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华侨华人 责编：杨 宁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7年11月22日 星期三

作品频出 有助了解历史

本月，聚焦一战英军中的中国劳工的
纪录片 《英国被遗忘的军队》 在英国第四
频道播出。它第一次向英国民众展示了第
一次世界大战中在英法战线上冒死而战、
承担起英军在欧洲西线战场上的劳力工
作、却被刻意湮没在历史中的9.6万中国人
的故事。时长一小时的纪录片，展示了部
分有关一战华工的信件、日记和文件，并
从华工后代和历史学家的口中，追忆这段
未被记录的历史。

2014年，英国曾出现过反映英国华埠变
迁历史的纪录片《唐人·街》。这部纪录片以
华人移民为历史背景，以华人海外生存发展
为故事主线。从 19 世纪晚期中国水手落户
伦敦莱姆豪斯地区开始，回顾了当地华人社
区如何在历史发展中兴衰起伏，给当地社会
经济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通过全景式视角展
示了华人海外奋斗的心路历程。

在更早的2012年，一部记录华人在英国
150多年奋斗历史的纪录片《他乡·故乡》在英
国问世。纪录片选取了10位英国华人代表人
物，讲述了从第一代到第五代华人移民的心
路历程，不仅记录了华人在英国150多年的
历史，而且从一个侧面再现了一个半世纪里，
中英关系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反映华侨华人异
国发展史的影视作品。这些海外影视作品
创作者选择用光影来重现华侨华人群体在

海外的历史，这使得华侨华人有机会了解
先辈们的遭遇，也让海外社会得以更深入
地认识华侨华人。

以史为镜 增强身份认同

《唐人街1871》再现了华裔在美国一段
鲜为人知的辛酸历史。这部电影由小说

《翡翠玉坠》改编而成。据原书描述，1869
年后，1万多名华工在修筑完美国太平洋铁
路后散居加州各地，一部分华工来到了当
时只是小镇的洛杉矶。他们被白人视为异
类，被抱怨抢走了白人工人的工作机会。
当地白人对华人的不满，最终酿成了美国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血腥私刑屠杀事件，18
名华人移民在这一事件中被白人暴徒有组
织地杀害。

不仅是在美国，近些年来，欧洲、新
西兰等地反映华侨华人历史的纪录片，大
都展示了当地华侨华人经历过的少有人知
的历史故事。新西兰中华青年联合会主席
孙朕邦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回忆称，在新西
兰制作完成的纪录片 《兰园记》 给他留下
了很深刻的印象。

“这部纪录片展示了早年间华人矿工的
生活情况。早期华人移民要承受社会和政
府多重排挤和压迫，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使
他们成为社会中极度边缘化的弱势群体，
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和法律保护。再加上
背井离乡的压力、贫穷与疾病、赌博与吸
毒，这些因素致使大部分早期移民淘金梦

碎，客死他乡。”看完这部
纪录片，孙朕邦感受到了百
年来华人在新西兰地位逐渐
提升的过程：华人当年是人
头税等歧视性政策排挤的对
象，如今已经是有尊严、有
平等地位的新西兰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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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这些影视作品
的制作和传播，让华侨华人的历史不仅仅
局限在学术界的交流中，而是面向了海外
受众，让更多的当地民众和华侨华人知道
了曾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他说，“这不仅让
华侨华人的历史走向一个更大的圈子，更
会激发华裔民众寻找历史、寻根的冲动。
最终，海外民众会了解华人曾做出的贡
献。对华人的后代而言，除了使他们明白
自己的先祖对当地的贡献之外，更能增强
他们对于自己华裔身份的认同感。”

前路漫漫 拓展空间很大

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即使近些
年来海外各国出现了不少展现华侨华人历
史的影视作品，这一类型的作品仍然存在
着很大的进步空间。

“首先是这类作品数量很少。”孙朕邦表
示，“由新西兰本国原创的反映华侨华人历
史题材的影视作品较少，仅有少量独立制作
的影片和学术作品，缺乏有影响力的大制作，
这说明，新西兰华侨华人还处在发展阶段，其

力量尚未体现在本土的影视制作当中。”
张应龙分析称，这类影视作品我们真

正看到的不多，虽然一些海外华人的中文
电视台、华人博物馆也会拍摄一些小型纪
录片，但它的大众影响力并不大。“如果仅
仅是靠海外华人自发地去制作和发行这类
影视作品，那么它未来的发展也不会很乐
观。毕竟影视的制作需要较大的经济投
入，而这类作品目前无法带来太多的经济
效益。”

另一个需要克服的困难是如何在保留
华人视角的基础上，采取外国人听的懂的
叙事方法来表达。张应龙表示，《唐人街
1871》 虽然展现了历史上洛杉矶唐人街的
一起屠杀事件，但仍然是以白人的观点来
看待历史，本质上还是好莱坞的那一套。
我们要从华人的视角出发，这是很关键的
一点，而且也是很难突破的一点。

但也并非没有解决之道。张应龙表
示，海外华侨华人历史中有很多可以转化
为影视作品的好题材。我们可以利用目前
互联网技术和社交网络的发展，通过适当
的引导，发动华裔拍一些反映华侨历史的
短视频，来展现他们身边的华人历史故
事，也许一样可以取得很好的传播效果。

入冬的和顺古镇，中午依然温暖，大
批游客蜂拥而至，除了享受这里的闲暇时
光外，也可感受这里独特的文化传承。

说到这里的文化传承，一定离不开位
于古镇内的“和顺图书馆”（如图）。这座位于
云南知名侨乡腾冲市的图书馆拥有近90年
的历史，凭借其独特的韵味享誉中外。

寸姓是和顺的大姓，而和顺图书馆
历任馆长中寸姓占多数。今年62岁的寸
茂鸿就是和顺图书馆第五任馆长，而他
的祖父是第三任馆长。

寸茂鸿介绍，当时为了筹款建设图
书馆新馆，当地华侨在腾冲等地及缅甸募
捐、发行彩票，并于1938年将新馆建成。

二十世纪初期腾冲尚未通车，与
内地交往必须依靠古道驿站维系。寸
茂鸿说，好在和顺商人的商号遍布上
海、缅甸等地，为了给和顺居民带来
大量书籍和外界知识，和顺华侨在缅
甸设立驻缅经理处，每年订购的书报
由上海经海路运到缅甸仰光，再走茶
马古道驮运至腾冲。和顺图书馆也就
此不断发展，一度成为腾冲乃至滇西
片区信息的集散中心。

寸茂鸿记得，自己在任时，“由于
和顺人一直都有从文善文的传统，所
以这个图书馆一直十分热闹”。不仅如
此，图书馆还成为和顺民众聚会娱乐
的重要场所。近年来，由于和顺图书
馆地处祖国边疆，又是由华侨创办，

历史悠久，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海外华侨华人、国家政
要前往参观，也成为和顺的名片。

和顺图书馆名气越来越大，和顺古镇的名气也越来越
大。随着旅游产业的兴起，图书馆迎来了它的新属性：全国
文物保护单位、知名旅游目的地。再加上信息化加快发展，
在现任馆长寸宇的眼中，图书馆面临了“尴尬”。

寸宇告诉记者，和顺图书馆一方面是和全国其它图
书馆一样面临着读者流失，另一方面是游客越来越多。
对此，寸宇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觉得，“图书馆的发展，
不能丢弃先人的初衷，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

寸宇介绍，每年寒暑假，图书馆都会给镇里的孩子
上免费书法、国学、音乐培训课；也尝试开展各类展
览，吸引观众；还结合旅游接待团队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更为重要的是，和顺图书馆实现了电子借阅。寸宇
觉得，“这就是保住了图书馆的初心”。 （据中新社电）

夜幕降临，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郊外的原野上亮起
了灯光。几只猴子从树上窜到屋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
响。汪路生闭目躺在自制的摇椅上，没有理会。他早已
适应了这些非洲夜色里独有的“喧闹”。这方圆几公里内
的唯一灯光，便是中非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坦桑公司剑麻
农场的职工营地，65岁的总工程师汪路生在这间砖房里
一住就是17年。

地处热带的坦桑尼亚是世界知名的剑麻产地。剑麻
纤维韧性强，不怕海水侵蚀，是制造船缆、麻袋、地毡
的上等原料。2000年，汪路生作为公司派到坦桑尼亚的
第一批“拓荒者”来到这里。

据他回忆，初到之时，这里还是万顷荒野，光是开
荒就用了半年多时间。

热带阳光的炙烤和野外作业的辛苦没有难倒汪路
生，然而没有电、没有通讯和与世隔绝的寂寞，着实让
他适应了好一阵子。

没有家具，就自己做；没有蔬菜，就自己种；没有
肉吃，就自己养。17年过去了，汪路生眼看着院里的猴
面包树长高了一截，也把这片荒野渐渐熬成了家。

不到20年的时间，千顷荒原变耕桑。在汪路生等数
十名中国技术人员的努力下，剑麻农场的种植面积已经
达到2000多公顷，年产纤维近2000吨，累计为当地提供
了上万个就业岗位。

一望无际的剑麻田覆盖了周围的几个村庄，汪路生
的小皮卡车驶过，村民们会都挥手跟他问好。他摇下车
窗，用斯瓦西里语流利地与村民们交流。

他说，从剑麻的种植、采摘到加工，都需要大量劳
动力，许多附近的村民都在农场里上班。有了稳定收
入，村民的日子逐渐好了起来。

由于地处偏远，当地村民生了病，都要步行几十公里
才能找到一家医院。2003年，剑麻农场在附近村子建了诊
所，专门聘请了医生，附近的村民都可以来这里看病了。

农场的位置偏僻，较远村子里的员工来上班比较困难。
今年年初，农场决定修建60套职工住宅，如今已全部竣工。

十几年下来，当地村民早就不再对这几个头顶草帽、脚
穿布鞋的中国人感到陌生，也渐渐把他们当成了“自己人”。

有一次，当地村民听闻有人要抢劫农场营地，就匆
忙跑了几公里到警察局报信。警察局马上提醒汪路生等

注意安全，派人提前埋伏在农场周围，将几名劫匪一举
抓获。提及这件事，汪路生仍心存感激。身处异国他
乡，这份跨越了肤色和语言的情谊，在他看来有着特殊
分量。

如今，退了休的汪路生没有立即回国与家人团聚，
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农场做技术指导。

“这些‘小不点’是今年新种下的，这才刚露了头，
长势很好！”汪路生抚摸着剑麻绿油油的叶片，欣喜延伸
到了嘴角。

看着越来越多剑麻田进入收获期，农场总经理管善
远的眼里也尽是丰收的喜悦。他告诉记者，如今国际市
场对剑麻的需求缺口还很大，他们的剑麻田由于气候条
件优越、土壤适宜，纤维质量在坦桑尼亚名列前茅，经
常供不应求。

管善远告诉记者，农场里不久前刚刚又添置一台剑
麻加工设备。下一步，他们希望能继续扩大种植面积，
提高生产加工能力，让中非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生产的坦
桑剑麻走向全世界。

（据新华社电）

侨领研习班在广州开班

11月20日上午，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国
海外交流协会联合主办，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
公室和暨南大学承办的第58、59期侨领研习班在
广州开班。来自于33个国家和地区“华侨华人互
助中心”（简称“华助中心”） 和华人社团的近百
名侨领代表参加了本次学习。

接下来的几天内，学员将进行中国侨务、中国
领事保护与海外安全、中国外交与“一带一路”、社
区服务机构建设与科学管理、中华慈善文化与志愿
者工作、新闻传播与危机应对、华助中心信息化平
台建设等课程研习。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服务华侨华人，传播祖
（籍）国温暖关爱，从2014年起，国务院侨办倡导和
支持有实力、有能力、有公信力的海外侨团或华人
服务机构在侨胞集中的国家和地区设立“华侨华人
互助中心”，为当地的华侨华人提供养老福利、语言
学习、权益保护和技能培训等服务。

（据中国侨网）

云南邀华企参加旅交会

2017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11月19日在昆明落
幕。来自19个国家的华人旅游企业以及海外侨领
受侨联邀请参加了此次旅交会，展现了良好形象。

云南省侨联自2016年与云南省旅发委签订合
作协议以来，积极发挥海外资源优势，主动服务
云南旅游工作，着力将侨联对外联络广泛便捷的
优势与政府部门政策资金优势实现有机结合。

多年来，广大海外侨胞充分发挥资金雄厚、
人脉广泛、融通中外的优势，以爱国爱乡的赤子
情怀，大力支持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他们积极为
云南各级政府和民间对外多领域的交流合作铺路
搭桥，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向海外人士推介和展
示云南美好形象。 （据中国侨网）

“侨爱工程”走进四川三台

11月17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和
四川省人民医院共同组织“侨爱工程”医疗专家团队，
走进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人民医院开展义诊、管理
讲座、医疗讲座、专家查房、现场指导等活动。

在当天的义诊活动中，不仅有三台县人民医院
的病人找专家看病咨询，还有远在甘孜州理塘县、
稻城县、阿坝州红原县、若尔盖县、凉山州喜德县等

“侨爱工程—送温暖远程医疗站”县医院的病人们
通过远程医疗向专家问诊咨询。在当天下午的专家
查房时间，四川省人民医院远程医疗中心利用先进
的移动设备进行远程移动查房指导。

（据中国新闻网）

用光影重现华人海外发展史用光影重现华人海外发展史
杨 宁 张晓晓

据当地媒体报道，近日，一部名为《唐人街1871》的

影片在美国洛杉矶、旧金山及纽约等三座城市的影院上

映。影片聚焦于1871年洛杉矶中国城大屠杀事件，以一对

华人情侣的爱情故事出发，反映了种族偏见、移民歧视以

及连带造成的社会冲突问题。

图为《唐人街1871》电影海报。 资料图片图为《唐人街1871》电影海报。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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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的中国种麻人
高 竹 李斯博

闯金山
近日，第三届世界广府人恳亲大会在广东省江

门市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广府人代表在江门演艺
中心共同欣赏中国内地首部华侨历史题材大型组歌

《闯金山》，从中品味华侨文化。
左图上图均为大型情景音乐舞蹈史诗 《闯金

山》的剧照。
据江门红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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