱。我们的女儿也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小女儿
博士毕业，现在在兰德智库做研究员。”

黎荣福对目前的生活很满足，除了时常想着要去昆
明看看，也就没有其它奢求了。他感叹道：“自从离开昆
明后，70 年来我从未返回过昆明。我很想回到那里去，
看看那里发生的变化，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我常常想起
那段经历，想到那里的工厂、商家与民众，他们应该比
以前生活得好了吧。” （据美国《侨报》）

日前，新加坡福清东张同乡会举
行成立 53 周年庆典暨颁发奖学金活
动。来自海内外的福清籍乡亲齐聚一
堂，畅叙乡情，共谋发展。

作为福建著名侨乡福清市下辖的
一个乡镇海外侨团，也是海外唯一东张
人会馆，新加坡福清东张同乡会多年来
得到新加坡福清会馆主席林方华、已故
永久名誉会长林绍良和国内外东张同
乡的支持。东张同乡会虽历经半个世
纪，仍然活力不减当年。这家会馆已经
由老一代先辈转交给新移民王宏仁掌
舵，是新加坡华侨老会馆中少数由新移
民担任会长的会馆之一。

新加坡福清东张同乡会现有约
150 名会员，会员大都是四五十岁的
中生代。王宏仁本身是在 1993 年从老
家福清东张来到新加坡，在一家建筑
公司当工人谋生，现在拥有自己的建
筑装潢公司。他说，当年背井离乡,难
免感到迷惘，直到得知有乡会组织才
让他终于找到归属感。

东张籍华侨踊跃捐资家乡公益事
业。华侨何文金捐建东张镇司法大楼，
捐赠东张华石小学购置电脑、校服等。
新加坡华侨王中良出资捐赠给东张中
学、东张中心小学、东张镇先进村。

专程赴新加坡参加东张同乡会庆
典的福清市东张镇党委书记陈文辉致
辞表示，新加坡东张同乡会在团结同
乡、联络乡谊、服务乡亲、造福桑梓等
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东张是福建福清市西部山区乡
镇，2/3的土地是森林，古树参天，千年古刹灵石寺就在其
中。1958年，山区筑坝建东张水库，形成群山环抱人工湖
——石竹湖，巍峨壮观的道教圣地石竹寺就在湖畔石竹
山腰。20 年前，考古队确定东张是传说中“南少林”所在
地。福清少林寺 1995 年重建落成，东张从此多了一个佛
教名胜地。此外，位于东张古宋窑生产的黑釉盏，宋元时
期远销日本、朝鲜半岛及东南亚一带，现成为福清海丝文
化名片。 （据中国侨网）

百名华裔少年栽种“寻根林”

7 月 6 日，作为 2017 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
旅”夏令营的重要活动之一，来自美国、加拿大、瑞
典、西班牙、葡萄牙和尼泊尔6个国家的百余名华裔青少
年在四川乐山沙湾区栽种、认领“寻根”树，并为“寻
根林”基地揭幕。据了解，共120余名华裔青少年从6月
27日起于四川开启了今年的“中国寻根之旅”。他们已经
参观了大熊猫繁育基地，游览了武侯祠、锦里、蜀锦织
绣博物馆以及都江堰水利工程，还前往遂宁、乐山、自
贡等地，观看了川剧表演与自贡灯会，学习体验了中华
武术、书法以及传统手工制作，感受博大精深的巴蜀文
化。 （据中国侨网）

福建侨办会见阿根廷华人访问团

7月5日上午，福建省侨办主任冯志农在福州会见了
阿根廷华人企业家协会访问团一行5人。福建省侨办副主
任郑惠文陪同会见。

冯志农代表福建省侨办向访问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
迎。他表示，阿根廷华人企业家协会虽然是一个年轻社
团，年轻侨领较多，但近年来，协会发展势头良好，会
务蒸蒸日上，实力不断增强，在当地的影响力也不断变
大。他鼓励阿根廷华人企业家协会加强规范化管理、做
好机制化创新、学习其它社团优秀经验，继续团结在阿
乡亲，为在阿华侨华人服务，在建设社团、发展个人事
业的同时不忘回馈当地社会。

（据闽侨网）

中华文化大乐园华盛顿营开营

日前，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办，河南省政府外侨
办、华盛顿美中实验学校承办的“2017 中华文化大乐
园——美国华盛顿营”在华盛顿美中实验学校举行了开
营仪式。

开营式节目演出由美中实验学校的学生和河南教师
团教师分别表演，古典舞、葫芦丝独奏、独唱、少林武
术拳法、合唱等节目，使得现场掌声不断。最后，在愉
快的氛围中，开营式圆满结束。 （王 继 文/图）

题图为2015年，张妤箐在南京艺术学院演出。

华侨华人在海外艺术圈：

让中华文化登上国际舞台
杨 宁 李家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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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哥伦比亚大学的

华 裔 研 究 生 程 愉 的 作 品
在棕榈泉第 23 届国际短片电
影节中勇夺最佳短片导演奖。
随着华夏儿女的足迹走遍

五湖四海，在海外各地的艺术
领域，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绽

放光彩。他们用精心编
排的艺术形式娓娓道来

中华文化的故事。

黎荣福： 38 次飞越驼峰
邱 晨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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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如今的黎荣福左图为如今的黎荣福，，右图为约右图为约7070年前黎荣福戎装照年前黎荣福戎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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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来自澳大利亚、美
国、加拿大、爱尔兰、德国等5个
国家的百位华裔青少年在重庆参观
了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他们在
重庆的 15 天里，不仅学习了汉
语、民族舞蹈、书法、茶艺等中华
传统文化课程，还走出校园，参观
了具有喀斯特地貌特征的武隆天生
三硚和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也
体验制作了綦江农民版画。图为华
裔青少年在大足石刻参观。

中新社记者 周 毅摄

华裔少年走访重庆

图为开营仪式参加者举营旗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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