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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物荟萃，机遇满满

品尝世界各地的美酒佳酿，感受不
同风情的咖啡文化，体验全球时尚的生
活方式……对慕名而来的参展者来说，
每年的侨博会都堪称一场全球好物荟萃
云集的盛会。今年也不例外。据悉，本
届侨博会共设展位 1700 个，邀请境外企
业 700 家、进口贸易企业 600 家、中国制
造企业 40 家等参展，展出的进口商品种
类共有 8.5万个。

作为全国唯一以“侨”为主题的展
会品牌，侨博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侨
商是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

今年，在为期 3 天的展会中，侨博
会“塞尔维亚·黑山馆”负责人郑皓十
分忙碌。作为一名侨商，他常年往来中
国和塞尔维亚之间，从事进出口贸易，
每届侨博会都没有落下。这次，他的

“侨博会酒单”又有更新——他与多家塞
尔维亚酒庄建立合作，将塞尔维亚特产
的干白葡萄酒、橙子酒、白兰地等多款
酒品带到侨博会。

不仅如此，郑皓在本届侨博会上还结
识了不少“中国合伙人”。展会现场，他与
来自云南、上海等地的多名经销商交流了
业务拓展、技术培训等相关事宜。“我们计
划在浙江以外的国内其他地区扩大塞尔
维亚酒品的销售市场，侨博会给我们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展示与交流平台。”郑皓说。

与郑皓一样，西班牙侨商、青田宝
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洪永旺也
在本届侨博会上收获满满。

作为侨博会的老朋友，洪永旺除了
像往年一样带来葡萄酒、香肠、火腿等
西班牙特色产品之外，今年还有一件新
的喜事——他参与筹建的公司在本届侨
博会正式亮相。

本届侨博会前夕，洪永旺与其他 5
名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塞尔维亚等
国从事进出口贸易的青田籍侨商合作创
办了青田县侨博酒窖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为欧洲特色产品进口中国提供完整
的供应链服务。“我们希望把法国葡萄
酒、意大利咖啡等欧洲产品的供应链整

合起来，形成规模优势，并借助侨博会
的平台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加强沟
通，建立合作。”洪永旺说。

自 2018 年以来，侨博会连年举办，
好机遇层出不穷。

比利时侨商、梦菲酒庄创始人徐秋
泉也是侨博会的“全勤生”，连续 6 年参
展，将法国多个葡萄酒品牌通过侨博会
引入中国市场。今年她获评“侨博会十
佳代言人”。“参加侨博会对提升产品的
订货量、销售量有很大帮助。”徐秋泉介
绍，今年，除了继续宣介法国葡萄酒品
牌之外，她的公司还参与了展会配套的

“西餐大师”沙龙品鉴活动，推介生蚝、
奶酪等法国美食。“我希望在引入法国葡
萄酒的同时，也将生蚝酒馆等法国餐饮
模式介绍到国内，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
多味蕾享受。”

“搭侨出海”，拓展市场

作为浙江承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溢
出效应的十大平台之一，侨博会累计吸引
来自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 多名外籍
参展商、4800 多家境外企业以及 2 万余名
采购商参与，累计意向成交额131.1亿元。

今年，侨博会不仅继续搭建进口商
品展示与交易的平台，还将目光转向出
口贸易领域，开设青田制造名优展示板
块，设置 1500 平方米的展区来宣传国货
产品，并推出集产品展示、采购、信息
交互等功能于一体的“青田贸易集采平
台”，积极助力青田以及全国的优质产品

“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
在“中国好物，青田出海”展区，

青田的稻鱼米、蜂蜜、山茶油等特色农
产品吸引不少海外采购商看货询价。青
田县农业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希望通过侨博会的带动效应，
让更多本地优质农产品“搭侨出海”，摆
上国外消费者的餐桌。

“除了青田本地特色产品之外，我们
还与国内其他企业、品牌积极对接，欢
迎他们前来参展。”青田侨乡进口商品城
商会会长周勇介绍，通过他的牵线搭桥，
一家生产白桦树汁饮品的国内企业就与

侨博会成功结缘，在参展期间展示宣介
了多款产品，吸引众多外商品鉴、咨询
并商讨合作”。“这家企业在中国兴安岭
腹地建厂，致力于生产自然、健康的植
物饮品。此前，我们就曾帮助这家企业
寻找海外代理商。这次，借助侨博会这
一平台，这家企业进一步向更多外商展
示了来自中国兴安岭的‘森林味道’以
及 中 国 品 牌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理 念 。” 周
勇说。

青田侨乡进口商品城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丽蔚介绍，本届侨博会主展馆
还特别设立中国制造展区，通过前来参
展的 700 多家海外参展商，深化助力中
国制造出海。此外，展会期间安排了首
发经济展示、全球好物线上线下展销、

“中国好物，青田出海”签约仪式等系列
活动，进一步建立起“全球买、全国卖、
进口在青田”和“全国买、全球卖、出
海在青田”的重要渠道。

“本届侨博会不仅汇聚了来自世界多
国的进口商，还增设许多高品质的出口
产品展台。”洪永旺说，侨博会将各国侨
商聚到一起，加强沟通交流，共享全球
商机，不仅帮助大家更有针对性地选择
进口中国的海外货品，如今还帮助侨商
了解国内产品优势，将中国好物带到海
外，形成一个双向互动的良性循环。“对
于侨商来说，参与中外双向贸易，意味
着分享更多商机。”

牵线架桥，双向奔赴

青田是浙江著名侨乡，拥有丰富的
华侨华人资源。数据显示，38.1 万名青
田籍华侨华人分布在全球 146 个国家和
地区，其中 10 万多人在全球各地从事贸
易活动，拥有遍及全球的海外仓库和商
业销售网络。参加侨博会的不少参展商
都表示，青田的华侨华人资源及其建立
的全球经贸共享网络链能为国内企业拓
展海外市场提供重要帮助，也让在此举
办的侨博会更具吸引力。

“第一次来青田参加侨博会时，这里
浓郁的‘侨味’以及中外文化交融形成
的独特风情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苏州

希伦贸易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刘凤说，今
年是她所在的企业第三次参加侨博会。

“我们的主要业务是将希腊的葡萄酒引入
中国市场。每次来侨博会，我们都能遇
到许多在欧洲生活工作过的侨商，他们
对欧洲葡萄酒的了解非常深入，并坚持
将国外优质产品引进国内市场。我们在
相互交流如何向中国市场更好推广欧洲
葡萄酒时，常能碰撞出许多好点子。明
年，我们还会来侨博会！”

巴西华人华侨青年联合会会长周伟虽
然没到现场参加过侨博会，但一直非常关
注家乡的这场盛会。“今年 10月，青田县
委书记林霞率团访问巴西时，专门向我们
青田籍巴西侨胞介绍了侨博会的情况，我
们对侨博会着力打造‘双向通道’、实现

‘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很感兴趣。中
国和巴西经济互补性强，今后我们也将努
力挖掘合作点和发力点，将巴西好物带到
侨博会，共同分享中国市场的好机遇。”
周伟说。

“6 年来，侨博会的规模不断扩大，
影响力日益提升，参展产品类别越来越
丰富，参展企业来自的国家和地区也越
来越广。如今，侨博会不只是一个商品
交易平台，更与侨紧密相连，成为展示
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一个舞台。”周勇
说，6 年来，自己同时作为参展商和招展
商，对侨博会价值及侨商作用的认识逐
渐深刻。“侨商具有‘侨’接‘两头’、
熟悉中外的优势，可以发挥更多作用，
成为中国和世界共创机遇的纽带。”

“我们要为中国消费者当好‘海外拣
货员’，将具有塞尔维亚特色、受中国消费
者喜爱的酒品带到中国市场。我们也非
常期待今后可以将中国的葡萄酒带到海
外市场，为中外葡萄酒的‘双向奔赴’搭建
桥梁。”郑皓说。

洪永旺介绍，如今，海外侨商不仅从
事商品贸易，还有许多人涉足海外仓库运
营、物流管理等多个领域。“就像我们向中
国消费者介绍海外产品的优点和亮点，以
推动其更好进入中国市场，我们在海外生
活多年，了解当地社会文化，也更易把握
海外消费者的喜好和需求。今后，我们将
尽己所能，帮助国内企业精准对接海外市
场，因地制宜地推广中国产品。”

第六届侨博会在侨乡青田举办

以侨为桥，促进中外好物共享
本报记者  严  瑜  高  乔

法国葡萄酒、西班牙火腿、荷兰奶酪……全
球好物琳琅满目；青田粉干、古蔺白酒、源自中
国最大原始森林兴安岭的白桦树汁……“中国味
道”精彩纷呈。

近日，第六届华侨进口商品博览会暨青田进
口葡萄酒交易会、第四届国际咖啡博览会 （简称

“第六届侨博会”）在侨乡浙江丽水青田举办，吸
引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展。

热闹的展会现场，侨商们的身影格外活跃。
他们寻找机遇，洽谈合作，牵线搭桥，促进中外
好物互通共享，助力侨博会成为“买全球、卖全
球”的优质平台。

“民心不死，国脉尚
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
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
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
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
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
贯彻目的之一日。”1919
年，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
嘉庚在《为倡办厦门大学
校附设高等师范学校演
讲词》中表达了他以爱国
救亡为己任的决心。

陈嘉庚被誉为“华
侨旗帜，民族光辉”。长
期以来，对陈嘉庚的学
术研究持续推进。日前，
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的 《陈嘉庚文集》 在陈
嘉庚诞辰 150 周年之际面
世，这部文集经华侨华
人研究学者 40 年接力编
撰，是目前为止国内收
录陈嘉庚著作、言论等
资料最完整的文集。

记录奔走足迹

从南洋侨居回忆，到
行走新中国所感，《陈嘉
庚文集》“著述卷”收录陈
嘉庚公开刊行的著作；从
筹办厦大时的振臂呼吁，
到访问延安时的慷慨演
说，“言论卷”记录陈嘉庚
在演讲台上留下的余音；
从爱国兴学的殷切嘱托，
到共度时艰的坚定决心，

“书信卷”汇总陈嘉庚与
各界人士的通信；从旗下
企业的公告，到合作机构
的公文，“文牍卷”留下陈
嘉庚奔走于时代洪流中
的足迹。

“陈嘉庚先生的著述、书信、言论等文稿涉及面
广、分量重、时空跨度大，收集整理工作具有特殊
价值。”《陈嘉庚文集》 主编、华侨大学教授许金顶
介绍，《陈嘉庚文集》 力求全面收集整理陈嘉庚生前
著述、书信、言论、电函及通启等文献，并按内容
属性分为著述、言论、书信、文牍四卷，共计约 300
万字，不少文章为国内首次公开。

据介绍，此次文集的编辑充分运用网络资源，
开展资料扩容工作，搜集整理海内外前辈先贤的成
果和各公藏机构的资料，并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开
展与历史背景、多元地方词汇及侨史人物等有关的
注释工作。

“陈嘉庚先生的许多文章夹有闽南语、外来语，
许多词汇的译法、称呼等与今日有所不同，读者阅
读起来存在一定困难。对此，编纂者对重要的人物、
事件、地名采用‘随文脚注’，以疏通上下文意，也
让研究者有源可寻、有史可查、有据可考。”福建教
育出版社副社长陈楷根说。

跨越40年接力

“我 40 年的夙愿实现了！作为老归侨，我感到十
分欣慰！”在《陈嘉庚文集》新书发布会上，年近 90 岁的
华侨博物院名誉院长陈毅明动情讲述自己参与文集
编纂的漫长历程，会场内多次响起热烈掌声。

陈毅明的动情讲述也代表了华侨华人学界共同
的心声。从 1984 年福建省报请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
成立“陈嘉庚文集编纂委员会”，到 1994 年 100 余万
字的 《陈嘉庚文集 （征求意见稿）》 编辑成册，再
到 2020 年 2 月集美大学、华侨大学、厦门大学、福
建教育出版社牵头重新组建 《陈嘉庚文集》 编辑组，
重启 《陈嘉庚文集》 编辑工作，《陈嘉庚文集》 的编
辑出版工作横跨 40年，凝聚了多代学者的心血。

“文集的成功出版离不开几代学者的合作以及各
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辑过程中，当我们在陈嘉庚先
生生平事宜、马来亚古地名、新马语言和风俗等内容
上遇到无法确定的学术问题时，陈毅明老师会及时给
予指导，如果仍存疑问，我们就不厌其烦地查询资料，
有时也会向新加坡、马来西亚的陈嘉庚研究学者寻求
帮助。许多与陈嘉庚先生有紧密关系的机构和个人
都热心地为我们提供帮助，给予鼓励，让我们深刻感
受到‘嘉庚精神’穿越时空的力量。”许金顶说。

深化“嘉庚精神”研究

“大量原始底本资料可以帮助我们重回历史现
场，更加真切地理解陈嘉庚先生及其所处的时代。”
参与文集出版工作的福建教育出版社总编办主任唐
瑜敏说，在文集编辑过程中，资料的搜集、辑录、
甄别、纠错、加注都工程浩大，但真实的史料更让
人感受到陈嘉庚先生历经浮沉依然不变的赤子之心。

许金顶认为，这部详尽完备的《陈嘉庚文集》能够
为学界拓宽“嘉庚精神”研究领域，深化侨史研究，丰
富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读者可以借
由文集了解和缅怀陈嘉庚先生的传奇人生，感受陈嘉
庚先生“忠公、诚毅、勤俭、创新”的精神力量。

“《陈嘉庚文集》作为学术成果问世，不仅是华侨
华人历史研究界的大事，也让以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
华侨华人的重要历史地位被更多人知晓，对弘扬‘嘉
庚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力以及增强中华
文化的认同感与自信心具有重要意义。”陈毅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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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陈嘉庚文集》书影。福建教育出版社供图

在侨乡广东开平，矗立在乡野间的上千座中西合璧的
碉楼，在曾经动荡不安的岁月里给了开平人一个安居的梦，
至今仍牵动着海外侨胞的思乡情。

19 世纪中叶，开平等地农民迫于生计，踏上海外谋生
之路。当时，潭江流域一带洪灾和匪患严重，华侨有所积
蓄后，纷纷回乡或汇款兴建居守兼备的碉楼，至 20 世纪 30
年代达到高峰。一座碉楼是否具备很强的防御功能，主要
看其突出楼体的角堡 （俗称“燕子窝”） 和射击孔的数量。

“碉楼是开平人去海外赚钱后回来建造的，见证了一段
华侨文明的辉煌。尽管有的人离开了开平，但是这些建筑
是他们的家园，也是他们的根之所在。”五邑大学广东侨乡
文化研究院暨建筑系教授谭金花说。

碉楼是中国乡村常见的防御性建筑。开平被誉为“中
国碉楼之乡”，其碉楼数量多，既有中国传统碉楼建筑特
点，又融合外来建筑文化风格，形成一种特殊的乡土建筑

类型。电影 《让子弹飞》 在此取景，更让开平碉楼被广泛
熟知。

开平自力村的碉楼群以建筑精美、布局和谐闻名，古
榕树、荷塘、稻田与四周的碉楼、民居相映成趣。

铭石楼是自力村最高的一座集居住、防御功能于一体
的碉楼，由旅居美国芝加哥的华侨方润文于 1925 年回乡修
建，为铭记父亲方守锡一生打石的生涯，遂将此楼命名为

“铭石楼”。
铭石楼处处可见设计者中西合璧的巧思，其屋顶中央设

有六角攒尖式凉亭，配以绿色琉璃瓦、爱奥尼式柱子和罗马
拱券，正面有巴洛克曲线山花，下面是“铭石楼”的匾额。

“开平 70% 的碉楼是混凝土结构，水泥来自英国和瑞
典，钢筋来自德国，瓷砖来自意大利，木材来自印尼。不
仅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进来了，更重要的是西方建筑文化
也进来了。”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教授张国雄说。

走进铭石楼，仿佛穿越到楼主人居住的年代。入口处的
德国钢板门窗已经锈迹斑斑，客厅摆放着从意大利进口的玻
璃屏风。房间内有多个华侨回乡时专门用来装贵重物品的

“金山箱”，箱子的大小和数量是华侨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沿着陡峭狭窄的楼梯拾级而上，楼主人的时髦生活方

式逐一展现：西式炊具、第一代手摇缝纫机、台式留声机、
进口奶粉和化妆品、浴缸、马桶……

“我们当年清理这栋楼的时候，妇女用过的法国香水和
美国庞氏面霜，男人用过的三五牌香烟和威士忌都保留在

这里。侨乡民众的生活跟海外联系非常密切。”张国雄说。
澳门开平青年会会长方焕兴是自力村华侨后代，1973

年出生于开平，其先辈方文龙、方文胜于 1917 年建起自力
村最早的一座碉楼——龙胜楼。“我出生的时候奶奶还住在
里面，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才搬出来，小时候我经常到
里面玩，印象最深的是家里的留声机，那时候国内还没有
普及。”方焕兴说。

开平碉楼在鼎盛时期有 3000 多座，至今完好保存 1833
座，分布在 15 个镇 （街）。从建筑形式上看，有别墅式、
庭院式、教堂式，较为全面地融汇了世界各国建筑的精华。

其中，赤坎镇三门里村落内的迎龙楼是开平市现存最
早、形制最原始的碉楼；蚬冈镇锦江里村落内的瑞石楼是
开平现存最高、最美的碉楼，有“开平第一楼”之称。
2007 年，“开平碉楼与村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
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个华侨文化世界遗产。

从小在开平长大的谭金花，自 2009 年起在开平建立
“仓东遗产教育基地”。谭金花介绍，“仓东遗产教育基地”
面积约 300 亩，面向全球开放，华侨华人到这里可以了解
自己的历史和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

“当年离乡间漂洋到金山，流血流汗为赚钱，抛妻别子
情凄惨，孤单有家亦难还。思念亲人长抱依，别时容易见
时难。”当地民谣唱出了华侨那时外出闯荡的艰辛，对于他
们来说，“故乡的碉楼和村落，就是心中最深的牵挂。

                              （来源：中新网）

开平碉楼里的独特“侨味”
孙秋霞

图为广东省开平市自力村内的稻田与四周的碉楼相映
成趣。                        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摄

侨 界 关 注

图为第六届侨博会现场。                                         叶春笼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