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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咖啡文创、
咖啡美术馆、咖啡博物
馆 等 在 许 多 侨 乡 兴 起 ，
小小咖啡豆承载着侨乡
记忆。在许多华侨华人
的创业历程中，与咖啡
有关的故事也在为文化
交流助力。

在海南兴隆华侨农
场，许多人的一天从一
杯咖啡开始。20 世纪 50
年代起，来自 21 个国家
和地区的归国华侨来到
兴隆华侨农场，与他们
一起到来的，还有咖啡
种子和种植技术。喝咖
啡的传统从那时起延续
至今，当地形成了独特
的咖啡文化。

“在当时，咖啡等短
期 作 物 的 种 植 是 兴 隆

‘以短养长’的尝试，是
发展林下经济的探索。”
正大 （海南） 咖啡资深
副总裁王孟军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成立于 1952
年的兴隆华侨农场咖啡
厂是新中国第一家咖啡
厂，也是兴隆咖啡·正
大产业园的前身。70 多
年间，兴隆咖啡因侨而
建、因侨而兴，逐步成
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

王孟军称，在咖啡
豆炒制过程中适时加入
白糖、食盐和黄油，是
兴隆咖啡醇厚风味的来
源。“如今我们依旧保留
原有炭烧工艺，充分保
留‘侨’味道。我们有
两位经验丰富的师傅是
兴 隆 咖 啡 非 遗 传 承 人 ，
也在培养更多青年人才，
将 这 门 传 统 手 艺 代 代
相传。”

在兴隆咖啡·正大产业园，“从种子到杯子”
的沉浸式咖啡文化生活方式吸引众多爱好者前往
打卡。王孟军介绍，依托海南旅游资源，游客可
以品尝到现磨咖啡，了解咖啡的加工过程，在亲
身体验咖啡冲泡的过程中感受兴隆咖啡的魅力。

“除了生产速溶咖啡、挂耳咖啡等多种预包装
产品，我们也在加大研发力度，按照不同技术研
发出多种口味的咖啡产品，例如将东方茶韵与咖
啡风味融合，为消费者带来全新味觉体验。”王孟
军表示。

20 世纪 30 年代，众多旅居欧洲的青田华侨用
皮箱将咖啡豆、咖啡机、咖啡壶等带回青田，自
此咖啡的浓郁香气融入小城生活。

“在青田，一台商用咖啡机早已成为足疗馆、
银行、台球厅、民宿等场所的标配。”青田咖啡协
会会长张艳峰说，青田咖啡以传统意式浓缩咖啡
为特色。罗布斯塔豆一直是意式浓缩咖啡文化里
的重要部分，其油脂醇厚、酸度较低，带有独特
的大麦茶、焦糖和烤坚果香气。

张艳峰称，近年来，当地咖啡馆鳞次栉比，
越来越多的华裔新生代到青田投资创业，推出很
多富有创意的咖啡产品。依托侨博会等平台，很
多华商从事咖啡相关进出口贸易，发挥“买全球、
卖全球”的优势，进一步助推青田发展。

在北京，众多年轻人将咖啡视为日常生活和
工作的重要伴侣。北京非洲文旅中心负责人冯鑫
鑫在纳米比亚生活 10 余年。她说，非洲是著名的
咖啡豆产地，咖啡豆的品类丰富，地域特色鲜明，
受到全球众多消费者喜爱。

在非洲文旅中心的园区内，冯鑫鑫开设了一
间咖啡厅，她认为咖啡是认识非洲不可或缺的元
素。“咖啡在社交场合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杯咖啡
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冯鑫鑫说：“很多在北京的非洲留学生在这里
做志愿者。我们平日会举办很多活动，非洲青年
与中国年轻人以咖啡为媒介，相互了解彼此的文
化和生活，增进友谊。”

（来源：中新社）  

本报电 （徐林） 为增进华侨华人对家乡发展的了解，更好地向海外推
介优质营商环境和人才政策，近日，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开展“话乡情谋
发展 创商机享共赢”活动，邀请来自马来西亚、柬埔寨、菲律宾、德国、
奥地利、日本、缅甸、斐济、比利时、巴拉圭、加拿大、澳大利亚、尼泊
尔等地的侨商侨团走进海沧，感受海沧的发展变化。

“作为一名旅德华侨，此次活动为我搭建了与祖国文化沟通的桥梁。当
我看到海沧区在文化传承上的用心规划，我的心中满是温暖。”德国欧中健
康联合促进总会执行主席郭卓明说。

活动期间，侨商与当地居民参加保生慈济文化活动，还参观了金沙书院、
商城超市等，深入了解海沧人才、营商政策，寻找投资机会。

上图：侨商参观福建省厦门市天语舟气象台。 徐  林摄  

构建情感拼图

大幕拉开，海涛声袭来，海浪的光
影在舞台布景上翻涌，《海的一半》 的故
事由此徐徐展开。

南洋华侨青年身穿西服、戴着礼帽、
手持手杖，在整齐划一、步履铿锵的群舞
中迸发青年的蓬勃力量；主角兄弟海庚、
海贤在艰难时刻彼此支持、互相分担，用
双人舞展现“男儿志，兄弟义”的深重情
谊；女孩阿芸把与海贤的命运交织，化作
浪漫舞姿，勾勒女性成长的心路历程……

舞剧 《海的一半》 以陈嘉庚先生与
南洋华侨共同倾资兴学、推动祖国教育
事业发展的历史为蓝本，用舞剧独有的
艺术表达形式，带领观众走进陈嘉庚先生
所处的时代，讲述 20 世纪初海外华侨艰苦
创业、心系祖国、倾资兴学的故事

作为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
生一直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
1913 年起，他先后在故乡厦门创办了集
美小学校、幼稚师范、乡村师范、女子
师范以及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专
门学校，并资助了闽南各地 70 多所中小
学，推动祖国教育事业发展。1921 年，
陈嘉庚先生一手创建福建省最早的综合
性大学厦门大学，设文、理、法、商、
教育 5个学院 21个系。

“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
发展，全在乎教育。”在 1920 年 11 月 《筹
办厦门大学演词》 中，他这样强调教育
事业的重要性。1929 年爆发世界经济危
机，陈嘉庚先生的生意遭受极大挫折，

许多人劝他停发办学经费以维持企业，
但他直言：“企业可以收盘，学校不能不
办”“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

《海的一半》 的故事主线就聚焦于这
段陈嘉庚先生经历的艰难时期。“在剧情
架构方面，我们采用舞剧擅长抒情写意
的表达方式——整个舞剧聚焦在嘉庚先
生做出‘企业可以收盘，学校不能不办’
决定的关键时刻，通过一场公司会议、
一个重要抉择串联起其他时间线，用多
线交织的叙事结构、丰富多样的现代舞蹈
形式，呈现嘉庚先生的思绪跳跃和记忆闪
回，拼接出嘉庚先生坚持倾资兴学的心路
历程和情感拼图。”《海的一半》总导演、编
舞林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历史上，在陈嘉庚先生的感染和影
响下，李光前、陈文确等一批海外华侨
回国兴办教育，推动祖国教育事业发展。
在侨居地新加坡，陈嘉庚先生倡办的新
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是当时东南亚地区规
模最宏伟的华文中学，他以巨大的热情
在新加坡倡办多所华文学校，推动当地
华文教育事业发展。

再现华侨群像

“这部剧取名‘海的一半’，一层含义
是指剧中的海庚、海贤兄弟，为了办学理
想在海的两岸共同努力，一个奔走在南
洋，一个深耕在闽南；另一层寓意是指海
外华侨与国内亲人分隔两地，一边心系祖
国、思念家人，一边融入当地、贡献当地。
嘉庚先生倾力办学的故事是那个时代南
洋华侨群体的一个典型代表。”林辰说。

从 2023 年舞剧主创团队开始创作，
到 2024 年 8月舞剧表演团队开始排练，到
10 月 20 日、21 日在中央歌剧院首演，舞
剧主创团队在舞剧的创作编排过程中，
多次赴陈嘉庚先生家乡厦门和泉州、漳
州等地采风，走访厦门大学、华侨大学、
集美学村、陈嘉庚纪念馆等多所陈嘉庚
先生相关的学校和机构，从丰厚史料中
寻找创作灵感。在新加坡，林辰走访陈
嘉庚先生曾经居住和主要活动的地方，
感受“嘉庚精神”在东南亚侨界的延续。

“我们参观了嘉庚先生曾经生活工作
的怡和轩俱乐部、福建会馆等地，探访
当时华人聚居的牛车水，在历史资料里
感受嘉庚先生生活的年代和海外华侨群
体的时代特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家境
优渥、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怀有报国的
满腔热忱，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也
成为当时推动中国发展的新鲜力量。对
这个群体的认知最终体现在舞剧的人物
塑造和艺术表现上。”林辰说。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海的一半》艺
术总监冯双白认为，凸显男子阳刚之气是
这部舞剧在艺术表达中的特色和亮点。
剧中许多人物的纠结心境和剧情的矛盾
冲突，是通过大型男子群舞表现出来的。
此外，男主角海庚以独舞的方式集中表
达他对家乡的思念和强烈的家国情怀，
让人印象深刻。舞剧通过强劲的身体语
言，结合精致西装等俊朗妆造，和面对
命运打击决不低头的剧情发展，再现了
历史上独特的海外华侨创业者群像。

“ 《海的一半》 集合了丰富多彩的
历史素材。嘉庚先生一生走了很多地方，
舞剧中，中国的闽南文化和东南亚国家
的异域风情交融在一起，主角的人生经历
跌宕起伏，各个人物形象丰满立体，也让
这部艺术作品扣人心弦，值得观众走进剧
院共同欣赏。”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副院长、
集美校友总会监事长邹琍琪说。

引发青年共鸣

在 《海的一半》 的舞台上，现代感
的舞美设计丰富了“海”的味道。带有
闽南韵味和南洋风情的民居、渔船、海
港，把观众带入海滨侨乡的氛围；以 16
块巨大吊板组成灵活变化的舞台背景，
时而映照成一片温柔霞光，时而化作简
约的渔船，时而旋转拼接成巨型会议桌，
成为贯穿全剧“漂泊感”的具象载体。

“我们常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
华人。贯穿全剧的‘漂泊感’，是海外华侨
远离故土、奋斗他乡的一种精神底色，也
是 能 够 引 发 当 下 青 年 共 鸣 的 情 感‘ 钥
匙’。”林辰说，“我们希望通过富有现代感
的舞蹈审美和体现当代艺术特征的舞美
设计，让观众感受到我们的时代气息，换
一种‘打开方式’认识嘉庚先生，拉近观众
与嘉庚先生的心理距离。我们想把嘉庚
先生请到观众身边，让观众像看待自己的
兄长一样，理解嘉庚先生在当时的时代背
景下，为什么做出倾尽家财、支持家乡办
学的决定，从而共情嘉庚先生对祖国的赤
诚之心，感受理想和初心的力量。”

《海的一半》 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
限公司、厦门福南堂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凤凰都市文化传播 （北京） 有限公司共
同出品。厦门福南堂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雪玲是厦门人，在鳌园的石雕
上学习生活常识、听爸妈讲陈嘉庚先生
和鹰厦铁路的故事，是她的童年记忆。

“作为厦门人，我能感受到‘嘉庚精神’
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也希望 《海
的一半》 为观众种下一颗种子，让观众
对嘉庚先生产生好奇，吸引观众走进博
物馆、翻开书本，去了解真实的嘉庚先
生，了解嘉庚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感
受和传承‘嘉庚精神’。”她说。

近日，《海的一半》 继首演后，即将
开启在福建省福州市的巡演。作为 《海
的一半》 联合出品方之一，李雪玲正与
海外侨团密切联系，筹备海外巡演之旅。

“舞剧有跨文化传播的天然优势，能够突
破语言的局限，跨越文化的边界，用舞
姿和音乐让海外华侨华人和各国观众了
解嘉庚先生的精神魅力，感受到中国现
代舞蹈的生命力。”她说。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景小勇表示，《海的一半》 是一次全新
的艺术尝试，希望这部舞剧能够成为一
座桥梁，连接起南洋与闽南，连接起过
去与未来，连接起每一位热爱祖国的同
胞。希望能通过对这部舞剧作品的不断
打磨，将“嘉庚精神”展现于舞台之上，
打造成为一部具有影响力的文化精品，
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

海浪中的漂泊渔船，渔村的
温馨霞光，西装笔挺、四处奔忙
的华侨青年……从新加坡到厦
门，从艰辛创业到倾资兴学，从
教育理想到家国情怀，在舞剧
《海的一半》中，陈嘉庚先生跨山
越海、推动祖国教育事业发展的
故事在蹁跹舞姿中倾情讲述。

今年是陈嘉庚先生诞辰
150周年，以陈嘉庚先生的真实
经历为原型创作的舞剧《海的一
半》，将现代舞蹈与传统闽南元
素、近代南洋风情巧妙融合，用
艺术之笔勾勒出陈嘉庚先生与
海外华侨倾资兴学的时代剪影。

《海的一半》勾画华侨兴学时代剪影
本报记者  高  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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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侨商走进厦门话乡情谋发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位于崇左市的中越智慧
口岸建设中方段将于 2024 年底试运营，当地还在中国率先与越南开展跨境物
流服务标准化合作。崇左多举措推进中越“硬设施”“软设施”联通，有效促
进两国贸易畅通。

中共崇左市委书记蓝晓介绍，崇左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
口。今年 1 月至 10 月，该市外贸进出口总额占广西全区的 36.8%，预计全年外
贸进出口总额将达 2700 亿元人民币，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跨境电商
交易额有望继续排在广西首位。

（来源：中新社）  
上图：今年6月，崇左金左江双线特大桥顺利合龙。

封荣权摄 （人民图片）  

广西崇左多举措助推中越贸易畅通“瑰丽山河炫美中华”展亮相马来西亚

本报电 （记者高乔） 近日，“瑰丽山河炫美中华”中国世界遗产影像展
在马来西亚麻坡市马华公会麻坡区会活动中心举办。展览展出涵盖中国的
世界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白沙溪三十六堰、浙江省金华市城市地标及
传统美食等内容的摄影作品和地方文化书籍等实物展品。

展览期间，金华市婺城区欧美同学会与马来西亚启新学校签署友好合
作协议，向启新学校学生赠送中国世界遗产海报，让学生通过精美海报领
略中国世界遗产的魅力。

据悉，展览由婺城区欧美同学会策划。该会与马来西亚华人公会麻坡
区会交流频繁，此前双方举办“欢庆中马五十载友好交流续佳话”国际沙
龙座谈活动，加强金华、北京、麻坡三地海内外华侨华人线上线下交流。

上图：马来西亚启新学校学生展示海报。 婺城区欧美同学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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