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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贵州省雷山县举办苗年节，美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泰国、法国、老挝等20多个国家的百名世界苗家

同胞走进雷山西江千户苗寨，与这里的苗族同胞共同欢庆

了这一苗族传统佳节。图为苗族群众向远道而来的客人敬

米酒。

新华网 卢志佳摄

海外中餐馆遍地开花，真正
登上“大雅之堂”的却不多见。
很多人眼中，中餐被贴上了低
端、快餐、不卫生的标签。荷兰
华人纪晓翰则打破了这种“刻板
印象”。

纪晓翰是一名华人厨师。他
所创办的“翰婷轩”餐厅是荷兰
唯一一家米其林中餐星级餐厅。
他还曾被荷兰皇家饮食与酒业公
会授予“钻石奖”，是该奖项迄今
为止最年轻的获奖者。

1999 年 ， 纪 晓 翰 赴 荷 兰 留
学，几年后，他取得了马斯特里
赫特大学国际经济学与计量经济
学双硕士学位。毕业后纪晓翰考
虑再三，最终选择成为一名与自
身学历背景并不相关的“厨子”。

“作为一名资深吃货，我非常
热爱美食。”纪晓翰说，自己对各
种食材及其做法十分“着迷”，并
热衷于探索美食背后的文化内
涵。加上留学期间常在当地餐馆
打工，对餐馆的经营模式并不陌
生，他进入餐饮行业便成了顺理
成章的事。

出于兴趣而从事的职业往往会
让人投入更多热情。在纪晓翰决定
创办“翰婷轩”餐厅之初，他便明确
了目标：要将其打造成星级餐厅。

但开创独特的餐饮风格并不
是件容易的事。成长于中医家庭的纪晓翰“脑洞一开”，
想到了传统中医推崇的养生理念，并将其融入到菜品当
中。

“中医养生理论的精髓之一就是药膳，但要把药膳理
论体现在菜品里，需要克服很多技术难题。”在反复的探
索研究下，纪晓翰成功研发出菜品，为此，他还总结出
一套“平衡”理论。

“菜品的味道要平衡、呈现的色彩要平衡、嗅觉要平
衡、口感要平衡，最重要的则是气的平衡。”纪晓翰解
释，所谓“气”的平衡，指的是菜品的功能性和食物性
要保持平衡。功夫不负有心人，纪晓翰研发的菜品与荷
兰人崇尚自然、追求健康的理念不谋而合，在当地大受
欢迎。

2012年，“翰婷轩”餐厅获得米其林一星称号，成为
荷兰唯一一家上榜的中餐厅。

“人生永远充满了挑战性，我想要寻找下一个高
度。”纪晓翰说，将继续弘扬传统的养生理念，做出有

“灵魂”的菜品。“每个人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事，
我们要在博大精深的传统中餐文化中嵌入自己的灵魂，
做出自己的风格。”

（来源：中国新闻网）

多哥华侨华人开展慈善捐赠
日前，驻多哥大使刘豫锡出席在多哥国家救助

署举行的驻多使馆和旅多华侨华人慈善捐赠仪式，
多社会行动、妇女促进与扫盲部长克拉尼·延查雷、
旅多华侨华人自助组织华联会代表等出席。

刘豫锡在捐赠仪式上发表讲话说，数十年来，
在多华侨华人与多哥人民和谐相处，并肩工作。乐
善好施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多哥人民传统价
值。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延查雷表示，中国大使馆和侨团每年均为多哥
孤儿、弃儿和贫困家庭募捐，充分体现了多中两国
深情厚谊。在今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侨团
仍捐赠大量物资，造福6000多名多哥孤儿，多社会
行动部代表多政府和人民对中方表示高度赞赏和衷
心感谢。 （据中国侨网）

美国江苏总商会文化艺术委员会成立
日前，美国江苏总商会文化艺术委员会在洛杉

矶成立。江苏省工商联巡视员桂德祥、中国驻洛杉
矶副总领事孙鲁山、圣伯纳迪诺郡郡长海格曼、美
国江苏总商会会长蔡成华及各界代表百余人出席成
立仪式。

孙鲁山代表总领馆对此表示祝贺，指出委员会
的成立恰逢其时，面临良好机遇，前景广阔，大有
可为，有助于丰富侨团工作内涵，为中美地方合作
赋予更多实质内容。孙鲁山还强调人文交流是中美
关系的地基，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具有润滑剂和
推进器作用。

桂德祥和蔡成华分别致辞，介绍江苏经济发展
最新进展以及总商会有关工作情况，表示成立文化
艺术委员会旨在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美文化交
流，搭建中美合作桥梁。 据中国侨网）

法国东方华人协会会长团就职
近日，法国东方华人协会第七届会长团就职典

礼在法国东部城市米卢兹举行。已经连续担任 6 届
协会第一副会长的林银兴当选为第七届会长，郑德
仁当选第一副会长，第戎华侨华人会会长胡忠胜当
选为秘书长。

中国驻斯特拉斯堡总领事凌军及夫人，坎热尔
桑市副市长施莱等到会祝贺。

已经连续担任 6 届会长的汤育三在致辞中回顾
了法国东方华人协会成立17年来砥砺前行的历程。

协会从最初6名留学生初创，到现在已经发展到
分会遍及东部5个大区十几个省份，成为法国东部最
重要、最活跃的社团。为东部华侨华人拓展事业、稳步
融入法国社会、积极参与侨社活动，为促进中法经济和
友好关系发展做出了贡献。 （据《欧洲时报》）

“乡音不改”的异域故土

“我住在六大道，每周都会去位于八
大道的布鲁克林唐人街。那里基本都是华
侨华人在居住，店铺里会卖一些中国的食
物和生活用品。”在美国生活多年的林旻
说，“除了距离近，更重要的是到那能够
看到熟悉的汉字和熟悉的面孔。来到唐人
街，听到操着福州话的老乡在市场里的叫
卖声，就会有满满的熟悉感和归属感。”

从东南亚到大洋洲，从欧洲到美国，
几乎在世界各地，我们都能看到竖着牌楼
的唐人街或者中国城。对不少海外华侨华
人来说，家乡在远方，而在异乡，触手可
及的“故土”就是唐人街了。

“爱中国，就好像一个人爱自己的双
亲一样，对他来说中国是一个群众社会，
而不是一个国家——一个由相同的信仰和
相同风俗的人们所组成的群众社会。”这
是林语堂在小说《唐人街》中对主人公冯
老二的描述。过去，唐人街是中国新移民
踏入居住国的桥头堡，在唐人街里不仅能
找到住房，享受便捷的中文服务，而且还
可能通过室友、同乡会等找到工作。唐人
街人气兴旺，并保留着中华文化的传统风
俗。而那些历史悠久的唐人街，不仅是

“移民门户”，更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华人的
奋斗和贡献。

“旧金山的唐人街总是非常的繁忙，
这里遍地是带有中国元素的杂货店、饭
店、理发店。”全美山东同乡会联合总会
会长彭寿臣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而我

更看重的是唐人街的‘昨天’。现在，在
唐人街一些狭小拥挤的公寓里还能见到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来美的‘老侨’，这里的
风云变幻是华侨华人在海外打拼的一个历
史缩影。”

大刀阔斧地撕去“印记”

“唐人街有它自己独到的‘烟火气’，
也正是这种‘烟火气’焕发出的生机与活
力，使得唐人街相较于欧洲其他精致到令
人乏味的街区显得有‘人情味’。”英国曼
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陈启阳评价道。

然而，近年来，世界各地历史悠久的
唐人街里频频出现“老年留守、青年迁
出、新移民不再涌入”的景象。

据澳大利亚媒体日前报道，由于新生
代不愿接手父辈经营的传统商铺，伴随着
其他族裔买下产业或做生意，有着近 200
年历史的悉尼唐人街可能会渐渐成为过去
式。

而这些年，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唐人
街上，许多华人开的旧店铺纷纷关张，建
筑物也在慢慢拆除，取而代之的是豪华旅
馆、小型画廊和咖啡馆。而唐人街上生活
的人也在快速迭代。“这里明显老龄化，
少了以往的人气和活力。”32岁的华尔街
分析员西蒙·陈曾在曼哈顿唐人街读书，

“我儿时的伙伴们，基本无人留在这个街
区。”

城市改造者也是唐人街日益发生变化
的幕后重要推手。据当地媒体报道，在北
美和欧洲发达国家黄金地段的华埠，即便

不被改造成高档社区，也很可能被当地政
府列入城市改造计划的一部分，激发新的
产业增长点。“在加拿大卡尔加里中国
城，为吸引商业投资，政府计划在中心唐
人街修建一幢 30 层的高楼，高度是周边
建筑的两倍左右。这一破坏中国城风貌的
规划遭到当地华人的强烈反对，而在土地
重建规划申请中，市政府并没有放弃，仅
同意退一步，将高楼设计得具有东方特
色。”

欣欣向荣的升级转型

“唐人街还会一直存在下去，华侨华
人长期在海外生存发展，唐人街不仅是中
华文化一脉相承的体现，近年来，中华
文化与当地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新的文
化形式也不断涌现，这意味着华人已经很
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更加包容地接受多元
信息。”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
陈奕平说，“但是唐人街如何根据时代的
要求转型、焕发出新的生机，值得我们思
考。”

陈奕平认为，随着祖 （籍） 国综合国
力不断提高，加上海外华人本土意识不断
增强，华人在保护自身生存发展空间和精
神家园方面与当地政府能够进行有效沟
通。不少唐人街根据现代化理念的科学规
划也取得良好进展。

日前，悉尼市政府 20 年前在唐人街
安设的大型光纤艺术展品——曾被人们亲
切地称为“倒挂的海碗”，时隔多年终于
重归“故里”。悉尼市市长克罗芙·摩尔表

示，该大型彩灯艺术品的回归受到本土居
民和游客的欢迎。“多彩别致的艺术品能
回归本地，让人感到无比欣慰。”

“现在富裕起来的华人移民家庭和部
分新移民，正向新兴华人社区聚集。”纽
约市亨特学院亚裔美国人研究和城市计划
专业教授彼得·孔指出，20年前只有两三
家华人商店，而今规模和人气不断飙升的
法拉盛街区有着“纽约第二唐人街”之
称，“这里华人商铺鳞次栉比，尤其是温
州人的大型超市非常活跃。”

除了活跃的商业氛围，唐人街的文化
氛围也日益浓厚。“现在，唐人街已经成为
人们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扇窗口，促
进了多元文化交流。有很多华侨华人艺术
家会到唐人街的广场上举行义演，其中令
我印象深刻的一个节目叫《美化唐人街》，
由几个华裔青年自导自演，他们每个星期
都会出现在唐人街上，通过唱跳弘扬中华
文化。”彭寿臣说，“而文化的繁荣使得唐人
街越来越有代表性，生活在唐人街的华人
越来越‘有底气’，每到选举季，竞选者们就
会到唐人街拜票，寻求支持。”

未来唐人街能否越走越远？巴西华人
协会常务副会长、圣保罗华星艺术团团长
李青霞激动地说：“过去，巴西没有一个

‘拿得出手’的唐人街，但温州同乡会去
年已向圣保罗市议会提出设立‘中国街’
的申请。今年，在一条中华文化氛围浓厚
的街区里，‘巴西中国文化美食节’成功
举办，未来，我们将在那举办更多带有中
国元素的文化庆典活动，属于巴西华侨华
人的‘唐人街’正逐渐形成气候。”

侨居新加坡十多年的钱仁俊中，在行医问诊、悬壶
施医的同时，笔墨不辍，一直坚持习练书法和篆刻，不
仅出版了 《钱仁俊硬笔书法——李清照词钞》 和 《钱仁
俊书法篆刻集》，还在新加坡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举办了
自己的个人书法篆刻展，让狮城更多人领略中华书法文
化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韵味。

悬壶施诊

毕业于中国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本科的钱仁俊是中
国注册中医执业医师。侨居新加坡后，他通过新加坡中医
学院培训和新加坡中医管理委员会考核，成为新加坡注册
中医师和针灸师，在新加坡中医诊所驻诊。

“刚来新加坡时，有很多人不相信中医。不过，我们
用效果说话，来看诊的人逐渐越来越多。我一直坚信中
医对人体的益处，中医更讲究对病情的总体把握，而不
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来诊所看病的人很多，除了华人，也有欧美洋人、
马来人、印度人，不论什么种族，只要能够帮他们解决
病痛，我都很高兴。”钱仁俊说，除了普通门诊的一些常
见病比如伤风、感冒，他更擅长现代疾病的看诊治疗，

“现代人用电脑手机很多，腰酸背痛、颈脖酸痛的人也特
别多，能够用自己的经验和服务，带给病人健康与笑

容，是做医生最大的宽慰。”

结缘书法

“书法文化其实是中医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以前中
医都是用毛笔写方子，传统老中医带徒弟的第一课就是练
习写字。”虽然钱仁俊认为写字与中医是不可分离的中华文
化，不过他跟书法结缘却是早于学医行医。

钱仁俊的父亲钱锡钟一生以书画为业。从小耳濡目
染，钱仁俊开始萌发对书画的兴趣。小学四年级的一次学
校书法比赛中，他不经意的书写，竟获得全校第三名，让他
初尝写字的快乐，并逐渐关注和感受书法的魅力。

钱仁俊的书法作品追求“精美中蕴含变化，古朴中透
发灵气，别扭中不失流畅”，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的“篆隶
体”和“魏碑行书”书法作品，也最为书法界同仁称道。

游艺篆刻

钱仁俊结缘篆刻是中学时，他的一幅水彩画入选上
海青少年美术比赛，受邀去上海市青年宫观展。母亲奖
励了他一元钱。他花了两毛钱乘公交车到上海北火车
站，步行经过繁华的南京东路商业街时，第一次见到中
国书画艺术精品店“朵云轩”。店里挂满了名家书画作
品，一本薄薄的宣纸印刷 《吴昌硕篆刻选》 吸引了他，

一问价格，居然要五毛钱。他稍微翻了翻，立即被吴昌硕的
篆刻魅力所吸引。尽管囊中羞涩，他还是豪气地买了下来，
又花了两毛钱买了两块石章，再花掉一毛钱午餐费，他连
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看完画展，他不得不走了四个多小
时才回到家，一路走一边翻读《吴昌硕篆刻选》，没想到，这
居然成为他开始一生篆刻之路的起始点。

后来，钱仁俊从学校的俄文老师处借到一本篆刻学
书，开始系统了解中国篆刻历史、流派和历代篆刻家。
在学习篆刻艺术之路上，他曾参加的上海沪东工人文化
宫的书法篆刻组，结识了很多著名的书法篆刻家，如邓
散木弟子叶隐谷、鸟虫体篆刻家韩天衡、隶书书法家张
森、书法家王宽鹏、舒同体书法家束长开等。这段经历
对钱仁俊书法篆刻艺术之道影响颇深。中华篆刻中的秦
汉印的古朴、浙皖印风的细腻、吴昌硕的厚重、陈巨来
的精美、齐白石的痛快淋漓等，也都深深影响了钱仁俊
的篆刻印风，最终形成了他自己不拘一格的独特印风。

2015年，他出版了自己的 《钱仁俊硬笔书法——李
清照词钞》，今年又集结出版了 《钱仁俊书法篆刻集》。
近期在新加坡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的个人书法篆刻展更
是汇集了他多年的书法篆刻作品，吸引了众多嘉宾和爱
好书法的狮城朋友前去观赏，感受那浓浓的浓墨赤彩的
中华书法篆刻之美。

风雨唐人街 不变中华情
张永恒 林小艺

据《非洲时报》报道，近日，南非约翰内斯堡唐人街

上的中华牌楼（南）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报道称，此前施

工曾因电线问题耽误进度，牌楼筹建委员会向当地华人社

区发出号召，希望同胞聚力完成南牌楼建设。在华侨华人

的鼎力支持下，如今南排楼的亮相指日可待。

旧时，唐人街作为华侨华人生活的聚居地，在异乡为

华人提供了熟悉的生活空间。如今，大大小小的“唐人

街”已经遍布世界各地，这些华埠或“还是熟悉的街巷”，

或“旧貌换新颜”，但其中不变的是海外华侨华人对故土的

热爱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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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仁俊：妙手仁心术 墨香飘狮城
贺玉荣

图为旧金山唐人街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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