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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必思源

近日，“2018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
根之旅’春令营”鹰潭营开营，来自泰国曼谷
的 80 余名青少年，在“中国道教祖庭”江西
鹰潭龙虎山开展为期 10 天的“寻根问道之
旅”。

开营仪式上，江西省鹰潭市外侨办主任
谢雯表示，希望营员们多看、多学、多思、多
想，不仅要寻炎黄血脉之根、华夏精神之根，
更要寻中华文化之根。

著名侨乡泉州市近年开展并深化“泉籍
精英故乡行”活动，通过“以老带新”的形
式，引导海外华裔新生代常回家看看，维
系好他们对泉州的亲情乡情，增强对家乡
的归属感。泉州市外侨办邀请了菲律宾总
统中国特使、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董事长施
恭旗家族成员一行 23 人回乡省亲谒祖、考
察访问。

有报道称，帮助人们追踪家谱的服务正
变得越来越受欢迎，而展示社会知名人士寻
找家族渊源的电视真人秀节目或许助长了
这种趋势。荷兰籍华人李伟汉是首批“尝
鲜者”，成功通过民间力量的帮助找到自己
的祖籍地。

在过去的几代人当中，有的海外华人
往往把过去视为一个黑盒子，为了在陌生
的外国世界中保持低调，华人的故事被紧
张焦虑的父辈密封起来。但随着新一代海
外华人日趋成熟，如今许多人正在寻找线
索，以寻觅自己随着时间而消逝的身份。

血脉情牵牵

根是义乌精神。
“义乌十八腔，隔溪不一样”。在海外生

活了 18 年的王雪琰再次回到家乡义乌，感
觉“不一样”的绝不仅是乡音。

“义乌是个小城市，但如今这个人口不
过百万的城市居然已是高架林立！”当谈及
家乡，王雪琰不由感慨道，“虽然我在少年时
期就离开了这里，但这座城市一直是我的
根。老家条件并不优越，父辈们却通过自身
的勤劳，努力，创新，敢闯敢干的拨浪鼓精
神，把这座小城建设成了国际小商品城而享
誉世界。”王雪琰为家乡的变化而自豪。如
今，她已是智利义乌海外企业联合会会长。

“现在的家乡是被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
强总理多次关怀并且寄予厚望的城市，担负
了很多试验性的任务。我非常期待能在这
发展浪潮中参与义乌的发展和建设。近年
来，我正努力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义乌和南美
的经贸往来。义乌人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
程中或许需要加强适应，但我希望家乡人能
快速进入角色，抓住发展机遇，把义乌建设
得更好！”身为智利侨领，王雪琰在推进个人
事业发展的同时一直不忘为家乡建设出力。

根系湘土情缘。
“给人当了大半辈子导游，不想老到走

不动了连家乡都没‘游’过。”年近花甲的马
来西亚地接导游罗永诚今年清明节终于在
一个热心中国游客的帮助下回到祖籍湖南
湘潭，可惜没能找到老家的具体位置。

“离家的时候太小,只记得祖坟在有映
山红的山顶，父亲让我不论找不找得到祖
坟，有生之年一定要回去看看。”罗永诚伤感
地说。

湘潭的丘陵起起伏伏，如今鲜有砍柴
人。山林早已人迹罕至，茂密的灌木掩去了
厚厚的历史。

“我去了毛泽东故居，终于当了回‘游
客’，很荣幸跟伟大的毛主席同乡。”罗永诚
带着浓厚的马来西亚口音说道，“虽然找不
到老宅了，但故乡的土地让我感到踏实。看
到家乡的茶树、溪流，我也感到十分亲切。”

“父亲一直跟我说要落叶归根，但他老
人家却没机会看到如今的家乡了。”罗永诚
哽咽道。

这些年，罗永诚在马来西亚接待了无数
个中国旅游团，他不仅给人介绍马来西亚的
风土人情，还时常向中国游客打听家乡的变
化。然而几十年过去，故乡早已沧海桑田。

根在彩云之南。
华侨大学学生黄富成在缅甸出生，回国

后一直想回到母亲的故乡云南。“从小母亲
就让我坚持上华语课，我的课程比其他同学
多出一倍。在家也必须说中文，我现在十分
感谢母亲，因为我确实爱上中国文化了，比
如清明祭祖的习俗就十分有趣。”

“虽然我还没真正去过云南，但会经常
在地图上寻找她，祖籍的位置在我心里已经

很熟悉了。我也经常在网上浏览当地的风
景图片，十分向往能尽早亲眼看一看。”

“问根”引“寻根”

“我是谁，我来自何方？”“寻根”之旅往
往由这简单的问题开启。惦念的，或许是义
乌的江流；难忘的，或许是湘土的烟叶；向往
的，或许是滇池的清丽。但对海外华人而
言，故土始终是心田温暖的一隅。

“‘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
乌精神在义乌人身上有着极为鲜明的烙印，
也烙在我身上。父辈们走南闯北，走出国
门。虽然文化不高，语言不通，但终于在海
外闯下一片天。家乡的生命力是强大的，不
论我走到哪里都被这股强大的力量深深吸
引。”王雪琰无不动情地说。

“父亲告诉我他小时候练习毛笔字，去
马来西亚后还坚持过中国的节日。我希望
我的孩子今后也能回到中国，学习丰富湘土
文化。”罗永诚表示想去岳麓书院参观，虽然
中国传统文化懂得不多，但心向往之。

“我始终记得自己姓‘黄’，炎黄子孙的
后代，不论走到哪里，中华文化都是吸引我
回家的动力。”黄富成很享受在华侨大学的
学习，想珍惜在中国的时光，更深入地了解
中华文化。

海外华人掀“寻根”热潮

乘风破浪而去，认祖归宗而来
孙少锋 刘雨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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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首 《忐忑》 风靡全国的新艺术歌唱家龚琳娜，
在“魅力中国”美国巡演中为西雅图华人和美国观众带
来传统与现代交相呼应的艺术盛筵。

龚琳娜在 4 月 2 日西雅图贝纳罗亚音乐厅的演出
中，带来了经过她的德国丈夫老锣改编的云南民歌《小
河淌水》，并以高超的演唱水平一人分饰三角地演绎了
歌曲《山鬼》。

给观众传递精气神

龚琳娜在艺术表现上一直给人自由自在的感觉，本
人也挺随和。她说，“我希望自己可以选择要演唱的曲
目，而且希望选择首唱，有自己独到的曲目。”

龚琳娜觉得自己更喜欢的是艺术创造力和创新性。
她提到，在国内甚至世界范围内，西方的古典音乐有很
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地位。西方有无数作曲家，作曲家
创作了大量作品，所以钢琴家、小提琴家永远有弹不完
拉不完的作品，这些作品就是他们的财富。但是近几百
年中国却缺少这样的作曲家。作曲家一定得学会原创，
而不是改编。

自由的创作氛围给予了龚琳娜无限的热情。龚琳娜
指出，听她的演唱会一定要在现场，“因为大家都说我
唱的是神曲，那就来领略一下神曲到底‘神’在哪”。
龚琳娜觉得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讲的精气神，现场才能
感受到什么是出神入化。

兼具传承与创新

2002年，龚琳娜与作曲家老锣在北京不期而遇，组
建室内乐形式的乐队，一起努力将中国的音乐传播到世
界各地，让全世界的听众欣赏到中国音乐之美。

起初很多演出缺少人手，音乐会只有他们两个人来
完成，反响不佳。龚琳娜意识到，中国音乐在世界上还
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的艺术家和代表人物，他们
要做的就是去开拓这条路。

于是，龚琳娜开始将传统和现代融合在一起，《忐
忑》《静夜思》《小河淌水》《山中问答》 等作品应运而

生。龚琳娜希望以高级的艺术的歌曲来传唱中国的传统
文化，“舒伯特把席勒、歌德的诗写成了艺术歌曲，流
传世界。如果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的唐诗、宋词、楚
辞、诗经，唱出来，不也可以广为流传吗？”龚琳娜决
定要唱出中国语言的音乐魅力。

在这条新艺术音乐道路上，龚琳娜离不开她独一无
二的团队。其中有民族乐器笙、笛子、中阮和扬琴，也
有西洋乐器大提琴和手风琴。

乐队配置中，特地多用中国乐器。龚琳娜希望能够
带动更多的中国歌手使用中国乐器，让中国音乐真正立
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上。

为理想永不言弃

龚琳娜透露，目前正在创作二十四节气歌。她非常
愿意跟美国的或者全世界最优秀的交响乐团、流行音乐
的歌手等合作。合作的同时，还可以有文化交流，也能
够真正地把中国的音乐从原本的环境里推出来。龚琳娜
希望可以成为一个被世界尊重和认可的中国歌唱家。

龚琳娜说自己有了一个理想后，就永不放弃，一直
要为理想而奋斗。但是真正的理想应是文化也是艺术。
哪怕有一天她会老去，嗓子松了，声带也没有那么大张
力了，但是她可以唱更有深度的有关生命的歌曲。龚琳
娜希望活到九十九岁就唱到九十九岁，永远不要离开音
乐事业。

龚琳娜：在西雅图唱响“魅力中国”
崔依依 姜洁冰

时间涤荡着青春的艳丽，岁月沧桑了年轻的浮
华，光阴荏苒过红尘的喧嚣。一代代海外侨胞老去，
但一代代华人血脉延续。不论年复何年，故土情缘难
以割舍，祖籍根基不可动摇。

战火纷飞的年代，有人流亡海外；贫苦艰辛的年
代，有人远渡重洋；国泰民安的当下，亦有人纵横四
海。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
对故乡的思念，是根植于华人血脉的“基因”。近年
来，受益于愈发便利的出入境政策，越来越多海外华
人来华寻根溯源。

纽约举办“华埠地球日”

纽约华埠共同发展机构联手纽约市交通局以
及市议员陈倩雯办公室 4 月 15 日于华埠举行“第
七届华埠地球日”，本次的活动还创新性地结合了

“周末漫游元素”，以意义非凡的活动与精彩的文
娱表演结合，将环保活动打造成社区同乐日。

当日的活动获市交通局批准封街庆祝，主办
方在爱烈治街的中心设置表演舞台，有来自社区
的文艺团体为民众现场精彩的演出。

英华人庆“壮族三月三”

近日，由英国广西总商会、英国华夏文化协
会主办的第五届英国壮乡三月三·国际壮乡旅游文
化节在伦敦举行，壮族大秀场、竹竿舞、壮家美
食盛宴等精彩活动轮番登场，吸引了英国各界的
关注。

居住在曼彻斯特大区及周边城镇的华人，有
许多是来自南宁、柳州、河池、百色的广西籍华
人。他们聚集在老特拉福德球场——曼联主场广
场外，唱着《广西尼的呀》，载歌载舞，向英国民
众宣传推广“壮族三月三”。

新加坡将展华人发展史

近日，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建文物馆展出从
中国广东南来华人近200年的历史与文物。配合新
加坡文化遗产节的举行，文物馆 4 月 22 日将提早
开放给公众参观，并提供中文普通话、英语、粤
语的导览服务。

耗资超过 60万新加坡元打造，并获新加坡国
家文物局部分拨款资助的文物馆占地面积约550平
方米，其中270平方米是室内展览馆。

悉尼艺术团纳艺术之才

悉尼华星艺术团针对年轻歌手举办的 《我用
创意上华星》 才艺展示文艺晚会，4 月 15 日晚在
悉尼举行。

当晚，在悉尼华星艺术团声乐导师蔡妙甜的具
体策划安排下，近三十位“华二代”年轻人用自编、
自导、自演的创意节目展示了自身的才华，表达了
内心的愿望，倍受华星专家委员们和观众的喜爱。

晚会节目包括 BBKB 帅哥乐队、涛涛歌曲原
创、蕾朵女童组合、民歌组合、潮音盒歌舞、舞台剧
片段表演、少女“和弦”4人组合等等。

（均据中国侨网）

华 人 社 区华 人 社 区

青田是全国著名的侨乡，现有华侨
华人 33 万，分布在世界 128 个国家和地
区。如今，他们在做好事业的同时，又
深情牵挂家乡的发展，不忘反哺家乡，
热心公益，捐款捐物，为家乡的各项事
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4 月 17 日下午，在侨乡青田的高市
乡黄镇村，一场传递侨界暖暖正能量的
爱心捐款行动正在温情进行。

在村干部的带领下，中共青田县委
统战部副部长、县侨联党组书记张伟
华，高市籍知名爱国侨领章志光等一行
带着侨界的慈心善意，来到了身患重症
的侨眷王先生家中。亲手将高市籍海外
华侨及友人、青田县民政局、青田县慈
善总会、高市乡人民政府以及黄镇村民
等各方筹集的善款送到了王先生的父母
手中。

据悉，王先生的父亲曾得胃癌，前
年遭受一起交通事故后又丧失了劳动能
力，母亲在不久后也查出痛风、心脑血
管疾病。今年3月份，退伍后一直要强好
胜的王先生被检查出患了严重的肺结核。

在得知王先生一家的遭遇后，同村
村民罗建南 （西班牙华侨）、罗金英等人
通过网络发起了为王先生募捐医疗费的
活动。

目前，超过 1000 人次参与了此次爱
心接力，已筹集医疗款超过100000元。

4 月 11 日，在青田县侨联牵线和精
心安排及在县侨联主席叶毅青等人的陪同下，意大利艾米
利亚华人企业协会会长赵正勤一行来到了侨乡青田县季宅
乡学校参加“心系故土情系教育旅意华侨捐赠校服暖桑
梓”捐助仪式，为季宅乡学校同学们捐赠了695套校服，为
家乡教育事业奉献爱心，鼓励同学们好好学习。季宅乡党
委书记林一玲、季宅乡学校校长季胜军及全校师生参加了
捐助仪式。

近年来，在青田县的各项公益事业中，都活跃着海外
侨团和华侨的身影，意大利艾米利亚华人企业协会就是其
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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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龚琳娜参加广东珠海举行的第五届“天下贵州
人”活动。 (来源：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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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6 日首届“金筷子”全英东方美食大奖颁奖礼在伦敦
举行，开启了英国东方美食评选的先河。当晚，英国知名华
人、东亚食品超市泗和行创始人谢贵全因为近60年在饮食业和
在英国社会推广中餐美食所作的贡献而获得“终身成就奖”。

此外，由奖项创办人评定的“美食杰出贡献奖”颁给了国
际知名华裔星厨谭荣辉，“商业杰出贡献奖”由皇朝集团获得；

“英格兰最佳东方美食餐厅”由伦敦创意川菜馆锦里获得。
图为英国华裔主持人 （左） 和英国华人工党主席梁辛尼

（右），为国际知名华裔星厨谭荣辉 （中） 颁发“美食杰出贡献
奖”。

（来源：《欧洲时报》）

首届“金筷子”东方美食
颁奖礼在英举行

首届“金筷子”东方美食
颁奖礼在英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