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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创业

佛罗伦萨华星艺术团成立于 2017 年 5
月 27 日，回想起初创时期，团长尹名兴用

“起步艰难”来形容所面临的困境。
艺术团的首要难题是缺乏演员。当

时，艺术团想成立一个中国舞舞团，但当
地的侨二代对中国舞了解较少。面对这种
情 况 ， 团 长 尹 名 兴 并 未 放 弃 ， 他 坚 信 ：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侨二代之所以对中
国舞关注不多，是因为他们尚未真正领略
到中国舞的美和魅力。”

于是，他带领艺术团踏上了文化宣讲
之旅，向侨二代介绍中国舞。为了让孩子
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舞的魅力，他们精心挑
选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民族民间舞，
由专业老师教授，并安排孩子们在晚会上
表演。

“我们会记录下这些美好的时刻。当孩
子们看到自己的表演后，都被中国舞的美
深深吸引住了。现在，一听说要编排中国
舞，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地参加。”尹名兴
笑着说，“如今团内的中国舞舞团已经有
14名演员了，规模还在不断扩大。”

艺术团的另一个难题是缺乏足够的资
金支持和人员储备。“最初，团里就只有
我们几个核心成员，负责对接、演出、接
送、配餐等大大小小的事项。几乎所有事
情都得亲力亲为。”尹名兴说，“有些演出
没有报酬，还要靠我们自己补贴。我太太
是服装设计师，她也帮了我很多。”

有时为了一个不错的演出机会，团队
一行人经常起早贪黑、风雨无阻。2019 年
初，佛罗伦萨华星艺术团刚结束华人春晚

的演出，就受邀到西西里岛的一所大学参
加中国新年文化月活动。“演出内容有旗
袍秀，古筝、琵琶演奏等节目。当时天气
很冷，演出的姑娘们穿着单薄的演出服，
还要在城市广场待一下午。”

尹名兴说，“但由于外国友人们没有
见过中国的这些传统乐器和服饰，所以每
个演员都尽力做到最好，没有人因为天气
而畏缩放弃。”回想起这些，尹名兴感慨
道：“团里的演员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每当我看到艺术团演员的出色表演时，我
都感到特别争气和自豪。”

文化交融

帕德瑞茨奥是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
在普拉托当地一所中学任教，略懂中文，
还经营着一个乐队。2018 年，在一个偶然
的机会下，他被佛罗伦萨华星艺术团关注
到 ， 并 邀 请 加 入 了 艺 术 团 。 尹 名 兴 说 ：

“入团以后，我们问他可不可以唱中文歌，
他说会一点点，但愿意尝试更多”。

尹名兴回忆道：“帕德瑞茨奥很有天
赋，没过多久就学会了一首张靓颖的歌和
一首周杰伦的歌。但当我们看到他电脑上
的歌词时，每个人都被感动到了，几乎每
一句中文歌词下面都标注了汉语拼音。”不
识汉字的帕德瑞茨奥，就完全照着汉语拼
音唱中文歌。这位来自意大利的中学老师
说：“为了唱好中文歌，我每天都在练习汉
语拼音。”

起初，帕德瑞茨奥只是看着汉语拼音
唱歌。但渐渐地，他开始对歌词的含义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意汉词典成了他
不离手的学习工具。他不仅自己唱中文

歌，还鼓励女朋友一起加入。通过对歌词
意思的理解，帕德瑞茨奥不仅爱上了中国
文化，还成了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听说
我们正在筹备 2025 年的华人春晚，他主动
请缨，希望让他初中班的意大利学生上
台，一起表演中文歌曲大合唱。听到他的
提议，大家都很开心。”尹名兴说。

在艺术团中，还有一位特别的成员——
尼科洛·菲利皮，一位意大利舞蹈演员。
在大学期间，尼科洛主攻拉丁舞。在机缘
巧合下加入艺术团后，他对中国古典舞的
向往跨越了文化的界限。自此之后，他开
始积极学习中国古典舞。

在一次大型活动中，尼科洛与艺术团
的一位女舞者共同演绎了一段中国古典
舞。这段表演不仅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
声，还吸引了新华社记者的关注。记者的
采访和后续专访让尼科洛的故事迅速传
播，点击量超过了 100 万。这无疑给了他
巨大的鼓舞。

尼科洛表示：“这次特别的经历让我更
加坚定了学习中国古典舞和中文的决心，
我 希 望 能 够 成 为 中 意 文 化 交 流 的 友 好
使者。”

艺术创新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
通。而实现民心相通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
是艺术。”尹名兴说，“如何将中意文化巧妙
地揉在一起，创作一些当地侨胞和意大利民
众都喜闻乐见的节目，是每次合作演出时我
们都在思考的问题”。

在艺术团承办的大小活动中，令尹名
兴印象最深的一场表演还要属 2018 年佛罗

伦萨欢乐春晚的旗袍秀——玫出东方。为
了让旗袍表演更加融入意大利文化，艺术
团特邀了来自米兰国际时装周的意大利女
模特。为了更好地契合中意交流的主题，
追求完美的演出效果，艺术团不仅为 6 位
意大利模特量身定制了中国旗袍，还将旗
袍秀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采用动感的
西方爵士音乐，后半部分则配以悠扬的中
国古典音乐。

尹名兴回忆道：“当 6 位意大利姑娘们
身着中国旗袍踏上舞台时，那份东方的古
典美与西方的时尚风情完美融合，惊艳了
在场的所有人。”

如今，佛罗伦萨华星艺术团正在进行
更多元化的尝试。每逢当地重要节日，艺
术团会挑选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目，或
邀请意大利当地艺术家一起编排创作文艺
节目，共同完成具有中意特色的创意表
演，把中意文化交流互鉴落到实处。

除了意大利西洋乐与中国古典乐联袂
演奏、中意歌手合唱外，艺术团正在把马
可波罗、利玛窦等脍炙人口的中意民间交
往的历史故事改编成情景剧搬上舞台，以
意大利歌剧加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形式，
面向意大利观众推出。

“我们希望以大家都能理解和接受的方
式，将中西文化艺术巧妙结合，达到润物
细无声的效果，从而增强华人与当地人民
的互信、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尹
名兴说。

回首佛罗伦萨华星艺术团的发展之路，
尹名兴感到自豪和骄傲，他说：“自前年开
始，意大利本土观众比例正在成倍增长，
去年意大利观众占比约有3成。看到越来越
多的意大利民众喜欢上了艺术团的春晚，
并抱以期待，这让我们十分欣慰。”

近日，第六届温哥华中华文化艺术节在加拿大温
哥华美术馆北广场如期上演。此次艺术节以“非遗里
的中国——锦绣四川”为主题，融合了多种艺术形式
与文化展示，旨在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向加拿大
民众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丰富内涵。

锦绣共赏

当晨光初破，温哥华市中心的广场已被装点得热闹非
凡，红灯笼与中国结交相辉映，场地弥漫着古蜀风情。表
演舞台上，身着华丽民族服饰的演员们轮番上阵，带来中
国戏曲、民族歌舞、武术和器乐演奏等精彩节目。广场四
周还布满了各式摊位，展示书法、绘画、手工艺品。

在一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区，蜀绣的展台尤为
抢眼。精致的刺绣工艺和鲜艳的色彩，一针一线都在诉
说着中华文化的悠久与精美。许多观众驻足在展台前，
仔细观赏每一件作品的细腻纹路。另一侧的石磨展示也
同样吸引了不少人群，这个农耕文明的象征让许多好奇
的观众纷纷上前体验，试着推动石磨，让双手感受到劳
作的朴实与力量。

展区里的瓷胎竹编茶具、棕编工艺品、苗族刺绣与
蜡染等非遗项目也让人目不暇接。每一件手工艺品背
后，都有着历史的沉淀和文化的故事。在这里，古老的
技艺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吸引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前
来了解与体验。

生动展示

温哥华普通话社团是此次艺术节的重要参与者。他
们的义工团队成为了现场的“文化大使”，通过为参观者
讲解非遗项目、引导互动体验，让更多的加拿大民众了
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杨树林是其中一员，在
提及感受时，他谈道：“在今年的艺术节上，我们不仅展
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还融入了多民族的内容。如何用
当地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一直在思

考的。”
艺术节进行到一半时，现场有一位毕业于中央美术

学院的书法家，即兴创作了一幅内容为“祖国万岁，国
泰民安”的书法作品。他的手稳如磐石，每一笔都透着
深厚的功底和浓浓的爱国情怀。很多人纷纷驻足，静静
地观看他将每个字的笔锋一一展现。

书法家写完最后一笔时，围观的人自发鼓掌，掌声
经久不息。其作品被展示在展台前，成了当天的一大亮
点。不少人争相与这幅书法合影留念。

这次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开始理解并欣赏这
些古老的技艺和文化符号。中华文化通过这种多样化的
传播方式，与其他文化产生了更多共鸣。

文化共鸣

温哥华中华文化艺术节已经连续举办 6 届，逐渐成为
中加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艺术节不仅仅是展示中华文化
的窗口，更是在全球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促进彼此理
解与认知的桥梁。正如杨树林所说：“加拿大的华人们也
是基于此，不断地调整、提高，重新寻找自我定位。我们
都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团结起来，能成为更强的力量。”

杨树林穿梭在人群之中，用流利的双语和满腔的热
情，为每一位好奇的加拿大朋友揭开中华文化的神秘
面纱。

“温哥华的中国文化艺术节历经多届，已打造成为华
人社区与其他各族裔文化交流互鉴的平台之一。希望这
一活动能让更多当地民众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
驻温哥华总领事杨舒表示。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无数像杨树林这样的华人艺
术家与志愿者的默默奉献与不懈努力。他们用自己的
行动诠释了文化的力量与魅力，让中华文化在异国他
乡绽放出了更加绚丽的光彩。正如杨树林所期待的那
样：“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看到中华文
化的独特之处，也让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
新的可能。”

佛罗伦萨华星艺术团—— 

以艺术汇聚人心
                                                              杨  宁  翟佳怡

第六届温哥华中华文化艺术节——

展示多元文化交融的新画卷
杨 宁  郭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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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佛罗伦萨，
这座文艺气息浓厚的城市
里，佛罗伦萨华星艺术团
正用艺术编织着中意两国
人民的心灵纽带。

巴西华侨看好中巴合作前景

近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之后，
巴西华侨华人表示，期待中国在全球发展难题和全
球治理体系完善中继续贡献智慧和力量。

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永久荣誉会长尹楚平
强调，中国始终聚焦发展问题，提出的全球发展八
项行动将推动全球发展。巴西青田同乡总会永久荣
誉会长叶王永表示对“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深有感
触，认为全球发展倡议聚焦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
重点领域，让相关国家受益。

华侨华人还强调了中巴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的合作潜力，以及两国人文交流的加深，期待两国
关系迎来更加辉煌的下一个“黄金 50年”。

                         （来源：中新网）

“汉字嘉年华”在曼谷巡展

近日，2024“汉字嘉年华”在泰国曼谷巡展。
北京海外联谊会副会长王斌在开幕式上强调，活动
通过展览展示、体验和游戏，结合了中华文化元素，
吸引了华侨华人和当地民众。

中国驻泰国使馆参赞许兰表示，活动将加深泰
国对中国汉字和文化的了解，促进中泰文化交流。
泰国北京总商会主席蔡荣庄强调汉字作为中华文明
瑰宝的重要性。泰国华文教师公会主席罗铁英认为
活动为华文教育提供了交流平台。

活动由北京海外联谊会等主办，泰国北京总商
会等承办。

                        （来源：中新网）

中国驻菲大使走访菲侨中学院

近日，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溪连走访菲律宾侨
中学院，与师生座谈交流。黄溪连赞赏侨中学院在
中菲友好和中华文化传承方面的贡献，强调中菲友
好的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少年。

黄溪连希望侨中学院继续培养促进中菲友好的
人才，加强中华文化教育，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历
史观和身份认同。他期待侨中学院能培养出更多促
进中菲文化交流的民间大使，并捐赠了教学设备。

学院董事会、教育基金会、校友会等代表和使
馆参赞兼总领事出席了活动。

                        （来源：中新网）

厦门集美区侨联青委会访马

近日，厦门市集美区侨联青年委员会会长、厦
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董事林嘉尧率团访问马来西亚，
旨在促进中马侨社在职业教育、经贸文化等领域的
合作。

期间，访问团拜访了厦门市侨商会副会长黄阳
明，探讨健康产业合作。访问团还到访厦门大学马
来西亚校区，交流教育资源共享和国际文化交融
经验。

在马来西亚厦门总商会，林嘉尧介绍了厦门兴
才职业技术学院的国际合作成果，寻求教育合作
机会。

                       （来源：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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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
泗安镇长岗岭村，水杉、晨雾、民
居、道路、湖泊相互映衬，呈现初
冬美丽的生态画卷。

    陈海伟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