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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彩纷呈 同庆祝

海外华侨华人早已用开放和积极的
姿态融入到当地社会，在世界每个角落
的跨年活动中，他们的身影早已成为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海洋般的人群齐声倒数，零点钟声
响起，水晶球缓缓打开，数以万计彩带
飘落，全场顿时成为欢乐的海洋，欢呼
尖叫的热浪纷至沓来……这已成为众多
在美华侨华人新年前夜的传统庆祝活动
之一。今年也不例外。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把美国时代广场评选为跨年十佳地
点之一。报道称，新年前夜，将有超过
100万人聚集在时代广场，全美范围内数
以百万计、世界范围内会有超过 10亿的
观众通过直播等各种方式收看这场盛会。

新年将至，很多人早已安排好了自
己的跨年庆祝活动。

在美国弗吉尼亚生活的赖晶晶计划
前往华盛顿，和舅舅一家相聚跨年。“虽
然车程需要两个小时，但是我很享受和
家人待在一起的时光。他们做的饭菜才
是家乡的味道。”她说，“我们全家打算
一起去参加当地博物馆举办的跨年聚
会，这是当地庆祝新年到来的主要方式
之一，一些地方还会举办新年音乐会。”

在泰国，北部达府美速智民学校的
汉语教师志愿者邓莹莹对跨年充满期
待。她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学校每年都

会为汉语教师志愿者举办迎新庆祝活
动，这早已成为学校的传统。去年的跨
年活动让她印象深刻：全校老师受邀到
学校董事们合办的善堂一起跨年。有歌
舞表演，也有诗歌朗诵。泰国学生们准
备的泰国传统舞表演和舞狮、功夫扇、
舞剑等中国味浓厚的节目相得益彰。晚餐
是潮汕地区的特色美食和泰国美食。中国
教师身着旗袍，泰国老师身着泰北服饰，
大家欢聚一堂，互送新年祝语。她说：“你
能感受到两国人民真切的情感和真挚的
祝福，华人的元旦庆祝已经完美地融入进
了当地的生活。今年，我很期待。”

享受节日 寄乡愁

海外华侨华人自己也积极组织安排
各种庆祝活动，享受节日的欢乐，拉近
彼此的关系，更能够共同表达他们对祖

（籍） 国的眷恋。
元旦期间，澳大利亚悉尼华星艺术

团各分团已经接到了很多市郡政府的邀
请，他们那些特色鲜明的民族舞蹈、综
艺相声、合唱组合、腰鼓表演等一直很
受观众欢迎。“在新年到来之际，传统的
舞狮舞龙表演等演出必不可少。”澳华文
联主席、悉尼华星艺术团团长余俊武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澳大利亚华侨华人
团体把“每逢佳节倍思亲”转化成为

“新年佳节中华情”。
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海外游子通

过各种方式表达思乡之情。“我们在唐人
街演奏了《喜洋洋》《步步高》等中国传
统民乐，不仅吸引了大量华人观众，来
自世界不同地方、不同肤色的人也纷纷
驻足观看。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分享新年
伊始的喜悦和对祖 （籍） 国的思念。”悉
尼华人街头表演社团“惊蛰”成员韩君
禹说，“我们结合西洋乐器和中国传统乐
器，对中华民族音乐进行了重新演绎。
这赢得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

在英国，伦敦华埠商会是唐人街一
年一度新年庆祝活动的组织者。商会组
织的舞龙舞狮队的表演已经成为伦敦新
年大游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极具中国
特色的表演不仅吸引了华人，也吸引了世
界各地的人。2019年已经是伦敦新年游行
举办的第33个年头，场面会更加盛大。

心系桑梓 盼团圆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每逢
佳节，思乡之情成为海外华侨华人心中
不变的旋律，祖国亲人则总会适时地送
上温暖的问候。

在瑞士，中国驻瑞士使馆近日在伯
尔尼会展中心举行了“中国美食文化
节”大型公众活动。会场张灯结彩，满
眼都是夺目的大红灯笼和美丽的中国
结，吸引了包括当地华侨华人在内的
4000 多人参加。活动包括十余场中国传
统文化和厨艺表演，设立了 15个美食摊

位、7个中医义诊台以及多个文化艺术展
台和“一带一路”、“中国故事”等主题
系列图片展等。热闹而喜庆的氛围驱散
了严冬里的寒意。

在日本，中国驻福冈总领馆在冬至
举办包饺子迎新年活动，给了当地华侨
华人“家”一般的温暖。总领馆邀请了
福冈市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中村元气及会
员代表、中国留学生代表等 100 余人。
大家一边品尝自己包的饺子和总领馆精
心准备的中国美食，一边欣赏友协会员
和留学生们表演的歌唱、武术等节目，
气氛友好热烈，成为那些不能回家跨年
的海外游子心中的温馨回忆。

佳节将至，回归故里，与家人团圆是
众多海外游子的心愿。菲律宾中华民族舞
蹈艺术团团长何佩兰告诉本报：“每年迎
接新年，我都会离开菲律宾，回到厦门和
家人一起度过。海外华侨华人一般在年末
或重要节日的时候，都会提前完成工作和
相关的庆祝活动，赶回家乡过一个中国
年。”何佩兰刚参加完由中国驻菲律宾使
馆举办的“使馆之友”领保工作专题联谊
会。她编排了《中国旗袍风彩展示：中华情
韵》，她所带领的社团还表演了藏族舞蹈

《天籁之爱》和蒙古族舞蹈《为今天喝彩》。
除了家人团聚、平安健康外，海外

华侨华人们对 2019年最大的期许，莫过
于祖 （籍） 国繁荣昌盛。何佩兰说：“我
们虽身在海外，但我们的根、魂、梦在
中国。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一定要继续
传承、弘扬并推动我们中华文化！”

滴答，滴答，时针指向了 2018年最后一天。站
在时间跨界线上，总忍不住回望来时路，更禁不住
展望前方景。

过去的一年，海外华侨华人更加积极地争取自己
的权益。在美国，中期选举中，华裔不缺席；在澳大利
亚，当地华裔青年有了更多参与政治和服务社会的机
会；在法国，巴黎华人社区组织起志愿巡逻队，应对巴
黎近郊的治安隐患……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自发组
织起来，深夜巡逻；为了孩子的受教育权利，他们上街
游行示威；为了表达自身诉求，他们拒绝做“哑裔”，不
仅投出选票还主动推出华裔候选人。

过去的一年，海外华侨华人与住在国社会进一
步融合。在巴西，总统特梅尔亲自签署“中国移民
日”法令，正式确立每年的 8 月 15 日为“中国移民
日”。这一天既是官方记录中第一批华人进入巴西的
日子，也是中国巴西建交的纪念日。这一节日的确
立既是对巴西华侨华人所作贡献的肯定，也是对中

巴友好关系的期许。在澳大利亚，华人迎来赴澳移
民200周年，很多澳大利亚华人探索家族档案，以便
与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民众分享他们的故事。

过去的一年，海外华侨的权益在中国得到了越
来越大力度的保护。3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
侨联联合下发 《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涉侨纠纷多元
化解试点工作的意见》。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

《对华侨权益保护工作情况报告的意见和建议》，要
求将保护华侨权益工作落到实处，并要求加快推进
相关立法工作。中国涉侨部门摸索着前进，用实际
行动温暖侨心。

过去的一年，海外华侨华人让世界见证了中华
民族“血浓于水”的情谊。7月，泰国普吉游船翻沉
事故，47名中国遇难者。事故发生以后，在泰汉语
教师、华侨华人、中资机构员工以及泰国当地人纷
纷组成志愿者团队，及时伸出援手，齐心协力，众
志成城，帮助受伤人员和遇难者家属渡过难关，上
演了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故事。

过去的一年，海外华侨华人与祖 （籍） 国的联
系更加紧密。无论是在海外迎接中国国家领导人出
访的一面面五星红旗，还是回中国“寻根”的一张
张激动笑脸；无论是回忆改革开放 40周年以来个人
命运的跌宕起伏，还是讲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
年来自己生活变化的点点滴滴，海外华侨华人时刻
都能感觉到祖 （籍） 国与自己同呼吸共命运。

过去的一年，海外华侨华人对团结统一的中华
民族这个共同的“根”更加眷恋，对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化这个共同的“魂”更加认可，对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这个共同的“梦”更加向往。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凝心聚力，画好最大同
心圆。海内外中华儿女正在奔向美好明天的征程中
阔步向前。

迎新年，海外华人嗨起来
张 红 金 旭

岁末年初，到处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身居海外的华侨
华人，或融入住在国当地的庆祝活动，或主办带有浓郁中国
文化特色的庆祝活动，或与祖国亲人共庆佳节……在这个所
有人共同的节日，他们也为祖（籍）国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图为12月22日中国驻福冈总领馆举办中日友好交流会，大家相聚包饺子迎新年。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福冈总领馆网站）

图为12月16日中国驻瑞士使馆在伯尔尼会展中心举行“中国美食文化节”大型
公众活动，小演员们表演武术。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使馆网站）

侨
界
关
注

侨
界
关
注

一切过往
皆为序章

张 红

身着传统中式服装，踩着流行音乐的节奏奏
响琵琶、二胡、古筝……风格独树一帜的中国民
族音乐团体“女子十二乐坊”曾在日本掀起“狂
潮”，带动了50万日本乐迷学习中国民乐。近些
年，由于人员更迭和日方经纪公司关闭等原因，
乐团逐渐淡出了中日观众的视野。

2017年起，该组合重返日本，举办了纪念中
日恢复邦交正常化45周年、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
约缔结40周年等公演，令乐迷激动不已。

在系列公演背后，日籍华人扬琴演奏家、音
乐教育家郑宇发挥了重要作用。

远赴日本 从零再出发

1990 年，出于对偶像山口百惠的浪漫向往，
长沙女孩郑宇带着从7岁起就陪伴她的扬琴，踏
上了前往日本的旅程。“本来只想短暂地深造一
段时间，没想到一去就是近30年。”郑宇面容精
致，举止优雅。

初到日本，郑宇在紧张的语言学习之余，依
旧每天抽空练习扬琴。清脆的琴音不仅抚慰了游
子的心，也让从未听过这种琴音的日本房东夫妇
惊为天籁。在他们的帮助下，郑宇开始获得登台
演出的机会。

尽管如今郑宇已经拥有众多粉丝，并连续16
年在位于上野公园的著名古典音乐厅——东京文
化会馆举办个人演奏会，但她依然记得自己演奏
生涯刚开始时闹出的一个小笑话。

一次在中华料理店演出时，郑宇演奏了《友

谊地久天长》。可食客们却停下来面面相觑，店
长则不停鞠躬道歉。后来郑宇才知道，这首歌是
日本商场和餐厅关门前的必放曲目。

“几次教训之后，我学会放下优越感，踏踏
实实做一名留学生。”其实，出国前的郑宇已经
在长沙一所高校担任教职，并在当时文化部举办
的第一届民族乐器比赛上获奖。对过往的荣誉，她
选择忘记，沉下心来从头学习陌生的语言和文化。

桥连中日 炫民乐之风

在日本国立千叶大学完成了音乐教育硕士的
课程后，郑宇成为了千叶县柏市立高等学校国际
科的讲师，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作为教师，郑
宇深知孩子是两国友好的未来。她多次带领日本
少年合唱团到北京、长沙等地的中学交流。孩子
们互唱对方国家的传统歌曲、离别时依依不舍的
场面等总是令郑宇十分感动。

耕耘讲台之余，郑宇自身的音乐事业也不
断拓展，频繁受邀在日本 NHK 电视台、富士电
视台等主流媒体的镜头中，展现中国民乐的韵律
之美。

2016年，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推荐下，郑
宇第一次欣赏了女子十二乐坊的现场表演。面对
这支将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用流行乐方式呈现出来
的“高颜值”乐团，郑宇发现，“原来打破保守
的观念，民乐竟可以散发这样的魅力！”

不论在对音乐的理解，还是推广中国民乐的
信念上，郑宇都与女子十二乐坊不谋而合。团长

石娟也向郑宇表达了团队对于重回日本舞台的渴
望。于是，郑宇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担任女
子十二乐坊的日方制作人，帮助乐团赴日演出。

郑宇成立了经纪人公司“华宇创意株式会
社”。说是公司，其实里里外外全是郑宇“一
肩挑”。虽然常年活跃在舞台上，但与制作公
司、媒体和赞助商打交道，对她来说都是全新
的挑战。

“合作方不愿接纳我们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
公司”“资金短缺，制作费用要压缩一半，还要
一家家去拉赞助”“演出开始前，发现团员的 12
双舞鞋没带来日本”……凭着“湘妹子”不服输
的性格和诸多中日友好人士的帮助，一个个棘手
的问题最终得以解决。

九载再见 奏中国声音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2017 年 12 月，女子十
二乐坊成功在日本举办了3场公演。此时距离乐
团上次在日本演出，已过去了9年时间。当乐团
的成名作《奇迹》在音乐厅响起，台下的郑宇才
松了一口气。为了筹备演出，她暂停了自己的演
奏会，连续3个月每晚只睡3个小时。

演出反响热烈，还有日本观众专门向郑宇致
信感谢。但她不满足于此，继续寻求突破。在郑
宇的策划下，2018年公演中，“乐坊”不仅和日
本知名音乐家的西洋乐器“混搭”演奏，还与虚
拟偶像初音未来“跨界”合演其代表作 《Tell
Your World》，令观众耳目一新。

郑宇直言，在精彩的公演和巨大的声名背
后，是高昂的制作和宣传费用，自己并没有盈
利，推动她前行的也从来不是利益，而是种使命
感，“希望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以此回报培
养我的两个故乡和家人、朋友。”

目前，郑宇正在加紧筹备“乐坊”明年在东
京、名古屋、大阪等城市的巡演。同时，她还计
划着组织中国青少年赴日交流，以期把更多中国
文化和湖南乡土文化等带到日本。

（来源：中新网）

华人音乐家郑宇：

在日掀起“最炫民乐风”
刘着之

东莞客侨文化展魅力东莞客侨文化展魅力

近日，客侨文化节在广东东莞凤岗镇开幕，吸引了众多海外及港澳台人士
前来参会。凤岗镇是东莞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也是著名的侨乡，共有2
万多名华侨分布在全世界36个国家和地区。图为客侨情景歌舞表演。

（来源：东莞阳光网）

世界侨商重庆觅商机

侨 情 乡 讯

“世界侨商重庆行”活动12月27
日在重庆开幕，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500余位侨商齐聚重庆，感受

“山水之城、美丽之地”发展新貌，
探寻产业合作契机。

中国侨联副主席李卓彬在开幕式
上称，参加此次活动的海内外侨商具
有资金雄厚、联系广泛、融通中外等

独特优势，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侨商发挥
海外联系广泛的优势，坚持“走出去、
引进来”。同时，当好中国形象“代言
人”和文化交流“传播者”，架起中国
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交融的桥梁，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来源：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