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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走两会 心系太极

2018年中国两会，洪卫国很忙。
作为列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

35位海外侨胞代表中的一员，洪卫国是新
西兰侨界唯一一位代表。而作为太极拳的
传承人和受益者，他有备而来。

建议中国太极拳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建议联合国设立“世界太极日”，
建议在国外设立太极拳学院……洪卫国的
提案离不开太极拳。他认为，太极拳在当
代中国承载着国内培育和国外推广两大社
会功能。

他建议，在国内，将太极拳融入到中小

学的教育教学中，既能强身健体，提高德育
修养，又能护身防卫、健康养生，并通过国
家层面的比赛，提升社会关注度；在海外，
成立“太极学院”，通过民间力量，在世界各
国进行培训和推广，使太极拳不仅融入海
外中国文化中心、华文学校和华人社团等，
更融入住在国的主流社会。

列席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洪卫国每天
清晨在驻地宾馆教授太极拳，带领侨胞代
表和政协委员们一起锻炼。“密集开会，用
脑用心用力，难免会疲惫。”太极拳在此次
两会期间大受欢迎，这让他很有成就感。

为太极拳鼓与呼，洪卫国绝非一时兴
起。早在 2006 年，他以“太极拳专家”
的身份被新西兰政府授予永久居民的荣
誉。2012 年，他远离令人艳羡的商界事
业，开始了一项公益事业——在全世界免
费传播洪式太极拳和健身气功，以拳会
友，弘扬中国国粹。

“每年，我有一半时间在世界各地大
学和孔子学院公益教授太极拳。”为传播
中华武术，弘扬中国太极拳文化，洪卫国
几年来四处奔走忙碌。如今，他的弟子遍
及海内外。

因材施教 海外授拳

“因为文化差异，教外国人太极拳必
须因材施教，要用外国人乐于接受的方
式。”洪卫国说。

2015年，在新西兰中国文化中心成立

仪式上，惠灵顿市长西莉亚·韦德布朗女
士脱下高跟鞋，现场跟随洪卫国体验了一
把太极拳。作为一个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的市长，西莉亚·韦德布朗告诉洪卫国，
她最看重太极拳里蕴含的“天人合一”的
环保精神。

立身中正、和谐平衡、匀称健美、物我
两忘，是洪卫国给围观他打拳的外国人留
下的印象，也令外国人对太极拳啧啧称奇。

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曾向洪卫国学
习太极拳。他说：“学习太极拳能放松身
心，就像印度的瑜伽一样。”洪卫国不仅
教约翰·基太极拳，也向他讲解中国传统
文化。

“国外很多人称我‘民间大使’，我很
自豪。海内外并不缺纯粹的太极拳拳师和
教练员，但在国外推广太极拳，只会打拳
是远远不够的。”洪卫国说，以太极拳为
文化载体，讲好中国故事，是他的使命。

“每到一个国家，我会先通过办公益
讲座的方式，吸引公众了解太极拳，然后
再办班教学。每年我们会组织专业集训，
选拔出一批精英学员。”洪卫国说，这些
精英学员会在世界各地设点教学，把太极
拳教学常态化。目前，洪卫国团队已在世
界范围内培训了几万名太极拳学员。

难忘师恩 弃商从“拳”

2012 年，年仅 42 岁的洪卫国选择激
流勇退，退出如日中天的商界事业，一头

扑进太极拳的公益推广事业。对他这一选
择，很多人表示不解。

洪卫国为何对太极拳抱有如此执念？
“只为恩师洪均生先生的遗愿：让太极拳
为世界人民的健康事业作贡献”，难忘师
恩是他弃商从“拳”的强大动力。

其实洪卫国与太极拳结缘，纯属意
外。

“因自幼学少林‘怀师拳’，为改变命
运，我迫切想成为武打明星。”上世纪 90
年代，在山东师范大学读书期间，洪卫国
偶然得到在学校体育系武术专业蹭课的机
会，他万分珍惜。然而不幸，一次训练，
他不慎摔倒扭伤，又因误诊，耽误了最佳
治疗时间。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在洪卫国深
陷绝望之际，命运向他抛出橄榄枝。

因没钱做手术，腿伤一天比一天严
重，洪卫国四处寻医问药。辗转中，经济
南少林拳名师朱宪章介绍，他登门拜访太
极拳大师洪均生并被收为义孙，从此开始
自己的太极拳人生。

“太极哲理是爷爷笑对坎坷人生、平
衡现实与理想的途径。”从爷爷洪均生身
上，洪卫国学到的不仅是太极拳的拳理、
拳法，更是融会贯通的为人处世哲学。

“知止而后定，定而后静，静而后
安，安而后得。”恩师的教诲让洪卫国决
定修炼自己“知止”的功夫。

“一辈子一套拳，我要把太极拳文化分
享和传播出去。”洪卫国坚定地说。他是以
传教士和苦行僧的精神推广太极拳。

洪卫国：“我在海外教太极拳”
本报记者 贾平凡

个头不高、结实板正的身材，休闲羽绒服下
是挺阔的中山装，一张不苟言笑的脸，脚步缓慢
却有力，相貌平常但威风凛凛。这是洪卫国从全
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列席代表驻地走出来接受
采访时，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从一穷二白的山东省寿光县李二村村民，到
在新西兰拥有自己的农场；从接受少林“怀师
拳”的武术启蒙，到成为洪氏太极拳传承人……
洪卫国的人生堪称“开挂”。翻开他光鲜的履历，
在惊叹“传奇”的同时，人们也会看到太多“不
容易”。

千帆过尽。对洪卫国而言，任何一处曾经停留
之地，都是他人生地图上的一个坐标；任何一种身
份，都只是人生舞台上的一个角色。唯一不变的，
是他对太极拳的初心和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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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卫国在新西兰华文学校教孩子们太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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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华人喜迎国际幸福日

近日，为庆祝国际幸福日，阿联酋迪拜启动了为
期 5 天的系列社会文化活动，约 2000 人参加了当天在
市中心商业区举行的嘉年华大游行。

来自迪拜本地和其他地区的居民、音乐家、艺术
家和儿童等组成多个方阵，载歌载舞，五颜六色的服
饰、气球和彩带把游行队伍装点成一条流动的彩色长
龙。参与中国方阵的华侨华人还进行了舞龙、功夫等
表演。

游行队伍中，不少人打出“幸福”、“乐观”的标
语，倡导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为提升国民幸福感，阿联酋 2016 年 2 月改组政府
成立幸福部，并任命一位女性担任首位幸福国务部长。

（据新华社电）

澳华文写作出版日渐繁荣

澳大利亚华人三本新书发布会日前在悉尼大学举
行。新书获得澳大利亚华人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好
评，显示在澳华人华文写作和出版的日渐繁荣。三部
作品分别为黄惟群的《偏见集》、渡渡的《文学，我的
另一种存在》和洪丕柱的《无处不在的文化》。

发布会上，《偏见集》作者黄惟群说，文学评论就
是文学鉴赏，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落到实处、化繁为
简的作品分析，希望自己的文学评论能为推动中国文
学的正常发展起到一点作用。文艺评论家吴中杰表
示，《偏见集》 针对一些文学现象敢于提出自己的见
解，实属难得。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本书籍均受澳大利亚南溟出
版基金会资助出版。南溟出版基金会扶植澳华文学创
作，每年资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华文作家出版著作，
至今已持续15年，受资助作家达到24位。

（据中新社电）

南非客家联谊会会长就职

3 月 17 日晚，南非客家联谊会第五届会长、理监
事就职典礼在太阳时代广场娱乐中心举行。温耀滨就
任第五届会长，中国驻南非大使馆领事部副主任谢炎
村，驻约堡总领馆副总领事屈伯勋、领侨室主任买欣
全，南非各侨团负责人，当地企业负责人及来自南非
各地的华侨华人近千人参加典礼。

南非客家联谊会的前身是一个世纪前就成立的
“南非梅侨公会”和“梅县同乡会”。新南非成立后，
为加强新老客家人的团结互助，在荣誉会长李铿发先
生倡议、李凤光先生的领导下，于 2005 年 8 月成立了
南非客家联谊会。

温耀滨会长在就职演说中表示，作为新一届会
长，他将勇担责任、尽心尽职、不负众望、不辱使
命，带领南非客家联谊会秉承前辈优良传统，以弘扬
客家精神，传承客家文化为己任，广泛团结侨社，融
合、回报当地社会，为祖国和家乡的繁荣昌盛，为增
进中南两国友好交流与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来源：中新网）

全国政协会议上有一个特殊
群体——海外列席侨胞，他们来
自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虽不能
提交提案但同样可以建言献策。
海外侨胞视此为“一次列席，终
生荣誉”。

今年，有来自 25 个国家的 35
位海外侨胞列席政协会议，其中既
有在当地侨界德高望重的资深侨
领，也有年轻的华裔新生代。他们
在政协会议上参加沟通交流，见证
着祖（籍）国改革前进的步伐。

参加完一天忙碌的会议，全
挪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共同会长
马列并没有闲下来。他每天晚上
都要在几个挪威华人微信群里开

“小会”，将白天列席“大会”时
了解的有关政府工作报告、“两
高”报告、宪法修正案草案等讨
论信息传递给侨胞。

“这样可以让更多海外侨胞了
解中国的发展和全国政协五年来
的工作成就，群里的小伙伴们听
了之后很受鼓舞。”马列说，“微
信群里的侨胞们也会把他们关心
的涉侨问题反馈给我，我整理后
在第二天的小组讨论会或联组会
上帮大家提出来。”

21 年前，徐静波作为 《日本
时报》 副总编，第一次采访全国
两会。他说，“当时到北京采访两

会的外国媒体记者并不多。”
“如今，采访两会的外国记者上千名，大会开闭幕式

及全体会议、例行新闻发布会、团组审议和分组讨论、
‘部长通道’……大量采访活动都对外国记者开放。”徐
静波认为，这显示中国更加开放和自信，也受到国际社
会更多关注。

现任日本亚洲通讯社社长的徐静波说：“这一次我的
角色变了，作为全国政协邀请的海外列席侨胞，感觉自
己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国家政事的参与者。”

在受邀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侨胞中，有几位年轻身
影。

40年前，当深圳还是一片荒凉的小渔村时，泰国华
商谢国民就在深圳建立了正大集团，成为中国改革开放
后第一位在华投资的外商。如今，谢国民长子、正大集
团董事长谢吉人走进全国政协会场，他认真倾听，不时
记下笔记。“我就是来学习的。”他笑着说。

作为列席侨胞中的侨二代，侨鑫集团董事兼执行总
裁周子涛对华裔青年的教育问题尤为关注。他提到，华
裔青年在海外成长和接受教育，目前在很多国家的大城
市还缺少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国际学校，这一遗憾希望
能够得到弥补。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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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20年前做摄影记者的弟弟林佑生偶然拍到
一张照片，在师范学院教书的林韶华本该在马来西亚沙
捞越州古晋市享受安逸的退休生活。但现在，76岁的她
依然为80多年前的一段历史忙碌着。

这张照片的主人公张天赐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
南洋华侨回国机工服务团 （南侨机工）。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期间，3200多名南洋华侨响应号召，回国担任汽车驾
驶员和技术工人，为保障滇缅公路的国际运输线作出重
要贡献。

南侨机工祖籍地不同——海南、福建和广东，背景
各异——既有富家子弟也有普通人家。他们中的1000多
人长眠在滇缅公路，但和飞虎队、远征军相比，南侨机
工的名字却鲜为人知。

林韶华的祖父早年间从广东潮州下南洋到古晋做生
意，子孙后代都留在了马来西亚，祖父却在晚年选择回
到中国终老。谈起这段家庭背景，身为沙捞越华人学术
研究会会长的林韶华表示，在马来西亚出生的后辈们很
难理解祖先的情结，但正是这种情结让数千名南洋华侨
放弃了相对优渥的生活，回到祖国参加抗战。

林韶华和丈夫房汉佳将张天赐的故事刊登在当地报
纸上，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并开始认识到事情的重要意
义——机工们大多年事已高，如果不趁早追寻他们身上
的故事，这些英雄可能永远被埋没。

寻访南侨机工并不容易。由于年代久远，机工们的
资料并不完整。林韶华没有轻易退缩，她和丈夫尝试电
台广播、登报寻人等多种形式，而最有效的还是到老人
们经常聚集的茶室实地走访和打听。通过这种方式，他
们确认了沙捞越94位南侨机工的身份，并将其中5位南
侨机工的故事集结成《英雄的故事》一书，这其中就包
括沙捞越州伦乐镇的百岁老人李亚留。林韶华说，近年
来南侨机工们一个个离世，李亚留是目前唯一一个居住
在海外的南侨机工。

林韶华近日看望了李亚留，老人大部分时间需要卧
床休息，但精神依然矍铄。他的女儿李美娟说，老人以
前从来没有提过“南侨机工”的事，如果不是林韶华的
研究，她可能一直不知道父亲“冒死独行、躲过炸弹、
识破间谍”的事迹。近年来，参与林韶华寻访工作的人
越来越多，光是在沙捞越华人学术研究会就有 20多人，
南侨机工的故事也渐渐被更多人知道，广东、云南等地
的研究人员也多次到马来西亚寻求相关方面的合作。
2014年，在林韶华的努力下，李亚留和另外 3位南侨机
工一起，时隔80年后，再次回到了昆明，老人的夙愿得
以达成。

除了书写华侨机工的故事，林韶华还经常收到机工
后代帮助寻亲的求助。2012 年，她仅凭“军人宿舍”

“一条小河”这两条线索，就帮助南侨机工方玉明的遗属
找到了中国大理的亲人。

林韶华说，能坚持做下去并不容易，有段时间甚至
要拿养老钱出来，丈夫2010年去世更让她失去了志同道
合的战友。不过，她表示，支撑自己做这份工作的是一
份记录历史的使命感，也因此得到不少人的认同和帮助。

在林韶华看来，历史只有记录下来，后辈们才能知
道。“和吉隆坡、怡保相比，我们沙捞越和古晋并不出
名，但我们也有自己的英雄，为什么不发掘出来呢？”她
说。 （据新华社电）

林韶华：发掘南侨机工英雄史
刘 彤 朱 炜

图为3月1日，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州伦乐镇，林韶华
介绍南侨机工李亚留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朱 炜摄

3 月 17 日晚，一年一度的开普敦
狂欢节巡游在南非开普敦举行。具有
浓郁中国文化风情的华侨华人方阵闪
亮登场，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图为在南非开普敦市，当地华侨
华人进行舞狮表演。

阿曼多·赫达德摄
（据新华社电）

开普敦狂欢节
再掀“中国风”
开普敦狂欢节
再掀“中国风”

洪卫国在教日本友人学太极拳洪卫国在教日本友人学太极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