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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中国龙岩总商会成立

近日，印尼中国福建龙岩总商会成立庆典
在雅加达举行。该会由印尼福建龙岩籍新侨倡
议成立，龙岩籍华人组成的龙岩同乡会、雅加
达福建永定会馆、万隆福建永定会馆及印尼福
建社团代表到场致贺。

福建龙岩市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工商联常
务副主席朱彪仁称，随着中国与印尼睦邻友好
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一批又一批龙岩儿女走
出国门来到印尼，发扬龙岩人吃苦耐劳、勇于
进取精神，勤奋工作、艰苦创业，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辉煌业绩。他肯定印尼福建龙岩总商会
的成立，标志着在印尼经商的中国闽西籍华侨
有了一个共同的“家”，为实现商会会员共谋发
展，促进龙岩对外交流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

（均据中新网）

中国驻白使馆办新年招待会

近日，中国驻白俄罗斯使馆在明斯克北京
饭店举行 2019年华侨华人新年招待会，旅白华
侨华人、中资机构、孔子学院教师、留白学生
代表等200多人出席。

中国驻白大使崔启明在招待会致辞中表示，
中白相互信任、合作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
续深入发展。两国高层交往频繁，政治互信不断
深化。两国人文合作亮点纷呈，“欢乐春节”“天涯
共此时”“中国电影展”等活动在白成功举办，“汉
语热”在白继续升温，白俄罗斯“旅游年”在华
成功举办，中白签署了持普通护照公民互免签
证协议。 （据新华网）

12月14日晚，由新西兰中国文化中心主办的“浓浓中
国情，相聚迎新年”活动在惠灵顿举行。来自当地华人社
团和来自海南歌舞团的专业演员联袂献上一场中国元素浓
郁的表演。当地华侨华人、新中友好人士等200余人观看了
演出。

图为12月14日，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演员表演舞蹈
《万紫千红》。

新华社记者 郭 磊摄

说走就走“出走”半生

1992年，改革开放事业正在中国大地如
火如荼地进行着，中国人对斑斓的世界充满
了好奇和探索欲。这一年，一档电台节目里
有关新西兰的报道，犹如一颗石子，在张汉
华平静的公务员生活里激起了涟漪。

“我看到了原来生活还可以这么不同，这
么随性。”正是在这一年，张汉华做出了一个决
定：放弃国内安稳的生活，到新西兰闯闯看。

“我虽是凡夫俗子，但皮囊下却有一个
不安分的灵魂，我喜欢向新世界发起挑
战。”张汉华笑着回忆。放下一切，说走就
走，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搬到新西兰惠灵
顿，她开始了在新西兰的寻梦之旅。这一

“出走”就是半生。
理想总是美好的，然而万事开头难。身处

异国他乡，既要排解乡愁，也要面对实际困难。
“当时为了生存，我住着三人合租的公

寓，干家教、在餐厅打工，很苦很累，在完全陌
生的环境里摸爬滚打，像‘摸着石头过河’，
孤独和焦虑如影随形，但我要为自己选择的
路咬牙坚持。”打工的同时还得学习，张汉华
回忆说，“那时候我每天要求自己必须记50个
英语单词，走路吃饭都带着随身听。”

“最大的挑战还是文化差异，应对挑战
最好的办法是融入当地社会。”张汉华的自
信乐观帮了不少忙，“我是移民团体的一分
子，没什么好怯场的，华人的智慧和勤奋，完
全能够帮助我们克服所有困难。出国两年，
我就完全走进新西兰人中间去。当时雇我打
工的餐厅老板对华人态度不友好，我还和他

激烈争取过员工权益呢！”
个人勤奋加上新西兰相对宽松包容的

社会氛围，让张汉华的异国生活逐渐起色。
1995 年，张汉华的丈夫带着孩子到新西兰，
一家人团聚，从此在新西兰扎下根来。

艰苦创业 推介中医

张汉华的丈夫毕业于国内医学院中医
专业。1996 年 1 月，在惠灵顿的商业步行街
——古巴街上，一家叫“维康堂”的中医诊所
开门营业，张汉华夫妇从自己最熟悉的行当
——中医开始，迈出了创业第一步。

“创业前我们做了些调研，之前也有老
侨开过中医诊所，但是最后都无奈关张了。”
张汉华介绍，彼时，中医在新西兰并没有太
大市场，当地人对中医的概念也不太清楚。

张汉华和丈夫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
市场不成熟，也没有足够经费作广告，张汉
华夫妇便制作了关于中医的小册子，挨家挨
户发放。发的册子多了，有人走进了诊所尝
试中医治疗，而丈夫伍俊也凭借着精湛的医
术，逐渐树立起良好的口碑。

“病治好了，患者走出诊所就会跟他人
推荐，而当地人往往信任医师或朋友的推
荐，这对我们打响知名度很有帮助。”采访
间隙，张汉华拿出新西兰当地报纸上有关

“维康堂”的报道向我们展示。
踏实经营的同时，张汉华也在思考

如何更好地让新西兰人理解中医，接纳
中医。

“新西兰等西方发达国家如今盛行回归
自然的理念，正在找寻多样的医疗办法。

中医完全可以成为西方人诊疗的一种选
择。”但是，要让当地人接受中医，就要讲好
中医的故事，除了要有好的内容，张汉华认
为，更重要的是要有好的讲述方式，“当时，
我做了很多宣传文案工作，把中医的理念、
有关针灸的原理介绍给新西兰人”。

“我们一边开诊所，一边给当地人普及
针灸知识，推荐中医疗法，希望针灸学校的
学员们学到的不仅是针灸知识，还有背后的
中国文化。”张汉华说。

踏实行医，耐心讲学。22 年的坚持让
“维康堂”成为了古巴街上中医诊所的“老
字号”，也让中医在新西兰扎根发芽。如
今，在新西兰，开中医诊所、学习针灸推
拿的人越来越多了。

心系桑梓 牵线搭桥

2006 年 9 月 12 日，新西兰国会大楼，
张汉华以首任主席的身份宣布新西兰“新
中商会”正式成立。

“做新中商会主席近9年，有几件事我很
自豪。一是见证了中新自由贸易协定的签
署；二是中新建交35周年、40周年时，我们在
新西兰国会、总督府组织了许多纪念活动。”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造福了两国人民，
但在谈判中，双方企业就条款细节产生了分
歧，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张汉华回忆，这种分
歧是由两国的文化和思维差异引起的。

“那时候，我做了许多调查问卷，针对
新中两国之间存在的疑虑作出解答，为双
方提供参考借鉴。”张汉华调侃道，“那会
儿我就像是两国企业的妈妈，手心手背都

是肉啊！”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4月，中

国与新西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新西兰成
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自贸区的发达国家。
张汉华也为这项成果备感自豪。

张汉华认为，文化上的相互理解与尊
重，在推动国家间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如何让新中两国增进交流，实现民心
相通，她思考着，也努力着。

2015 年，张汉华卸任新中商会主席职
务。同年5月，她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共
同发起成立新西兰华夏文化艺术协会。

“2018年2月，我们在新西兰上哈特市图
书馆举办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其中一个环节
是邀请母语为英语的观众上台学说中文祝
福语，大家热情高涨，气氛可热烈了。”张汉
华介绍，成立3年来，华夏文化艺术协会组织
参加新西兰庆祝农历新年活动、承办新西兰
特色“中文周”的演出，为新西兰人了解中华
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

如今，无论是新中商会还是新西兰华夏
文化艺术协会，工作都日臻成熟。“随着中国
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国对海外华侨华人的事
业越来越重视，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
支持。”褪去了曾经“说干就干”的冲劲儿，花
甲之年的张汉华却依旧没少“操心”。

现在，她关注的是传承。“我的两个孩
子都会说流利的中文，希望通过我们这一
代的认真努力，让中华情在一代又一代新
西兰华侨华人中传承下去，把传播中国文
化真正做到实处。”

图为张汉华（后排左五）在新西兰和参
与“舞动中华”文艺汇演的演员和工作人员
合影。 资料图片

关注张汉华微信朋友圈的人都知道，她是文艺的，随性的，
爱自由的。中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越南、柬埔寨……虽已年过
花甲，但她依然没心没肺地满世界“疯跑”，品茶交友看世界，学
习玩耍两不误。

了解张汉华的人都知道，她爱操心、敢拼搏、自信乐观。自
1992年移民新西兰后，她靠着爱拼敢闯的韧劲儿在当地扎下根
来。同时，她始终心系桑梓，矢志不渝传播中华文化。新中商会
主席、新西兰华夏文化艺术协会联合主席……角色转换之间，
张汉华坦然迎接挑战，专注享受过程，见证华社变迁，促进新中
交流。

新西兰华人张汉华：

牵线新中友谊的“操心人”
贾平凡 吴虚怀

新西兰华人张汉华：

牵线新中友谊的“操心人”
贾平凡 吴虚怀

侨界关注

侨情乡讯侨情乡讯

在中国著名侨乡福建泉州，
由海外侨胞于上世纪 20 年代回乡
所建的骑楼建筑获立法保护。近
日，泉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

《泉州市中山路骑楼建筑保护条
例》的颁布实施进行说明。

中山路是泉州近代最繁华的
连排式骑楼建筑商业街，曾入选

“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中国十大
历史文化名街”。《泉州市中山路
骑楼建筑保护条例》 将于 2019 年
1月1日正式施行。

“骑楼建筑将泉州传统民居特
色和南洋建筑风貌相结合，体现
了泉州人拼搏奋斗、爱国爱乡和
包容开放的精神。保护、传承好骑
楼建筑，就是守住古城过去的辉
煌、今天的资源和明天的希望。”泉
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
任曾巍指出，该《条例》为骑楼建筑
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和良
好的法治环境，有助于守住城市的

“根”与“魂”。
近年来，泉州骑楼建筑出现

年久失修、消防隐患、基础设施
落后等问题，有的甚至倒塌、烧
毁，不仅严重威胁民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也对历史文化遗产造成

难以挽回的损失。曾巍告诉记者，该市民众和海外
侨胞迫切企盼加强骑楼建筑保护，留住“乡愁”。

然而，泉州的骑楼建筑同其他城市的一些历
史风貌建筑一样，保护等级低于文物、历史建筑，
且立法没有明确的保护规定；其他地方也没有保
护骑楼建筑比较完整的法规。为此，泉州市人大
常委会探索地方立法，因地制宜解决骑楼建筑保
护的特有问题。

“有原住居民生活在其间的活态保护，更能保持
骑楼建筑的历史文化生命力和传承影响。”曾巍说。

因此，该 《条例》 强调“尊重原住居民的生活
形态和传统习惯”，促进“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文化
活态传承。同时，该 《条例》 建立分类保护制度，
规定对重点保护的骑楼建筑，不得改变原有外貌、
主要平面布局和有特色的室内装饰；对一般保护
的，仅要求不得改变原有外貌，使立法更接地气。

此外，该《条例》兼顾骑楼建筑保护与保持街区整
体风貌，城市功能提升以及合理利用等三方面关系，
注重历史文化内涵的发掘，让古城历史的厚重与文化
的底蕴融入新时代的发展，促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
合，使骑楼建筑以及街巷内的古建筑、古井古树等真
正“生动”起来、“鲜活”起来。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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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华人喜迎新年

华侨华人与改革开放展巴西开幕

近日，“四海同心 盛世梦圆——华侨华人
与改革开放 40周年”图片展在巴西圣保罗亚洲
文化中心开幕。展览用 60多张图片突出展现了
中国改革开放 40年来的巨大变化和海外华侨华
人的精神风貌。

出席开幕式的中国驻圣保罗总领事陈佩洁
说，在改革开放 40年进程中，海外华侨华人和中
资企业发挥了重大、独特的作用。巴西的华侨华
人表现出恋祖爱乡的赤子之情，无论是在当地兴
业、办学，参与社会建设，还是回到祖（籍）国创
业，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贡献。

侨爱工程甘肃办发放仪式

近日，“侨爱工程—点亮藏区牧民新生活”
甘肃项目发放仪式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
曲县举行，共发放便携式太阳能“马背电视”
1200套，价值345.6万元人民币。这个项目旨在
通过汇集海内外侨胞和港澳同胞的力量，为藏
区偏远地区的农牧民家庭购置便携式太阳能电
视机，改善和丰富牧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上世纪70年代，在巴黎文化氛围浓厚的拉丁区，潘立辉
创立了友丰书店，专营亚洲文化书籍。历经艰难的起步时期，
从只售中文书到自行组织出版译作，他数十年如一日为书店
付出心血，推动中华文化在法国传播。多年来，出版社译介了
大量中文经典与热门书籍，不断增多的法国中文学习者也因
此得以更轻松地在本土接触到高品质汉语书籍。

1951年，潘立辉出生于柬埔寨一个中医世家，是家中长
子。父亲经营的“中国药品商行”是柬埔寨最大的中药行。从
中学开始，潘立辉便在法国求学。不过，许多法国同学的求
教却让他不安：“他们想和我探讨李白和杜甫，但我对此却
一无所知。身为华人，我怎能不去读懂自己的文化？”于是，
秉着“深入了解中国”的想法，潘立辉一头扎入书堆，入迷般
地钻研中国文化。

在上世纪 70 年代的法国，找中文资料是十分困难的
事，潘立辉便是因此萌生了开中文书店的想法。他在母校
边的王子街 28号租下店面，正式创立“友丰书店”。3年
后，友丰书店搬到王子街 45号。目前，书店在巴黎 13区
已有面积大一倍的分店，但古稀之年的潘立辉仍坚守在拉

丁区的第一家友丰书店。
从业40余年，潘立辉对经营书店的“惨淡”现状再清醒

不过：“做书店很难，如果想赚钱，那还是别选这行。”那么，
为何在“入不敷出”的行业坚持数十年，持续付出如此多的
精力？潘立辉平静地说道：“这是我的使命。每个人都有每个
人的坚持。”

在经营书店的数十年中，潘立辉的想法也在不断变化。
一开始书店只售中文书，后来潘立辉还创立出版社。除自行
翻译，他还委托在各领域有造诣的中法学者，合力为法国读
者译介亚洲文化：“开书店的初衷是想给自己一个安静的空
间，好好学点东西。”他回忆起最早的一批顾客：“以前从国
内来的留学生，会省吃俭用买书。上世纪80年代，我们书店
里有很多囊中羞涩的年轻读者，有时在书店读上一整天，我
们也不会赶他们走。”

后来，潘立辉觉得让更多人看到有关中国的书，再介
绍给他们的法国朋友，是非常有意义的。要让法国读者了
解中国文化，关键的一步是探寻他们的阅读需求，做法国
人“读得懂”的书。来人只需粗略描述需求，潘立辉便能

从密密麻麻的书架上找出推荐图书。在推荐书籍时，潘立
辉也会记下顾客的想法并考虑出版。例如，著名汉学家汪
德迈就建议潘立辉配上拼音，方便法国学习者理解，由此
友丰出版社成了巴黎第一家提供拼音书籍的出版社。

几十年间，潘立辉组织翻译出版了大量图书，既包括古
文经典，也有教材、工具书。例如，图文并茂的《本草纲目》《千
字文》《易经》《山海经》《论语》《黄帝内经》等大量文化经典法
文版，其中最畅销的是《三国演义》和《封神演义》。据潘立辉
回忆，15年前，法国中学、大学汉语课程所使用的教材皆来自
友丰。目前，法国60%中文教材和中医学书籍皆为友丰出版
社作品，其中，友丰书法字帖特别受法国老年群体欢迎。

友丰书店为文化交流所做的不懈努力已得到中法两国认
可。1997年，法国文化部授予潘立辉“文学艺术骑士勋章”，2005
年，他获得了中国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不过，潘立辉非常诚恳地说道，奖项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意味
着“一定要拼命地去做得更好”。辛勤的光阴转瞬即逝，而这位老
人抵法已是50年前的事了：“68岁了，还是继续做下去。退休这
事没想。只要可以做，就做下去。” （据中国侨网）

法国华人潘立辉：

在巴黎开书店传播中华文化
齐倩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