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华侨华人华侨华人 责编：张 红 严 瑜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9年12月18日 星期三

近日，英中表演艺术舞蹈学院主办的第一
届“丝路舞蹈节”开幕。舞台上，无论是挺拔
优雅的芭蕾、自由随性的现代舞，还是奔放热
烈的民间舞、内敛柔软的古典舞，都包含中国
传统文化元素。这是一次打破舞蹈界限与文化
界限的有趣试验。这一试验的发起者正是英中
表演艺术舞蹈学院院长、旅英舞蹈家周航宇。

“吃亏”的高个子舞者

周航宇选择以舞蹈为业最先是因为兴趣。
12 岁那年，周航宇成功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
开始了专业舞蹈学习。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
的日子十分辛苦。她说：“那时，每天早上六点
起来跑步、练早功，中间吃口饭，八点正式上
课，一直到晚上五点半，时间很紧张。”

周航宇没有叫苦。不过，她也有烦恼：
180cm的身高。“我从小就比同龄人高，15岁就
170cm了。”

身高让她成为舞蹈队里最“不合群”的那
个人。“那时，只要是集体舞，我的身高就是一
个大问题。集体舞要求整齐，老师就会在人员
安排上很纠结。”

周航宇明白，她有两种选择：要么拼命练
习成为领舞，要么接受被淘汰的命运。为了能
参加演出，周航宇拼命训练，每天晚上都延长
练晚功的时间。这段经历让周航宇收获了超出
一般人的自律和韧劲，为她今后的舞蹈生涯打
下基础。

赴英留学迎接挑战

“我的经历比较波折。毕业了工作，工作了
再读书，反反复复。”周航宇笑着说。

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她先后在二炮
文工团、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歌剧舞剧院工作
学习过，之后奔赴英国罗汉普顿大学。周航宇
承认，自己波折的经历和骨子里的“不安分”

有很大关系。不愿原地踏步，而是希望得到一种
充实感。“有了那种充实感，再怎么辛苦都不怕。”

初到英国时，有限的英语水平、完全陌生
的社会环境以及纯理论的课程内容都让周航宇
措手不及，倍感吃力。周航宇说，自己前半年
都没有出过学校，一直在学校图书馆里学习。

经过努力，周航宇最终走出那段痛苦与混
乱的时光，逐渐适应了在英国的学习生活。

为推广中国舞而努力

周航宇创办英中表演艺术舞蹈学院的想法
始于硕士毕业后的找工作经历。她说：“我发现，
在伦敦，教芭蕾、现代舞的老师很多，但几乎没有
教中国古典舞的老师。”

2017年5月，周航宇在伦敦注册了英中表演
艺术舞蹈学院，以舞蹈教学为主。为了保证教
学的专业性，课程涉及古典舞基本功、身韵
课、剧目课，完全按照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学大
纲展开，具体课程内容则由周航宇和其他几位
老师共同编写。

周航宇说，在运营英中表演艺术舞蹈学院
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需要自己不断摸
索，边走边学。不仅要学习如何管理学员，还
要学会如何管理团队。

目前，英中表演艺术舞蹈学院的舞蹈班学
员以在英华人为主，还希望能吸引当地的英国
人或其他国家的欧洲人。除此以外，周航宇还
在伦敦当地的社区工作坊推广中国舞。

作为惯例，英中表演艺术舞蹈学院每年都
有学员汇报演出。学员会邀请朋友前来观看。
今年，周航宇决定，汇报演出面向全社会，还
增加了以体验课为形式的工作坊。于是，第一
届“丝路舞蹈节”就这样诞生了。

周航宇还不满足：“明年，我希望可以邀请
到其他学校的舞蹈社一起参加。推广中国舞，
光靠我们学校当然不够，需要动员周围人一起
来。我希望，中国舞蹈艺术能在英国更普及。”

（来源：中新网）

旅英舞蹈家周航宇

愿中国舞绽放英伦
张 雪

12月15日，来自缅甸的25名华裔青少年
在重庆师范大学学习简笔画。他们通过目
识、心记、手写等活动，以简洁的线条和笔
法，表现出想象力丰富的绘画图案。这批华
裔青少年于本月10日来到重庆，参加2019年

“寻根之旅”冬令营 （重庆营） 活动。
▲华裔青少年展示自己的简笔画作品。
◀华裔青少年在老师指导下学习绘画简

笔画。
（图片来源：中新网）

缅甸华裔青少年重庆“寻根”

身在海外 心在中国

“在海外生活的那几年，每次一看到五星红旗，就心潮
澎湃，无比想念祖国。”站在一幅大型世界地图前，《欧洲时
报》记者戴九悦凝望着上面粘贴的70张海外华侨华人与五
星红旗合影的照片，神思飞回几年前侨居海外的情景。

在 17 日开幕的“追梦中华·侨这 70 年”网络主题活动
成果展上，这面以“我与五星红旗合个影”为主题的照片墙
吸引无数目光的停驻。照片中，有的侨胞高举五星红旗，站
在居住国的地标性建筑前，满脸自豪；有的侨胞在用无
数鲜花拼出的五星红旗花墙前，笑容灿烂；还有的“华
二代”用稚嫩的笔触画下五星红旗迎风飞舞的画面……

70 张来自世界各地的照片，凝聚的是同一份浓厚热
烈的“中国情”——无论身在世界哪一个角落，看见五
星红旗，心中便有了温暖，身后便有了依靠。

在成果展上，这样触动人心的画面还有许多。
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新加坡归侨陈嘉庚、

曾在滇缅公路上打通“抗战输血线”的英雄群体南侨机
工、创立中国地质力学的英国归侨李四光……在“侨与
新中国”板块，由网友投票推选的 77 组侨界人物故事，
娓娓道来 70年间海内外侨胞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
事业的赤子之心。

华侨黄丕廷从新加坡寄往老家广东惠安的 5封批信；
马来西亚归侨庄钦华作为国家机关干部，参加建设人民
大会堂劳动时的留影；1964 年“北京市华侨特种物资”
的购物券…在“寻找侨界老照片”板块，一张张饱经岁
月沧桑的老照片拼接成一条时光隧道，留存下海内外侨
胞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奋斗身影。

自今年7月“追梦中华·侨这70年”网络主题活动正式

启动以来，旅居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通过互联网积极参
与，与五星红旗拍合影，寻找侨界老照片，用文字追忆与祖

（籍）国的点滴过往。短短数月，合影、征文等各种形式的
1764篇原创内容纷至沓来，全网点击量接近 1200万人次，
覆盖世界五大洲近 40个国家和地区。此次成果展正是在
这些作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升华，集中展示新中国成
立70年来海外华侨华人的奋斗史、爱国情和家国梦。

“成果展分为‘我与五星红旗合个影’、‘寻找侨界老照
片’、‘侨与新中国’、‘七十年来家国’网络征文活动和网络
参与动态展示五部分，从群众化、生活化、网络化角度，运
用历史图片、文字视频、互动体验等多种手段和元素，展现
70年来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华侨华人为祖（籍）国成长和
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全方位记录全球华侨华人共庆新中国
70华诞的精彩瞬间。”中国侨联信息传播部部长左志强说。

沧桑巨变 侨力汇聚

“我知道很多科学家的名字，但看了展览才知道，原
来他们都是归侨。新中国 7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离不开

‘侨力量’呐！”17日上午，在网上看到成果展当天开幕
的消息，北京市民王志刚一早便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
馆。站在“侨与新中国”板块的图文展板前，他认真细
读每一位侨界人物的故事，驻足良久。

和王志刚一样慕名前来观展的民众还有不少。开幕
式刚刚结束，许多观众便走进展厅，细细浏览，品读华
侨华人与祖 （籍） 国共同书写的70载回忆。

70岁的卡佳·塔齐霍娃是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大学生物
系的一名教师。她和丈夫最近来北京旅行，正巧赶上了
成果展开幕。虽然不懂中文，但两位俄罗斯老人依然看
得饶有兴致。“我1958年就曾来过中国。这几十年间，中

国的变化太大了，这种巨变不仅体现在城市里有了越来
越多的高楼大厦，还写在人们的脸庞上。中国人民勤
奋、友好，在俄罗斯，我们也很愿意与当地的华侨华人
交流、做朋友。”卡佳·塔齐霍娃看完展览后说。

70 年砥砺奋进，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番
巨变离不开包括广大归侨侨眷、海外侨胞在内的全国人
民和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奋斗。70年来，一代又一代海
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桑梓情深，不忘故土，不忘家乡，用
心做好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纽带与桥梁。

如今，在新中国 70 华诞的重要历史时刻，“追梦中
华·侨这 70年”网络主题活动搭建平台，通过网络互动，
实实在在展现了华侨华人与祖 （籍） 国同呼吸、共命运
的奋斗故事，真真切切抒发了海外中华儿女对祖 （籍）
国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

成果展上，埃及埃中新闻网总编王永鸿一次次为来
自侨界的中国好故事深深打动。“通过展览，我很直观地
看到 70年来华侨华人在海外生活奋斗的历程与始终心系
中国的深情。尤其是华侨华人通过网络发来的图片、影
像等多媒体资料，让我感受到过去 70 年，无论身在何
处，华侨华人的心总是与中国紧紧相连，他们是中国腾
飞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与贡献者。”王永鸿告诉记者，
此次活动启动以来，她所在华文媒体持续关注报道，“我
们希望一起来讲好‘侨这70年’的精彩故事。”

融媒呈现 讲好故事

新中国历史跨度 70年，华侨华人分布在五湖四海，如
何汇聚世界各地的“侨声”，将“侨这70年”的故事讲精彩？

融媒体技术的支持不可或缺。“追梦中华·侨这 70
年”网络主题活动为广大华侨华人搭建了线上共庆祖

（籍） 国生日的桥梁，浓厚的爱国思乡情怀通过网络在全
球传递，最终又回到祖 （籍） 国的土地，开花结果。

作为活动承办方之一，人民日报海外网在PC端推出
专题页面报道，专题分设五大活动组成部分，入口于首
页轮播图区域持续呈现；移动端海客新闻重点发力，

“侨·70 年”频道上线，囊括活动征文、话题、新鲜事、
图文稿件及小视频等多形式呈现；各大合作平台消息发布
实时跟进，并有针对性地与热心网友留言互动。此外，为
期一周的成果展的精彩内容也同步在人民日报海外网

“追梦中华·侨这70年”网络主题活动大型专题实时呈现。
在PC端、移动端、多个媒体矩阵同步开花的全媒体

呈现形式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据悉，活动的微博超话
阅读量超过 218 万，专题全网点击量超过 1199 万人次，
在广大归侨侨眷、海外华侨华人中掀起阵阵热潮。

“此次活动充分利用小视频等时下热门的新媒体形
式，这些都是‘华二代’、‘华三代’熟悉、喜爱的信息传播方
式，能够跨越时差、地理等因素限制，吸引更多华侨华
人参与、关注，也能形成广泛的传播效果，让更多人看
到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贡献与深情。”作为一名“80后”
华媒人，戴九悦对此次活动搭建的融媒体平台赞不绝口。

王永鸿也认为，利用最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形式，
可以进一步拉近海外华侨华人与祖 （籍） 国之间的距
离，形成更多更加密切的互动。

“此次活动搭建的网络平台点燃了海外华侨华人、国
内归侨侨眷以及各级侨联系统的参与热情。大家一起为
新中国70华诞庆生，分享自己与祖（籍）国的故事，最终凝
聚成一场内容丰富的成果展。未来，我们将继续用广大华
侨华人喜闻乐见、乐于接受的方式，讲好侨的故事，讲好中
国故事，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左志强说。

图为“追梦中华·侨这 70 年”网络主题活动成果展
现场。 谢 明摄

一张张各国侨胞与五星红旗合影的照片，将一面硕大的世界地图
贴得满满当当；一幅幅泛黄的侨界老相片，无声讲述着海内外侨胞与
祖（籍）国携手走过的70载光阴；一段段感人肺腑的动情文字，记录
下海外游子对故土的无尽思念……这些珍贵的图片、文字大多来自于

“追梦中华·侨这70年”网络主题活动的网络征集。
12月1 7日，“追梦中华·侨这70年”网络主题活动成果展开幕式

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国侨联、人民日报海外版
主办，中国侨联信息传播部、人民日报海外网、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承办，旨在凝侨心，聚侨力，献礼新中国70华诞。

侨 界 关 注

““追梦中华追梦中华··侨这侨这7070年年””网络主题活动成果展引发关注网络主题活动成果展引发关注

一份爱国情一份爱国情 一个家国梦一个家国梦
本报记者 严 瑜本报记者 严 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