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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同庆 精彩纷呈
身着红色修身旗袍的女子面含微笑，

步履轻盈地移动在舞台前后，优雅端庄、韵
味十足，将古典旗袍演绎出现代女性自信
而大气的新时代风貌。

这是近日在浙江温州玉壶镇举办的
“迎中秋贺国庆暨首届农民丰收节”文艺晚
会现场，由侨眷代表团表演、名为“水墨兰
亭”的旗袍秀拉开晚会序幕。演出在由当地
华侨捐资建成龙背村文化礼堂举行，现场
人潮涌动、热闹非凡。

古筝二胡奏出的《彩云追月》营造出轻
快明丽的秋夜风情；法国文成联谊会妇女
团团长的独唱《往事只能回味》又深情款款
地勾起昨日的记忆；浙江代表性戏曲越剧
的“六大联唱”抒情婉转，引得台下戏迷们
纷纷跟着哼唱起来。玉壶侨眷代表团的水
兵舞《阿哥阿妹》尽显侨眷女性巾帼不让须
眉的靓丽风采；欢快热烈的广场舞《健康走
起来》跳出了农妇的生命活力和对健康生
活的追求。

农民艺术团柔和曼妙的扇子舞《中国
美》以飘飘彩扇组合成“中国美”、“如画”、

“大吉大利”等字，表达了中华儿女对祖国
母亲的热爱和眷恋，将整场晚会的气氛推
向高潮。最后，晚会在《月亮可以代表我的
心》荡气回肠的旋律和观众潮水般的掌声
中缓缓落下帷幕。

期间还举行了由法国文成联谊会妇女
代表团赞助的“民间道德奖”颁奖典礼。“好
婆婆”、“好丈夫”、“见义勇为”、“爱岗敬业”
等一个个道德模范的故事就悄无声息发生
在你我身边，却带给人们无尽的感动和无
穷的力量，引导着普通人向榜样学习。

此外，为鼓励老百姓物质财富和精神

食粮“双丰收”、感谢乡贤对家乡文化建设
的慷慨解囊，活动现场还评选表彰了七大

“文化礼堂公益大使”。

自编自导 亲切真实
“今年的 9 月 23 日是我国首个农民丰

收节，刚好跟中秋、国庆三节并至，近期回
国探亲的华侨也比较多。我就想着把三个
节庆相融合举办一场有特色、大规模的演
出，给归侨和村民们一个惊喜，让他们感受
到故乡的热情。”晚会总策划、玉壶镇侨联
主席王夏叶解释起灵感由来。

“我们这场晚会完全由华侨、侨眷自编
自导自演，虽然大家都是业余人员，拿不到
任何报酬，却都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
展现了专业精神和专业水平，最终为观众
们献上一台扣人心弦的精彩晚会。”王夏叶
对华侨侨眷们的孜孜奉献十分感激。

晚会信息很早就通过微信、朋友圈、官
网等扩散传播开来。侨联工作人员精心组
织策划、设计编排曲目，侨胞侨眷和村民们
不辞辛苦、全力以赴地参与节目排练，大家
都希望“呈现一场代表玉壶人民独特精神
面貌和文化传统的演出，也让侨胞们感受
到家乡的热闹和美好”。

自编自导自演的过程虽辛苦，却带来
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观众对演出纷纷点
赞，都觉得“亲切、真实、温暖”，因为节目是
当地的特色、演员又是身边的熟人。

压轴节目《中国美》的表演者也是一
支很了不起的老年舞蹈队，其中最小的50
多岁，最大的已经 80 岁了。王夏叶感慨
不已：“1949年，这位80岁的老人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曾上台表演庆祝新中国
成立，59年后的今天，她又站在玉壶的舞
台上庆祝农民丰收节和国庆节。”从豆蔻
少女到耄耋老人，59年来她亲眼见证了祖

国由弱到强、繁荣昌盛，家家户户安居乐
业，逐渐过上幸福生活。

本场晚会巧妙融合了“丰收、中秋、
国庆”三大节庆元素。金秋十月是丰收的
十月，有甘甜的瓜果、香酥的月饼、醉人
的美酒，村民们携老扶幼品美食、看演
出。接地气、暖人心的广场舞，舞出了老
百姓对美好生活、家庭和谐的向往，热情
似火的扇子舞更是直接表现出人民群众对
祖国大好河山、繁荣富强的由衷赞美。

身在异国 情系桑梓
文成县玉壶镇是中国著名的侨乡，改

革开放以来走出了数万名旅居欧洲、中北
美的华侨。这些侨胞虽身在异国而情系桑
梓，血脉亲缘的感情和乡愁的羁绊让他们
对故乡的发展十分关心。他们也持续地为
家乡的繁荣发展建言献策、出资出力。

晚会借助互联网进行现场直播，因此
众多海外侨胞、异乡游子也都不会错过精
彩的节目。晚会上也特设了“海外连线”环
节，海外的侨胞侨领们也献上深情祝福。

“我们侨界每年都举行中秋佳节庆祝
活动，然而今年玉壶镇这场三节合一的庆

祝活动还是第一次看到，节目编排设计也
很有新意。我从 1985 年走出国门，一直
在为事业打拼。回想过去，生活虽然艰
辛，也没忘记过节的传统，每逢中秋便只
能以明月照亮月饼，以慰团圆之思。刻骨
铭心的记忆让我深深地希望当今的华二
代、华三代都能传承并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现在我致力于侨胞服务和家乡建设，
祝家乡的父老乡亲月圆家圆人更圆！”

法国华人贸易促进会会长周碎金隔着
6小时时差通过远程视频抚今追昔，发来
诚挚祝福。欧洲文成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
会会长吴步双也与侨胞们发来集体祝福。

“改革开放 40年来，玉壶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发展得越来越好。”老华侨
洪财虎是土生土长的玉壶人，1980年赴法
国打拼，做过工、开过餐馆。如今定居法
国、儿孙满堂的他还常常回老家看看。

“像这样大规模、高水平的节庆晚会
在国外不容易看到，而且演员都是我们身
边的熟人朋友，看着特别亲切温馨。这种
自编自导自演的形式也鼓励老百姓参与其
中，有利于推动民间文艺活动的繁荣，其
实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
洪财虎谈起这场晚会依然赞不绝口。

广西归侨美食大赛展技艺
近日，“香从东盟来”东南亚传统糕点制作大赛在广

西—东盟经济开发区举办。开发区前身为武鸣华侨农
场，是广西最大归侨聚居地，在特殊历史时期安置了大
批来自印尼、越南等地的归侨，成为广西最大归侨聚居
地。多年来，归侨侨眷们依然保留原有的生活习惯，特
别是他们制作的东南亚糕点品种丰富、风味独特。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烹饪了印尼黄金糕、椰香蛋筒
卷、越南葱花饼、糯米椰丝球等多种东南亚美味糕点。
此次大赛旨在为广大归侨侨眷和东南亚美食爱好者搭建
相互交流、展示技艺的平台，促进侨乡东南亚小吃制作
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江西侨界办中秋国庆联谊会
由江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江西省政协港澳台侨和

外事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的“2018年江西侨界中秋国庆联谊
会”近日举行，近百位在赣侨胞侨属欢聚一堂，庆佳节、
叙友情、谈亲情、话未来。

联谊会现场，在赣侨胞侨属献上合唱、舞蹈、朗诵
等形式多样的精彩节目，一个个接地气、汇侨心的节目
博得了与会人员的阵阵掌声。活动现场，海外侨胞也通
过视频连线送上节日祝福。

晋侨界专场活动纪念改革开放
由山西省侨联、山西省外侨办共同主办，山西省侨

联国际文化交流联盟承办的“山西省侨界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晋剧专场”活动在山西省京剧院梅兰芳剧院举行。

改革开放 40年来，山西省侨联坚持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开展“晋侨·金桥”行动，吸引利用侨资侨智，引
进资金、人才、技术，积极为新侨和留学归国人员搭建
创新创业平台。为向长期参与、支持、关心山西改革和
发展的广大归侨侨眷、侨务工作者表示诚挚的慰问，山
西省侨联国际文化交流联盟成员单位——山西省演艺集
团晋剧院为太原归侨侨眷送上精心准备的晋剧优秀传统
剧目，演出曲目有 《火神斗白猿》、《打金枝》、《金水
桥》等经典名段。

海口外侨办与港达成合作意向
海口市外事侨务办和香港金融管理学院在海口签署

了《人才交流合作的意向书》，旨在利用香港国际人才聚
集的资源优势，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学院的桥梁作用，鼓
励和吸引更多海外高层次人才来海口创新创业发展和提
供咨询服务，促进海口与香港在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根据“意向书”内容，香港金融管理学院将作为海
口市外侨办外专局在香港的引才引智联络窗口，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宣传推介海口，积极为海口引进符合海南
自贸区 （港） 建设需要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海外专家、
项目和投资资金。近年来，海口在多地海外人才联络
站，延伸海才引才触角，积极搭建起联结海内外的人才
交流合作平台与网络。

（均据中国侨网）

浙江玉壶:

侨乡唱大戏 华侨成主角
孙少锋 黄云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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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海外度过的第 6
个中秋节。”每到中秋团聚之
时，菲律宾红烛华文教育基金
会咨询委员张杰，心中便会泛
起对祖国的深切思念。

不过，在泰国，他的节日并
不孤单。今年，他早早就收到了
邀请。年至耄耋的泰国老华侨、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写
作学会会长何锦江先生早就邀
请包括张杰在内的几位中国老
师到家中共度中秋之夜，一起赏
明月、尝月饼、赋诗歌。“别看老
爷子年纪大，到时候也会唱歌作
诗呢！”张杰笑着说。

在泰国，中秋节又被称作
“祈月节”。中秋临近，节日气
氛逐渐浓郁。

9 月 14 日 ，“ 情 满 中 秋 ”
2018 全泰中国留学生学者中秋
晚会在泰国曼谷举行。

活动现场，留学生们既以优
美的歌曲展现了他们的青春活
力，也用舞台剧道出了留学生活
的酸甜苦辣和人生道路上的不
断成长，引发了观众的共鸣。表
演者们用新颖独到的形式传达
月圆长久、家国团圆的浓浓情
思。

15 日晚，曼谷中国文化中
心举行“丝路津韵”音乐会，
正式拉开泰国“天涯共此时”
中秋节系列庆祝活动帷幕。

“每年中秋，泰国华人社团
都会举办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有些华校还会通
过图片展讲解中秋传统习俗，品尝月饼。”张杰
说，“泰国的榴莲馅月饼是特色。”

“通过欢庆中秋，在泰华人拉近与祖 （籍） 国
的关系。”张杰说，“尤其是老侨，对中国传统节
日非常重视。”

自 2013年接受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外派任务至
今，张杰从事海外华文教育已五载有余。一路走
来，他从外派华文教师成长为一名华校校长和华
教组织者。三尺讲台、四季晴雨，海外的华文教
师们在课堂上传播中华文化，也借此将思念带给
远方的亲人。

谈及五年多来的变化，张杰表示：“随着中国
国力的提升，中秋节也逐渐融入当地生活，当地
人对中秋传统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这两年，我从管理岗位上又重新回归一线课
堂。我会给孩子们讲嫦娥奔月的故事，还会延伸
着介绍中国的探月计划。”

张杰始终相信，在海外推广汉语，传承中华
文化，这是自己肩头沉甸甸的责任。

有一种情愫叫乡愁，不离不弃，难以割舍，对华侨华人尤其
如此。

近日，在著名侨乡浙江文成玉壶镇，举行了一场同时庆祝
“农民丰收节、中秋节和国庆节”的演出。该演出由当地侨联、侨
胞们自编自导自演，节目真实接地气，演员敬业又亲切，给观众
带来了巨大的视听盛宴，也慰藉了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情。

图为晚会部分演出者合影。 王夏叶供图

中国近代史上，杨明斋是最早加入共
产党的中国人之一，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参与筹建中国共产
党的重要人物。

李大钊用“万里投荒，一身是胆”来
赞美杨明斋。周恩来称赞他是一位对党多
有贡献的“忠厚长者”。

杨明斋（1882—1938 年）出生于山东省
平度县马戈庄普通的农民家庭，19岁时到达
沙俄统治下的海参崴。由于曾经念过几年私
塾，杨明斋在机械厂当工人的同时兼任记账
员，结交了一批工人朋友并学会了俄语。

1908 年，杨明斋决定离开海参崴前往
西伯利亚，临行前对工友们说：“我为了寻
找真理，即使回不了中国，或是死在那
里，又有何可惜！”他通晓俄文，在业余时
间经常教工友们读书识字，讲革命道理，
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华工中深得敬重。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杨明
斋作为华侨工人的代表参加了布尔什维克
党人领导的反战运动，此后正式加入布尔
什维克党。除俄语外，他还学会了英语、
日语和法语，被党组织安排到沙皇俄国的
外交部，暗中为党从事地下活动。

“十月革命”后，许多旅俄华工加入苏联
红军，杨明斋在动员华工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
1920 年 4 月，共产国际向中国派出了维

经斯基小组，杨明斋担任翻译和向导，成
为筹建中共的“牵线人”，为中共成立做了
大量联络准备工作。杨明斋在上海成立了
中俄通讯社，向 《新青年》、上海 《民国日
报》 等国内媒体供稿，介绍十月革命的胜
利和经验，同时将有关中国的重要消息译
成俄文发往莫斯科。

同年 8 月，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
杨明斋的住所——渔阳里六号，是社会主
义青年团成立地，并办起一所外国语学
社，由杨明斋担任校长，亲自教授俄语，
传播马列主义理论。这所外国语学社，是
党最早培养干部的学校之一，学生多时达
五六十人。1921 年，杨明斋转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

杨明斋长期在党内从事理论教育和宣
传工作。1925 年国共合作时期，他受党的
派遣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工作并任副校长，
培养了一大批中共早期领导人，刘少奇、
任弼时、肖劲光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都
曾是他的学生。

杨明斋筹备和出版了 《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人》 月刊，参与 《新青年》 杂志的
改版工作。他曾翻译出版托尔斯泰的小
说，也担任过中共北方区党报 《工人周
刊》编委和劳动通讯社编委。

建党之初，针对复古主义思潮，杨明
斋于1924年出版了《评中西文化观》，指出
复古是一种倒退，更是白费工夫，只有吸
收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西方文化精华，走社
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希望，才能振兴，
引起了学界的巨大反响。

他较早认识到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重要性，创作了 《中国社会改造原理》
一书，主张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入手，用
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为指导改造中国社会。

杨明斋不仅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
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也为早期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传播和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
一生跌宕起伏，由于长期奔波，晚年积劳
成疾，依然拖着病体为党的事业奋斗。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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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巨型灯饰贺中秋

海外看花灯不是元宵节专利，今年中秋，漫
步新加坡，观众能欣赏绚烂璀璨的南洋风灯饰。
滨海湾花园用现代科技彩灯打造出的长 70米、宽
10.8 米的巨型灯饰“鱼跃龙门”格外显眼，生动
地再现黄河鲤鱼化龙传说，告诉游人：只要有勇
气和恒心便可以收获成功，祝你讨个好兆头！

图为“鱼跃龙门”灯饰。
（新加坡《联合早报》王晓亚摄）

杨明斋
周恩来眼中的“忠厚长者”

王钰涵

杨明斋
周恩来眼中的“忠厚长者”

王钰涵

百 年 侨 领 ⑩

侨 情 乡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