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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旦净末 感受魅力

就读于你好中文学校的陈紫昕是134名
华裔小营员中的一员。在今年夏天参加

“寻根之旅·魅力北京”中国戏曲学院戏曲
营之前，她对中国传统戏曲了解很少。通
过 15 天的戏曲体验之旅，她逐渐走近戏
曲，并培养出兴趣。陈紫昕尤其喜欢身段
课程中学习到的云手动作。她说，一开始
练习很困难，但熟练以后，对着镜子，自
己能感受到其中独特的美感。

来自日本同源中文学校的领队老师杨
悦说，她和孩子们整个体验过程都是“累
并快乐着”的。刚入营，她所带的团队中
有3个孩子学习热情并不高涨，可随着戏曲
体验项目逐个开展，他们被戏曲的魅力所
吸引，和小伙伴们一起融入到丰富多彩的
戏曲营活动中了。

中国戏曲学院团委书记姜华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介绍，为了让戏曲营激发孩子们
的兴趣，今年在课程设计上更注重体验式
学习的方式。体验项目包括观摩戏曲剧
目、戏曲服装及化妆、戏曲身段及唱腔训
练和有趣的脸谱绘制活动。

近日，在洛杉矶，由美国中国风艺术
协会主办的 2018“华梦计划”洛杉矶少儿
京剧班结业展演举行。在展演上，华裔小
学员们为现场观众带来了 《梨花颂》《三家
店》《贵妃醉酒》 等多个京剧经典节目选

段，展示了6周来的学习成果，引
得全场拍手叫好。

中国国侨办外派教师、菲律宾
红烛华文教育基金会咨询委员张杰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介绍，相比于单纯的语言学习，
戏曲、武术等文化体验项目更受华裔孩子们
的欢迎。近年来，各省市侨办组织了不少富
有地方特色的“寻根之旅”活动，给华裔青少
年近距离了解中华文化提供了机会。

方式内容 创新传播

鉴于不少华裔青少年之前对戏曲艺术
接触较少，如何在第一课上就让他们对这
门博大精深的国粹产生兴趣呢？多年来担
任戏曲营课程指导老师的中国戏曲学院副
教授李艳华有一套。

在正式上课之前，李艳华通常会先和
同学们有一个交流式的戏曲知识问答。在
活跃的问答中，同学们不仅初步掌握了戏
曲知识，而且逐渐对其产生了兴趣。

为了让同学们集中领略戏曲演员在舞
台上的形体动作美，李艳华还展示了不同行
当的身段特点。“再比如传统戏曲中程式化
地表现开门、关门、上下楼梯，这些都和我们
日常的动作不同。”这些生动的肢体语言，配
合着老师的讲解，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

激发一时的兴趣不难，可要让戏曲作
为中国文化的名片走入华人社会、普及开
去，李艳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坦言，这是

有难度的。最主要的难点在于要让生活在
海外、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新生代对
戏曲艺术产生一种认同感。

对戏曲艺术的传播者而言，这就需要
他们利用自身专业知识与创新能力，在华
侨华人的文化背景与中华戏曲文化之间寻
找一个连接点。华裔新生代喜闻乐见的各
类大众传媒在其中大有可为。多种新兴媒
体能最大限度地超越时空限制，也有利于
将中华文化传播给更多的海外朋友。

要实现文化认同，还离不开戏曲创作
者的努力。要结合时代特点创造更多优秀
的戏曲作品，让华裔青少年自然而然地靠
近戏曲，进而从作品本身感受到戏曲艺术
的魅力。

今年戏曲营期间，曾参加上届戏曲营
的几名营员来到北京，专程看望了志愿者
和老师们，并就如何深入学习戏曲表演与
文化向老师讨教。一批又一批小营员从这
里走出，成长为传播中华文化的新生代力
量。中华文化的创新传播未来可期。

理解文化 留住根脉

戏曲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
既蕴含深邃的中国传统智慧，又带有中华
民族独有的美学品位。身在海外的华裔青

少年们了解戏曲，对他们深入理解中华文化
很有帮助。

在海外，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交融
过程中始终保有自身鲜明的特征。张杰
讲述，多年前他结识的一位菲律宾裔的
企 业 家 ， 将 自 己 的 孩 子 都 送 去 华 校 读
书，目的却不是为了学习华语。这个父
亲道出了当时作出这个选择的初衷：“华
文学校教给孩子们要有礼有节、孝亲敬
长，这些可贵品质对孩子个人发展与修
养很有帮助”。

今天，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家长选择
尽可能早地让孩子接触中华文化，在融入
当地的同时，传承中华传统的优秀品格。

当前，中国文化吸引力的增强，国家
软实力的提升，背后是中国不断发展与持
续开放。掌握汉语、了解中华文化已经成
为海外华侨华人在升学、就业以及国际交
流时的一项重要技能。

李艳华表示，了解中华文化的意义更
在于，可以让这些身处异国的炎黄子孙，
不忘华夏根脉，寻找到一种归属感。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所在。”张
杰说到中华文化在华人社会中传播的意义
时指出，“很多泰国的第二、三代华人今
天仍在过中国传统的节日，参加具有中国
特色的祭祀活动。尽管他们可能一句华语
也不会说了，但是他会说自己是中国人。”

“国歌奏响的一刻，我激动万分。”印尼归
侨陶金汉回忆起在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
会上为中国队夺冠一刻时表示，这是他一生
的骄傲。

2018 年 8 月，北京奥运会举办十周年
整。体育强国是广大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
的共同心愿。

陶金汉是中国第一代击剑人。1966
年，在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陶
金汉作为中国唯一一名击剑运动员，在男
子佩剑个人比赛中以五场全胜的成绩夺
冠，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际级击剑赛事中
升起。

陶金汉还是中国第一名国际级击剑裁
判员，多次任国家击剑集训队教练，培养
出亚洲冠军、全运会冠军、全国个人及团
体冠军等多批优秀运动员。

如今，83 岁的陶老白发苍苍，却依然
精神矍铄，坚守在击剑推广、教学一线。
他表示，有幸见证祖国日益强盛，于愿足
矣。余生只想培养更多击剑人，看中国击
剑越来越好。

许多侨胞为中国体育慷慨解囊。新中
国成立以来，侨胞所捐赠的大型体育设施
不胜枚举，其中最为人乐道的，当属由107
个国家和地区的 35万港澳台侨同胞，捐资
9.4 亿元人民币建设的国家游泳中心——

“水立方”。
“大家的热情，完全可以用‘争先恐

后’来形容。”纽约北京同乡会创会会长侯
建利说，“有机会为民族盛事尽一份力，是
我们的荣耀，与金额无关，水立方凝聚的
是每一个海外儿女的惦念与情意。”

曾有华侨华人为宣传中国体育走遍四
海。北京奥运前，博茨瓦纳中国和平统一
促进会暨华人慈善基金会会长南庚戌曾发
起“龙行天下耀中华”活动，历时百天，
跨越非欧亚三大洲，行近4万公里，从好望
角出发抵达北京。南庚戌说，“这是一趟奥

运之旅、爱心之旅，更是一趟友谊之旅。”
还有不少华侨华人为中国体育心手相连。中国侨联顾

问、中国侨联原主席林兆枢是北京奥运会火炬手。他说，
2008 年，圣火在海外传递需历经五大洲 19 个国家的 19 座城
市，所到之处，无数侨胞自发前往。

2022 年，北京将承办第 24 届冬季奥运会，成为世界首个
“双奥之城”。侯建利表示，将广邀住在国亲友关注支持北京冬
奥会，为北京冬奥会贡献己力。他说，四年后，要亲眼见证“水
立方”变身“冰立方”，看中国体育再创佳绩，书写下一个辉
煌。

（据中新社电）

湖北首个华教基地落户三峡

近日，“2018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
湖北三峡与土家文化夏令营”欢迎仪式暨湖北省
华文教育基地授牌仪式在三峡大学隆重举行。湖
北省外侨办副主任冯细国出席仪式并向三峡大学
授牌，三峡大学副校长黄应平代表学校接牌。来
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的 90名华裔青少年见
证了授牌仪式。

冯细国在讲话中表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
传统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希望三峡大学
以挂牌华文教育基地为契机，以本次夏令营活动
为开端，扎实开展好华文教育工作。

黄应平表示，首个“湖北省华文教育基地”
落户本校，为海外华裔青少年学习汉语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学校华文教
育工作必将得到更好更快发展。

三亚市侨联开展义诊活动

日前，海南三亚市侨联和三亚华侨医院共同
开展慰问活动，深入基层为侨界群众开展义诊，
并慰问南侨机工遗孀。

三亚华侨医院派出医护人员为100多名侨界群
众免费问诊并赠送药品，获得侨界群众的好评。

在南侨机工遗孀马存芝老人和朱景花老人
家里，三亚市侨联副调研员马玉清详细询问她们
的生活情况及身体状况，介绍了三亚市侨联的工
作情况，并表示党和政府不会忘记当年南侨机工
为抗战胜利所做出的贡献，市侨联将尽力帮助和
解决老人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让他们安度
晚年。

晋江市举办涉侨法律讲座

近日，晋江市举办侨情及涉侨法律法规专题
讲座。福建省侨办侨政处处长林建华、省侨办侨
政处主任科员韩荣和为广大侨务工作者作了精彩
分享，讲座内容包括福建省侨情及发展变化讲
解、《福建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解读。晋江市侨
台外事局副局长陈凌主持讲座。

林建华指出，广大侨务工作者要与时俱进，
牢牢把握新时代对侨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发挥
海外社团的重要作用，做好侨胞的联络服务工作。

（以上均来自中国侨网）

澳大利亚闽侨中心落成

近日，澳大利亚闽侨中心落成典礼在福州举
行，有关部门负责人、福建社团侨界代表百余人
参加活动。

据介绍，澳大利亚闽侨中心致力于打造中澳
商务文化交流中心平台。澳大利亚闽侨中心的落
成，将成为福建民间对接中澳双边商务文化、经
贸往来、旅游教育的一个窗口。

（来源：《福建日报》）

当华裔青少年遇上国粹

感悟文化 留住根脉
杨 宁 贺文翰

这边，华裔少年们为观众呈现的《卖水》等京剧
选段表演，精彩纷呈；那边，女生也不示弱，带来的
折扇团扇表演《凤穿牡丹》，引得全场叫好。

孩子们的身段动作尽管尚显稚嫩，但一招一式已
经有模有样了。每个孩子在舞台上全情投入、享受其
中，更为可贵。

这是日前在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办，北京市侨
务办公室和中国戏曲学院承办的2018年“中国寻根之
旅·魅力北京”戏曲营的闭营仪式上，由华裔小营员们
带来的精彩演出。

在北京、在洛杉矶，华裔青少年通过丰富多彩的
戏曲体验活动感悟中华文化，留住中华之根。

侨 界 关 注

从音乐家到企业家
张 朔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
大幕开启和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很多中国年轻人怀着
梦想，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从此踏上新的人生征途。

张祥华，无疑是这些年轻人中极不平凡的一位。
1980年初春，面容清隽的上海青年张祥华，揣着帕萨

迪纳城市大学音乐专业录取通知书，背着陪伴自己7年多
崇明岛知青生涯的单簧管，第一次登上美国的土地。那一
年，他25岁，全部财产就是口袋里仅有的20美元。

“哪怕什么都没有，我也一定要生存下去。我无法
预知未来，但总能努力向前。”38年后，他已成为身家
过亿的美国著名华裔企业家。而正是这句座右铭，支撑
他走过那些艰难的“至暗时刻”。

张祥华说，来美国后不久，为了付学费，他开始在
课余拼命打工。杂货店的售货员、加油站的收银员、通
阴沟刷油漆的小工、酒店服务员、餐厅服务员……他都
做过。生活的压力压不垮他，但打工期间发生的两件

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第一件事，张祥华在餐馆打工用机器切肉时不小心

切到左手手指造成骨裂，严重影响演奏，无奈终结了自
己的音乐梦想。

第二件事，张祥华去一家餐馆求职时，被同为上海
移民却看不起中国大陆人的餐馆经理歧视怠慢。他非常
愤慨，发誓以后一定要自己做老板，而且要做与人为
善、不欺负任何人、不歧视任何人的老板。

“我的父亲张宝存和母亲方慧琴都是浙江宁波舟山
地区的农民，小时候前往上海谋生。后来，父亲创立上
海滩鼎鼎有名的德胜咖啡行，被称为‘咖啡大王’。我
的血液里流淌着父辈开拓进取的基因，相信只要努力一
切皆有可能。”张祥华说。

从此，张祥华干起事来更拼命了。1984年，来美国第4
个年头，张祥华拿出勤奋打工的全部积蓄再加上拉来的
投资，创办第一家餐厅“新上海”。万事开头难，第一次在

异国他乡当老板，面对经营压力和连续亏损，他告诉自
己：“实现梦想并没有那么难，80%的人只是输给了半途而
废。我别无选择，必须杀出一条血路。”

凭借过人的商业头脑、精益求精的性格和坦诚相待
的为人处世之道，张祥华很快扭亏为盈。他的从商之路
也步入快车道，商业版图一扩再扩。从 1984 年到 1989
年，张祥华开了7家餐馆。1989年，他与美国合作伙伴
联袂在美国人社区经营中式连锁快餐“拿筷子”。12年
后，“拿筷子”在美国各地开了88家分店。

2003年，张祥华成立锡安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进军
房地产业。15年来，锡安公司投资的产业遍布纽约、洛
杉矶、圣地亚哥等美国主要城市。从白手起家到亿万富
豪，张祥华很少给自己花钱。几十年来，他一直保持着
从小养成的勤俭习惯。平时最常穿的是印有公司标志的
工作衫，买东西最喜欢去物美价廉的好市多仓储超市，
偶尔去商场也喜欢买打折商品。他和妻子至今每人只有
一辆车，名下也只有2002年购买的一座住宅。

张祥华说：“在我的人生中，有一个美国梦，也有一个
中国梦。这两个梦的共通之处，就是要让美国主流社会看
到我们中国人的骨气、责任感和社会担当。回顾自己的奋
斗和成就，我很欣慰，并将继续为之努力。”

（据中新社电）

华
侨
华
人
助
力
中
国
体
育
前
行

周
欣
嫒

近日，由中国广西文化艺术团带
来的“美丽中国·心仪广西”文艺演
出登上突尼斯迦太基国际艺术节的舞
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令现场数以
千计的观众如痴如醉。

图为中国演员在迦太基剧场表
演。

新华社发 （阿代尔摄）

侨 情 乡 讯

“美丽中国·心仪广西”
走进突尼斯

图为“中国寻根之旅·魅力北京”戏曲营小营员们正在体验戏曲身段。
（中国戏曲学院供图）

图为“中国寻根之旅·魅力北京”戏曲营小营员们正在体验戏曲身段。
（中国戏曲学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