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华侨华人华侨华人 责编：孙少锋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8年3月2日 星期五2018年3月2日 星期五

融合之形：
“我最爱中华民族乐”

“ 《二十四节令鼓》 结合了书法、二
十四节气和广东狮鼓等中华传统文化，是
由两位马来西亚华人前辈在 30 年前创作
的。”马来西亚大众鼓艺学院创办人李政
威与这个节目同龄，学鼓20年，是舞台上
这群年轻演员的老师。

说起鼓，这个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
带着福建乡音的“华四代”滔滔不绝。

“其实，在表演中，一些击鼓节奏是西式
的，我将爵士鼓的技巧融入了中国传统的
击鼓表演中。”

李政威告诉记者，这次参与表演的 33
名演员中，最大的 22岁，最小的 10岁，来自
华裔、马来裔、印度裔等三个族裔，都是马
来西亚当地华文学校的学生。

除此之外，吉隆坡“华星艺术团”献
上的其他多个节目，也都以多元融合的特
点，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帅气阳光的陈军凯曾在世界级的口琴
演奏比赛中夺得金奖。在吉隆坡站的演出
中，他用口琴吹奏的一曲中国名歌 《茉莉
花》 与马来西亚歌曲的串烧，琴声悠扬，
触动人心。

陈军凯告诉记者，他还曾用口琴吹奏
《赛马》，用笛子、萨克斯等多种不同的中
西乐器演绎 《最炫民族风》，演出视频在

网上获得了很高点击量。
“这次中国声乐演员演唱的《玛依拉变

奏曲》和《芦花》，都是我最想听的歌。”刚刚
在台上唱完一曲充满异域风情的《忘情桑
巴舞》，华裔女孩陈若晗就匆匆跑到观众席
第一排，找了一个紧挨舞台的座位。

熟悉的旋律刚刚响起，陈若晗便不由
自主跟着轻轻哼唱起来。“你可能不信，
我最爱的不是流行音乐，而是中华民族音
乐。”身着一条靓丽的桑巴舞裙，这个

“90后”女孩回头对记者笑道。

融合有魂：
种下中国文化种子

聊起中国，这些华裔年轻人都有许多
故事。

2017 年 8 月，陈若晗参加了在北京举
办的“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中
文歌曲大赛，一举斩获成人组金奖。“那
是我第一次去中国，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
多来自全球的华侨华人一起用中文演唱歌
曲。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就是同根同族的
手足同胞。”

巧的是，陈军凯的第一个世界级口琴
演奏金奖也是在中国获得的。2005 年，15
岁的他因为参赛第一次来到中国杭州，之
后又去了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

“这些年，中国的变化非常大，人文环
境越来越好。”伴随着这些足迹，于陈军凯

而言，中国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词汇。
其实，对于这些华裔新生代来说，中

华文化并不陌生。在马来西亚，一代代华
侨华人精心培植文化沃土，建立起从小学
到大学一整套完备的华文教育体系，许多
华人家庭始终延承中国传统的习俗和家
风，这些都为华裔新生代的成长提供了丰
富养料，也让中华文化的种子在他们心中
悄然扎根。

陈军凯从小到大读的都是当地的华文
学校。他说，在中文教学之外，学校还会开
设不同科系，而中华文化相关的科系总是
最热门的。“我的好几个朋友都专门选读中
华文化，对中国历史非常了解。”

“我第一次接触打鼓就是在华文学
校，那时可想不到，之后这会成为我的职
业。”李政威说，他喜欢鼓声带来的磅礴
气势，更喜欢中国鼓文化中蕴含的团结协
作、拼搏进取的精神。而如今，他想通过
自己击打出来的铿锵鼓声，将这份精神传
递给更多人。

融合用心：
架起民心相通桥梁

在 《二十四节令鼓》 的表演中，有一
张面孔格外引人注目。站在舞台最前排中
间的男孩皮肤黝黑，挥动鼓槌有力而投
入。他叫沙文，是一名印度裔学生，17岁
的他已学打鼓9年。

“对于我读华校，我爸妈是第一个支
持的。”沙文用流利的中文告诉记者，虽
然他的父母都不会中文，但却很早就把他
送入当地华文学校，一直学习至今。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学校，各个族裔的
学生面孔正变得越来越多。

“中华文化不只影响着我们华人，也为
马来族、印度族等我们的友族所喜爱。他们
也写书法，学打鼓，会舞狮，对于中华文化很
有兴趣。”在李政威看来，文化的交融是潜移
默化的。比如击鼓，不同族裔的孩子最初可
能是被鼓声所吸引，而渐渐的，他们从打鼓的
过程中学会团队精神和相互合作。“这时，中
华文化的精神已入他们的心。”

对于其他族裔来说，中华文化的最大
魅力正是其博大的包容性。如马来西亚交
通部部长、马华公会总会长廖中莱所言，
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不仅保存中华文
化，也注重与各族裔文化积极融合，为当
地的多元文化做出重要贡献。

如今，这份包容在细雨无声之间影响
着年轻的华裔新生代们，让他们在传承的
同时，更懂得吸纳与融合。

“有时我会在演奏西方歌曲时选用中
国风的配乐，有时则会用西方流行形式改
编中国歌曲，观众都很接受。”陈军凯说。

民心相通，文化是最好的桥梁和纽
带，而博采众长的文化将更有魅力，也更
有活力。在中华文化“和而不同、兼容并
蓄”的融通之下，相信推动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鼓点也将如这二十四节令鼓一般，缘
起中国，响彻世界。

中华文化在融合中扎根马来西亚

华裔新生代爱上“中国鼓点”
本报记者 严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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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2017 年 11 月，陈若晗 （右） 获得“文化
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成人组金奖
后，与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 （中） 合影。

（图片由陈若晗提供）
右图：表演 《二十四节令鼓》 的华裔学生。

（图片由李政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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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面印有中国二十四节气名称的
小鼓，围绕一面立起的大鼓，齐声敲
响，鼓声隆隆。击鼓的少年们神情肃
穆。仔细看，他们肤色各异，来自不
同族裔。这些都是马来西亚吉隆坡

“华星艺术团”下属文艺团体的成员。
日前，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组派

的201 8“文化中国·四海同春”亚洲艺
术团来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和古晋，
与华人及当地民众展开文化交流。吉
隆坡“华星艺术团”也用融汇不同文
化特点的精彩节目，呈现马来西亚华
人尤其是华裔新生代对中华文化的传
承与发扬。

特色鲜明送精品

“谷子好，谷子好，谷子是太行山的第一
宝”，高平鼓书《谷子好》在晋东南地区家喻
户晓，传唱度极高。在山西省高平市的演出
现场，这支耳熟能详的评书一出场就调动起
观众的神经。活泼俏皮的舞蹈配合灵动悠扬
的鼓书，将这张最具高平特色的文化名片锻
造得熠熠生辉。

高水准、接地气和聚人气一直是“亲情
中华·走进侨乡”慰侨演出这一文化精品项目
的核心特点。

“亲情中华·走进侨乡”慰侨演出中，我

们深入挖掘当地特色文化，整合社会资源、
推动优势互补、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
秀文化，凝聚侨界力量。此外，通过中央院
团和地方民间艺术团体同台献艺，带动当地
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开展。”“亲情中华”艺术
团团长、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部长刘奇在接
受采访时说。

在吉林松原，来自松原市满族新城戏传
承保护中心的演员们表演的满族舞蹈 《祈太
平》，充满古老神秘的色彩，他们腰系铃，手
执鼓，着神衣神裙，伴着神器声响翩翩起
舞，沟通天人，祈求太平，直入人的灵魂深
处；在永吉，经典二人转作品 《猪八戒背媳
妇》 被搬上“亲情中华”的舞台，戏谑通
俗，令人忍俊不禁；在长治，长治市歌舞剧

团表演的民俗舞蹈《上党风》，古韵悠长，既
蕴藉历史的雄浑博大，又焕发未来的神韵风
采。

国家院团的艺术家们一如既往地保持高
水准的演出质量，为观众称道。享有“武警
之花”美誉的武警文工团女高音歌唱家刘静
演唱的 《不忘初心》，深情款款，大气恢宏，
令人回味无穷。自中国铁路文工团的蒙古利
亚组合也为观众奉献了蒙古族的歌曲 《黑骏
马》 和 《天堂》，通过呼麦等高超的演唱技
巧，唱出了千里草原的辽阔与壮美。

“真是一票难求！”主办方给力，演员卖
力，归侨侨眷们观看演出热情高涨。听说慰
侨演出团要来，归侨侨眷们都沸腾了。

在松原的演出现场，年近八旬的老归侨陈
祥志、王仁松夫妇在台下情不自禁地跟着歌舞
的节拍，小声哼唱起来。在他们看来，能在家
门口欣赏这样精彩的演出，是侨联为基层归侨
侨眷送来的最好节日礼物。

雪中送炭暖侨心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此次“亲情中
华·走进侨乡”慰侨演出吉林行，之所以选在
松原市和永吉县，有其特殊原因。

松原市最近几年频受轻度地震所苦。而
永吉县则在去年7月的一周之内，连续2次遭

受特大洪涝灾害，损失惨重。当地归侨侨眷
的生活也受到极大冲击。

据统计，去年的洪涝灾害中，永吉县受
灾 18万户、63.5万人次，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182.6亿元。侨眷受灾也相当严重。

灾害发生后，永吉县第一时间收到了中国
侨联 3 万元的受灾归侨慰问金以及吉林省侨
商会 20 万元的物资、省侨联 26.7 万元的捐款
和吉林市侨联10万元的救灾物资。

在各级政府和各级侨联的大力帮助下，
永吉县人民不惧灾难、众志成城、重建家
园，如今的永吉县已经焕然一新。

归侨眷属们一直亲切地称中国侨联为“娘
家”。多年来，中国侨联以各种不同方式关心、
关注着吉林省各级侨联和侨界人士。而此次
慰侨文艺演出更是雪中送炭，让吉林受灾归侨
侨眷们倍感来自“娘家人”的关怀和温暖。

此次慰侨演出，吉林省侨联特意邀请受
灾归侨及眷属到现场观看演出，家住吉林省
永吉县经济开发区镇西村 6 社的朝鲜归侨李
永芝也在被邀请之列。

“演出很暖心，虽然两次洪涝灾害至今令
人心有余悸，但我们精神不倒”，去年的洪涝
灾害中，李永芝家房屋被淹，同时被淹的还
有她家唯一的收入来源——17亩地。

“永吉是我的故乡，去年洪涝灾害让家乡
满目疮痍，让乡亲们心灵受到重创，这场慰
侨演出太及时了，带给永吉精神的抚慰。”吉

林省侨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关波说。

文化纽带聚侨力

“最喜欢节目上党八音会 《乡音》，锣鼓
齐鸣，唢呐高亢，振聋发聩，那是来自华夏
大地深处的回声，就是这些声音穿越大洋山
川，把海外学子召唤回来，回国是我们不二
的选择”，山西晋城新归侨碗海鹰在高平看完
慰侨演出后动情地说。

碗海鹰是新归侨的代表，曾旅美 10 年，
在美国获化学博士学位后，留美工作数年，
2011 年回国创业。他在自己回国的同时，不
断向国内引进高层次留学人才。迄今，碗海鹰
团队已引进海外博士10余名，先后承担省、市
各类科技计划 5 项，在新材料、新能源领域申
请专利3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13项，为中国在
该领域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新归侨学问高、视野广、有能力，更重
要的是他们对祖国有着深切的依恋”，山西省
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维卿对本报记者说，
关怀新归侨一代的发展是他们目前和未来侨
务工作的重点，慰侨演出恰逢其时，汇聚侨
力，凝聚侨心，需要用真心。

“慰侨演出不仅温暖了侨心，还汇聚起大
家建设祖国、建设家乡的磅礴力量。”松原市
老归侨王廷双说。

“亲情中华·走进侨乡”吉林山西慰问慰问演出演出

侨乡来了“娘家人人””
本报记者 贾平凡 文/图

3月1 日，农历正月十四。随着“亲情中华·欢聚长治”
慰侨演出在山西长治落下帷幕，至此，“亲情中华·走进侨
乡”慰侨演出团在吉林和山西的演出完美收官。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吉林松原市、永吉县，山
西高平市、长治市，从白雪皑皑、千里冰封的松花江畔到雾
雨迷蒙、春意萌动的太行山麓，仅一周时间，“亲情中华·走
进侨乡”慰侨演出吉林、山西分团马不停蹄、一路疾驰，足
迹已横跨中国两个省份的4座城市，与当地侨界群众共话新
春、祈福新年。

图为民俗舞蹈《喜酒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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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3月1日电（记者孙少
锋） 由中国侨联与国务院侨办联合
推动，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负责组
织协调编纂，广东、福建、广西、
云南、海南、江西、吉林七省区侨
联及 84 个华侨农场参与编写的 《中
国华侨农场史》 出版发布会今日举
行。该书从策划组稿到编辑出版历
时 4年，共八卷七本 298万字，是探
究归难侨和华侨农场历史的权威读
本。中国侨联副主席乔卫出席发布
会并讲话。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所
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张春
旺主持发布会。

本书完整记录了在中侨委、外
交部、交通部等各部门统筹、协调
和领导下，设立华侨农场接待、安
置归难侨的前后始末，党和国家帮
助归难侨解决生产生活问题出台的
各项政策和措施，侨办、侨联长期
的送温暖活动以及对困难归侨侨眷
的帮扶机制；真实记载了全国华侨
农场的 20 多万归难侨在异常艰苦的
条件下，用自己的双手艰苦开垦荒
山荒地、开辟生产生活新天地的创
业历史，客观反映了华侨农场把握
时代需求，不断深化改革的奋斗历
程；本书把几十年来全国 80 多个华
侨农场创立、发展、改革的历程，
进行全方位、全过程、全视角的梳
理概括，认真分析了华侨农场改革
的成败与得失，探讨了华侨农场深

化改革和发展的思路，堪称是侨史工程的精品。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编纂者在国务院侨办的

指导帮助下，查阅了大量的华侨农场文件档案；深
入广东、福建、云南、海南、江西等省区 20多个华
侨农场开展实地调研，搜集一手资料；多次与华侨
农场工作的负责人以及华侨华人领域的专家学者召
开论证会，进行科学论证与意见征询。

乔卫在发布会上强调，侨联是侨界群众自己的
组织，为侨服务、维护侨益是侨联的根本宗旨。华
侨农场改革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部分农场和
归侨侨眷仍然面临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下一步，
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要求，与
侨办等有关部门共同努力，继续做好侨界脱贫攻坚
工作，开启华侨农场的发展新征程！

图为发布会现场。 胡修雷摄图为发布会现场。 胡修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