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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个体见证大时代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日，在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先
达市，华侨都沉浸在热烈喜庆的氛围
中，大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高呼

“从此中国人可以扬眉吐气了”“我们再
也不是海外孤儿了”……

已至耄耋之年的归侨黄书海依然精
神矍铄、目光炯炯，在他的讲述中，这
一幕历史性的场面恍如昨日重现，那种
激动、亢奋之情仿佛永远挥之不去。

黄书海祖籍广东，出生于印尼先达
市。1951 年投身印尼华侨教育文化新闻
事业，曾任当地华侨学校校长和华侨报
社编辑记者。1954 年调入中国驻印尼大
使馆工作，参加 1955 年万隆亚非会议等
重大外交活动。1963 年调入中国外交部
亚洲司主管印尼业务。1991 年赴中国驻
美国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

据黄书海回忆，先达当时被称为
“印尼的延安”。1942 年初，日军攻占新
加坡，郁达夫、巴人、胡愈之等革命知
识分子流亡到苏门答腊岛，团结华侨青
年组织了反法西斯同盟和华侨抗日协
会，“我的几位老师参加了华侨抗日地下
组织，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对我们起着
潜移默化的作用”。

从一名华侨青年到大使馆的一员，黄
书海精神为之一振。“大使馆的墙外是印
尼社会和华侨社会，墙内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土。能够来到这里接受党和国家的培
养教育，有机会把自己的青春年华融入到
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去，我备感幸运、倍
加珍惜。”

“我们这一代归国华侨，最感恩的一

是新中国，二是共产党。”黄书海动情地
说，“新中国的成立，不仅提高了海外华
侨华人的地位，也改变了许多像我一样
的华侨青年的道路。上世纪 50 年代，我
的许多同学纷纷回到祖国。新中国就像
一块‘大磁铁’，把散落在世界各个国家
的华侨华人吸引回祖 （籍） 国的怀抱。”

从第一卷开始，《丛书》 辑录了百余
位像黄书海一样的老归侨，忠实记录了
他们与新中国风雨同行的一生。归侨，
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永葆爱国的初心，
他们作为时代洪流中的小个体，见证着
大时代的发展和进步。

小群体发挥大作用

除了归侨的个体回忆，《丛书》 还收
录了许多群体性史料，如《新四军中的华
侨兵》《亲历开国大典的一群华侨青年》

《回忆41名印尼华侨小英雄光辉事迹》等。
《丛书》第四卷《星火侨魂》，将1919

年五四运动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期
间，对中国革命产生一定影响的已故归侨
革命先驱人物，以一人一文的形式对传主
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

“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经过的地方
大多人迹罕至，饥饿、疾病、疲劳，常
常使得红军指挥员的体力达到极限。对
军情、民情、地形的不熟悉，敌人的一
再围追堵截，让红军危机四伏。侦查工
作充满危险，大部分时间或是行走在高
山大川之中，或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
夜里潜伏，毒蛇猛兽随处可遇。”

这是书中描绘的红军长征路上场
景。作为万里长征队伍中的“华侨兵”，
缅甸归侨苏静的重要任务就是为整个军
团探路，他为中央红军绘制的路线图达

数百张之多。别人走了一遍的长征路，
苏静要先侦查走个来回，再跟着走一
遍，实际走的距离是别人的3倍。

长征队伍中的“华侨兵”，还有菲律
宾归侨、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
芳，日本归侨、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
书长廖承志，新加坡归侨、红四方面军
红军大学教导师三团政委庄田等人，他
们与苏静一样，历经辛亥革命到新民主
主义革命，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历
史阶段，以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
斗的精神，前赴后继、不畏艰辛、任劳
任怨，为祖国付出了血汗甚至生命，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丛书》 按照传主本人与这一历史时
期某一事件的关联，把其归纳为 9 大类，
除了万里长征队伍中的“华侨兵”群
像，还有归侨党建先驱与早期军事人
物、归侨早期工运先驱与革命活动家、
八一南昌起义中的“华侨兵”、南粤赤子
农运先锋、琼崖苏区“华侨兵”、闽南红
三团中“华侨兵”、八闽烽火“华侨兵”
以及附录香港海员、工运领袖等 8 个部
分，真实地记录了归国华侨的英雄事迹
和革命一生。

小故事凝聚大国魂

《丛书》 由北京市侨联及侨务社团和
香港华侨华人研究中心共同发起编撰，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和中国华侨华人历
史研究所提供了部分归侨的原始资料。

“1957年，我初中毕业后从印尼回到
中国。因为父辈曾在侨务系统工作，所
以我对侨界非常关注，这套丛书也与几
位老归侨一起酝酿已久。”发起人之一、
北京离退休侨务工作者联谊会前会长肖

群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归侨在不同
时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但他们的事迹却鲜为人知。随着中国进
一步扩大开放，华侨华人的群体应该越
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有关他们的
史料工作应该有人来做。”

整理归侨史料、传承归侨精神极具
历史和现实意义。《丛书》 第四卷 《星火
侨魂》 副主编、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所理论政策研究部主任巫秋玉认为，中
国归侨史是一部爱国的革命与奋斗史，
编撰整理归侨史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具有
史料参考价值，而且在增强民族凝聚
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上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收集整理归侨史料汇编成册，
是希望通过众多归侨侨眷的亲身经历，
展示他们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事
实，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继往开来，同
心奋斗，传承和发扬华侨精神，让红色
基因融入血脉。”巫秋玉表示。

北京市侨联党组书记赵宏生在 《丛
书》 首发式上指出，为侨撰史、为侨立
传，不仅是为了纪念，更重要的是将老
一代归侨的爱国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代
代相传。它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曲
凯歌，每一篇都非常生动，不仅见事、
见人，更见精神。

近年来，各地侨务部门、中国华侨
华人历史研究所和中国华侨历史博物
馆，一直都很重视归侨史料的保护和抢
救工作。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派研
究人员前往广东、福建、广西、海南、
天津、湖北、山西、吉林等省区市采访
近 500 位老归侨，出版了 10 本归侨采访
录，为归国华侨铸就一座永不褪色的精
神丰碑。

上图：印尼归侨黄书海正在阅读
《归国华侨史料丛书》。 （受访者供图）

一部归侨史就是一部爱国史
杨 宁 李笑然

侨界关注

归国华侨，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爱国群
体，自辛亥革命至今，为中华民族奋斗超过
百年，写就了一部伟大的归侨史。归侨史既
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嘹亮凯歌，也是中华
民族坚韧不拔、勇于奉献的精神缩影。

时光荏苒，老一代归侨正走入历史，抢救
其史料尤为迫切。7月26日，《归国华侨史料
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北京篇第三、四
卷举行首发式。该书通过讲述众多老归侨、老
侨眷的亲身经历，生动反映了归侨侨眷献身祖
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史
实，谱写了一曲归国华侨的赤子壮歌。

2019年“水立方杯”总决赛开赛

7月29日，2019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
中文歌曲大赛北京总决赛正式打响，来自31个国家50个
赛区的88位青少年组选手进行首轮角逐。

“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自
2011 年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 8 届，广受海内外关注与
好评。2019 年大赛以“侨心筑梦水立方 共谱华诞新乐
章”为主题，吸引了近3万名选手报名参赛，上千家侨团
侨社、华文媒体、华教机构参与办赛。

据主办方介绍，按照总决赛的赛程安排，青少年组
将进行初赛、复赛、半决赛；成人组将进行初赛和复赛
的比拼。8月3日，青少年组与成人组将分别决出金银铜
奖，华人大联欢活动将于8月8日晚在国家游泳中心——
水立方举行。 （据中新网）

侨情乡讯

7月 30日，“世纪峥嵘凛然长歌——纪念
马来西亚华教领袖沈慕羽逝世 10 周年书法
展”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

1913 年，沈慕羽出生于马六甲，是马来
西亚的“华教斗士”。他21岁时执起教鞭，在
担任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主席期间，一
直为争取华文地位而奋斗。去世之前，沈慕
羽留下遗言：华教尚未平等，同道仍须努力。

书法展分为“为人师表奋战不辍”“华教
斗士教总先锋”“文化传承不遗余力”“明心
见性望重南邦”四个部分，展示 50余幅沈慕
羽的书法代表作。

图为观众欣赏沈慕羽书法作品。
冉文娟摄 （中国侨网）

在美国纽约法拉盛的殷老头火锅店里，一桌当地食客
正对着眼前一大锅红油辣子无所适从，火锅店老板殷正权
笑着走来，手把手地教他们用起筷子。他说：“不会用筷
子就无法享受火锅的乐趣，眼看着热腾腾的美味，用筷
子却‘挝手挝脚’的 （手不灵巧），拿不稳、奓不开

（分不开），那真是一个尴尬、一个急！”
一片笑声中，当地食客终于用筷子品尝到了川渝美

味，跑调的四川话夸赞着“巴适”、“安逸”，其乐融融。

海外中餐馆生意越来越火

殷老头火锅店的老板殷正权是重庆人，2003 年到美
国后从事专业厨师工作。虽有一技之长但苦于没有资金，
直到 2017年在美国川渝同乡会的帮助下，他才开起了火
锅店。

“当地华人是主要顾客。”殷正权说，“但是火锅的
吃法、味道和菜式让其他族群的顾客也很新奇。”

近年来，在全球各地，制作中华传统美食的餐馆越
来越受到欢迎，华人厨师在海外大展身手，让华侨华人
重温家乡味道，更让世界品味和了解中华美食。

在匈牙利，华人厨师就地取材做出“思乡味”红烧
多瑙河鲤鱼；在希腊，冬瓜海参汤成了珍馐美味；在加
拿大，铜锅土豆焖饭是一道吸引众多食客的云南佳肴；
在安哥拉，热气腾腾的小笼包一解华人思乡情……

不同地区也呈现出了不同的新趋势。美国传统中餐
馆由于从业者退休无人接班、工作太累和利润低等原因
日渐式微。而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中餐馆
生意蒸蒸日上。

“独门绝技”迷住当地食客

华人厨师带着中华传统美食的制作手艺走向世界，
创业经营的艰辛三言两语实难概括，缺少原材料、不合当
地口味、语言文化差异等多方面因素都给他们出了难题。

但依靠勤劳灵巧的双手，华人厨师逐渐摸索出因
地制宜的经营之路，开起了一家家各具特色的中华美
食餐馆。

殷正权每天花几个小时亲自熬制火锅底料，力求让

客人吃到原汁原味的重庆火锅。他说：“大家都晓得在
美国做餐馆的老板是最累的，一天工作时间绝对不低于
十八九个小时。”

澳大利亚墨尔本唐人街有家包子铺，店主金绍南从
16岁起，在北京西四包子铺做学徒，1992年他将地道北
京味带到澳大利亚。从业 40 年来，他练就了独门绝技
——包子馅的调制全靠他的手感。

金绍南说，希望通过小小的包子，让世界上更多人
了解到源远流长的中华饮食文化。

跨文化背景下，聪明的华人厨师也尝试对中华美食
进行融合和改变，来适应当地食客喜好。

芝加哥最繁华的地区有家十分火爆的兰州拉面馆，
许多人慕名而来。为了保持劲道的口感，拉面师傅王红
军找了五六种面粉反复比对，最终选择了颜色适中又口
感好的；汤底也改得适合当地人口味，面汤还要营养丰
富。他的小餐馆，现在每天能卖出300多碗拉面。

“吃出了妈妈的味道”

对海外华侨华人来说，吃到中华传统美食不只是一
饱口福，熟悉的味道更承载着他们对祖 （籍） 国的思
念，“吃出了妈妈的味道”是对华人餐馆的高频点评。

王红军 18岁起独自在外打拼，他说：“做拉面不仅
是我毕生的事业，更寄托了我对兰州的思念和幼时与亲
人的记忆。”

纽约法拉盛小吃街上有家老周烧烤摊，有一年，一
个素不相识的华人女孩吃到老周烤的羊肉串后哭了，一
问原来是想家。老周被女孩感动，咬牙用攒了多年的积
蓄将烧烤摊升级为全羊馆，引得当地更多华人成了忠实
顾客。

让世界上更多人品尝中华传统美食的同时，华人厨
师也让中华传统文化走出了国门。

美国中餐馆的新发展方向是有特色和提高档次。很
多华人餐馆的店面装修别具一格，古典风、民族风、山
水风等，都让中国元素成为异乡的一道美丽风景。

华人厨师是一个平凡又特殊的群体，中华美食的魅
力通过他们折服了更多异国粉丝，中国美食文化从他们
手上流向了世界各地。

华人厨师，让世界爱上中餐华人厨师，让世界爱上中餐
郑雨珂

“华教斗士”沈慕羽书法纪念展开幕“华教斗士”沈慕羽书法纪念展开幕

《归国华侨史料丛书》北京篇第三、四卷首发

福建侨联组织专家赴基层义诊

近日，由福建省侨联主办，福建省新侨人才联谊
会、福建省侨商联合会、福建省中西医结合协会、福建
省留学生会福建医大分会、闽清县侨联、闽清县六都医
院联合承办的省侨联赴闽清县坂东镇开展的“健康三
宝”精准扶贫医疗义诊活动在六都医院举办。

福建省侨联副主席翁小杰、经济科技部部长陈晓等
组织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徐国兴教授、朱琪教授等
16名省内医疗专家到六都医院义诊。翁小杰表示，闽清
县是重点侨乡，本次医疗义诊活动是为了支持侨乡、基
层乡村卫生事业发展，关怀广大基层群众身体健康。

本次“健康三宝”义诊活动，免费提供眼科、内
科、中医科、肝胆内科及胃肠外科、骨科、健康管理等
方面的健康检查和诊疗服务。

湖南增聘海外侨胞做顾问

7 月 28 日，湖南发展海外顾问座谈会暨增聘仪式在
长沙举行。湖南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向6名优秀海外侨胞颁
发聘书。会上，6名顾问结合自身思考和实践，围绕湖南
的开放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并提出意见建议。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贺安杰表示，湖南省政协历来十
分重视加强与海外侨胞的联系。2017 年 10 月，湖南省
政协成立了湖南发展海外顾问团，11位来自世界各地的
优秀海外侨胞受聘为第一批顾问团成员，为湖南经济社
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增补的顾问都是所在国家
和地区的商界领袖、行业翘楚，社会上有影响、经济上
有实力、专业上有造诣，又与湖南联系紧密。希望大家
勇于建言献策，做湖南发展的参谋者；积极牵线搭桥，
做湖南建设的推动者；讲好湖南故事，做湖南形象的传
播者。 （以上据中国侨网）

“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比赛现场。
刘立琨摄 （中国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