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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社守护旅乌同胞海外华社守护旅乌同胞：：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家
中新社北京 3 月 12 日

电 作者 吴侃 李翔
近 来 ，匈 牙 利 华 裔 青

年马文俊一直驱车奔波在
匈牙利的边境城市和首都
布达佩斯之间，接送和安
置从乌克兰入境匈牙利的
同胞。

自 俄 乌 冲 突 爆 发 以
来，不断有乌克兰的华侨
华人和中国留学生陆续转
移到匈牙利。为了帮助这
些来到匈牙利的同胞，匈
牙利所有的华人社团都行
动起来，筹款购买救助物
资、送去食物和防寒衣物、
组建志愿车队接送转运，
为 旅 乌 同 胞 送 上 融 融 暖
意。

“ 我 们 主 要 是 跑 三 个
边境口岸、四个救助站去
接同胞，每次总里程将近
1000 公 里 ，基 本 上 每 辆 车
一天只能跑一个来回。”马
文俊接受中新社记者连线
采访时说。

他 介 绍 说 ，志 愿 者 车
队将同胞送到布达佩斯之
后，会将他们安置在中国
驻匈牙利大使馆提供的宾
馆，当地的华商商会和同
乡会也提供了一些宾馆和
商会的会馆供他们居住。

“后来宾馆渐渐住满了，很

多匈牙利侨胞就把自家房
间腾出来接待同胞，像我
家里也接待了几位中国留
学生。”

马 文 俊 告 诉 记 者 ，因
为撤离到匈牙利的人中有
很多是妇女和儿童，匈牙
利侨界还筹资购买了大批
儿童玩具、衣物等物资送
往匈乌边境，发放到多个
由匈牙利政府组建的救助
站，此举不仅帮助了华人，
也帮助了很多其他从乌克
兰撤离的民众。

“ 匈 牙 利 岐 黄 中 医 药
中心的陈震博士贴心地为
同 胞 们 送 去 了 清 肺 排 毒
汤、藿香正气水等药品，还
为确诊新冠肺炎的同胞和

撤离过程中身体不适的同
胞提供免费诊疗。”马文俊
说。

匈牙利丽水商会常务
副会长程苏平年逾花甲，
连日来也一直奔波在运送

物 资 、接 送 同 胞 的 路 上 。
他告诉记者，“2 月 26 日我
们商会发布倡议书，呼吁
匈牙利的华侨华人献出爱
心，匈牙利的侨胞积极响
应、纷纷出资出力，帮助从

乌克兰来的同胞。”
程苏平表示，“丽水商

会第一时间成立了志愿者
团队，大家放下自己的工
作，全力以赴完成接送安
置工作，志愿者车队在边
境 等 候 入 境 匈 牙 利 的 同
胞，经常是整日整夜不睡
觉，尽力让每一位进入匈
牙利安置点的同胞及其亲
属都能得到妥善安置。”

“ 刚 开 始 几 天 匈 乌 边
境一直在下雪，天气非常
冷，从乌克兰撤出的同胞
们一路辗转奔波才来到匈
牙利，有的走得比较急，带
的随身衣物少，我们就筹
资买了一些毛毯、方便面、
水和药物等送过去，尽绵

薄之力为他们送上一份温
暖。”他说。

据程苏平介绍，“这两
天我们的志愿服务工作已
经接近尾声了，匈牙利的
各个商会同乡会都举办了
联谊会，邀请旅乌同胞和
匈牙利华侨华人们欢聚一
堂、共叙乡情，希望让大家
感受到，有华人的地方就
有家。”

其 实 不 止 是 在 匈 牙
利，近段时间以来，波兰、
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多
个乌克兰周边国家的华侨
华人也在帮助自乌克兰撤
离的同胞。

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
合会第二十届主席叶建新
告诉记者，“欧洲华侨华人
社团 2 月底联合发起了帮
助旅乌侨胞和留学生的倡
议书后，欧洲各国侨团主动
要求加入帮助同胞的队伍，
爱心在各国侨胞之间不断
地接力和传递，志愿者的人
数已经统计不过来了。”

叶建新表示，“战火无
情、同胞有爱。患难与共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同
胞在海外遇到了困难，我们
当然要倾力相助，大家心手
相连、守望相助，一定能度
过这段艰难的时光。”

匈牙利丽水商会的志愿者们帮助来
到匈牙利的同胞。 （受访者供图）

匈牙利华人妇女联合总会帮助匈乌边境的难民。（受访者供图）

匈牙利岐黄中医药匈牙利岐黄中医药
中心的陈震博士为中心的陈震博士为
同胞们送去中药同胞们送去中药。。
（（匈牙利匈牙利《《新导报新导报》》摄摄））

中新社潮州 3 月 13 日
电 作者 孙秋霞

近 日 ，在 广 东 侨 乡 潮
州，一名长相清秀的年轻
女子在广济桥非遗集市，
一 手 执 木 槌 ，一 手 执 刻
刀。在她的巧手下，一块
木头灵气凸显，篓里篓外
爬满了“虾”“蟹”，它们或
相争相斗，或相依相偎，吸
引不少游客围观。

这位年轻的手艺人正
是潮州木雕传承人陈嘉，
她是一名“90 后”，出生于
木雕世家，爷爷陈舜羌是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父亲
陈培希是广东省高级工艺
美 术 师 。 在 家 庭 的 熏 陶
下，陈嘉 14 岁开始学习木
雕，目前已是一名技法精
湛的手艺人。

潮州木雕是中国四大
木雕之一，以多层次的镂
通技法和金漆装饰手法为
世人所称道，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
用于装饰建筑、家具和祭
祀 器 具 。 其 中 ，《龙 虾 蟹
篓》是潮州木雕常见的地
方风物题材，寓意渔民喜

获丰收，八方来财。不同
手 艺 人 创 作 的《 龙 虾 蟹
篓》，各有千秋。

在 陈 嘉 的 工 作 室 ，一
只手掌大小的《龙虾蟹篓》
看起来格外精巧，虾蟹篓
被雕刻得通透纤薄，与周
围长达几米的木雕作品形
成鲜明对比。“我们女生相
对喜欢一些精巧的东西，
有时候我会把一些多余的
木材做成小摆件或生活用
品，想让更多年轻人去了
解它。”陈嘉近日接受采访
时说。

潮 州 木 雕 工 艺 精 细 ，

创作难度大，既辛苦又无
法形成规模化生产，经济
效益较差，因此目前从事
木雕加工生产的人愈来愈
少，青年一代尤其不愿从
事这项工作。

陈嘉坦言：“在学习的
过程中很多次想放弃，因
为一直受伤，也很辛苦，我
爸看着也心疼，劝我去找
个稳定的工作。但当我花
了几个月时间制作出的第
一件作品卖掉时，还是很
有成就感的。既然痛都痛
了，而且已经学会了，就一
直坚持下来。”

潮州木雕的特点是多
层次镂空，做的时候不仅
要想象下一层要做什么，
还要考虑到木雕的内层，
以达到层层相扣的效果。
通常完成一件木雕作品，
需要三十几把刻刀和大小
不一的木槌。由于长时间
按压刻刀，陈嘉的右手无
名指已经明显变形。

“《龙 虾 蟹 篓》作 品 中
篓子里的东西是最难雕刻
的，因为外面有一个篓，比
较难发挥，而且很绕刀。”
陈嘉介绍，学木雕最主要
的还是勤劳，有一定的耐

心才能做下去。
为了使自己的作品看

起来惟妙惟肖，陈嘉平时
会 更 加 关 注 生 活 中 的 细
节。比如，在吃虾蟹的时
候，她会边吃边观察它们
头部的弧度和纹路，吃完
常常会把虾蟹壳带回家研
究。

“ 每 个《龙 虾 蟹 篓》作
品中虾蟹的动作是不一样
的，龙虾脚和螃蟹的钳子
最能展现出它们的形态，
制作木雕的时候我会更加
注意这两个地方。平时我
也会观察龙虾行走的时候

是哪一只脚先往前。”陈嘉
说，“木雕作品尺寸越小雕
刻难度越大，因为握在手
上不好控制力度，也不好
用刀。”

虽然制作小型木雕作
品经常受伤，但这却不影
响陈嘉继续创作的热情。
她用木头雕刻了一些精美
的梳子和小摆件，比如老
虎、茶壶等，她的手机挂件

“ 小 葫 芦 ”也 是 自 己 雕 刻
的。

在 尺 寸 上 创 新 ，背 后
折射出潮州木雕目前的困
境。由于现代居住环境的
改变，潮州木雕失去了原
先的依存条件，加之传统
民俗日益淡化，神龛、神亭
等物品淡出日常生活，潮
州木雕的用武之地日渐减
少。

“ 现 在 的 潮 州 木 雕 一
般都是昂贵的装饰物，并
不是生活的必需品，我觉
得要让更多年轻人去了解
和使用这些东西，必须把
它发展成必需品，这还需
要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陈
嘉说。

潮州木雕传承人陈嘉潮州木雕传承人陈嘉：：磨砺精细功夫磨砺精细功夫 展现刀尖绝活展现刀尖绝活

中新社江门 3月 13日
电 作者 李晓春 郭军

“难得这个周末有时
间，不如我们去摘些白麻
叶、树菠萝叶回来做雪麻
糍吧？这段时间白麻叶又
嫩 又 多 ，摘 起 来 应 该 很
快。”3 月 12 日，广东台山
市北陡镇罗梦宇女士邀友
制作当地特色的雪麻糍，
共享春光好时节。惊蛰过
后，北陡镇紫罗山及周边
山丘绿意葱葱，又到了一
年初春摘叶做糍的季节。

据了解，台山人所指
的白麻，实为苎麻，野外多
数生长于丘陵地、缓坡地、
山区平地等。在广东，春
节后至清明节期间，部分
潮汕人、客家人、广府人喜
欢采摘苎麻嫩叶制作粿、
粄、糍等家乡风味特色小
吃，相传有清热降火、利尿
排毒、调理肠胃等食疗功
效。

在罗女士的召集下，
北陡镇几位巧厨娘一起动
手制作雪麻糍。“采摘回来

的嫩白麻叶，摘除梗和叶
柄后，要逐一冲洗干净。”
陈焕兰在帮忙处理刚采摘
回的白麻叶时说，清洗干
净的白麻叶需放入锅中加
水煮沸后，捞出用搅拌机
搅碎，倒入锅中加适量的
花生油、糖、水煮成半糊
状，然后盛出与糯米粉揉
搓成粉团。做糍时，从粉
团中切出小剂子，压扁或
捏扁成皮状，将提前准备
好的馅料包裹在其中，通
过捏合或捏成扭角纹把馅
料锁住即可。

“雪麻糍没有固定的
形状，上锅蒸 7 分钟左右
即可。”巧厨娘林凤琼表

示，根据自己做糍的喜好，
可将其做成团状，仅需将
馅料包裹后搓圆，外形与
艾糍、青团相似；可将其做
成包角状，包裹好馅料后

直接捏扭角纹，外形近似
台山传统糕点“咸鸡笼”；
亦可将其做成狗脷状，包
裹好馅料后略压扁平，可
放上两颗花生作为点缀。

当地人喜欢用清洗干净的
树菠萝叶为底托，也有个
别人选用洗干净、剪成圆
形或椭圆形的芭蕉叶或新
鲜柚子叶为底托。

“其实，在北陡，大家
搓粉的工序大同小异，最
明 显 的 区 别 体 现 在 馅 料
上，目前并没有太固定的
搭配，只要喜欢吃，都可以
尝试着做。”巧厨娘陈颂金
介绍，她每次做雪麻糍起
码会备两种馅料迎合家人
的口味。当地人制作雪麻
糍的馅料比较丰富，有用
黑芝麻、花生碎、白砂糖混
配好的甜馅，有用切碎的
萝卜干、葱头、虾皮、五花

肉炒制而成的咸馅，还可
以放其他自己或家人喜欢
吃的馅料。

“我刚到北陡工作时，
同事把在家里做好的雪麻
糍拿给我吃，我一开始误
以为是艾糍，因为它无论
从外形和表皮颜色来看十
分相似。但吃到嘴里，却
是另一种特别的草本清香
味，馅料很有地方特色。”
台山“70后”外来务工人员
刘女士表示，雪麻糍是她
对北陡乡味的初体验，当
地人好客之道，体现在舌
尖上的分享。

近年来，北陡镇借助当
地盛产荔枝的优势，相续举
办多届荔枝旅游文化节，其
中雪麻糍作为当地特色的
糕点，通过巧厨娘们的巧手
呈现，被众多参加活动的嘉
宾和游客所认识。同时，台
山市在积极推进“粤菜师
傅”工程工作的基础上，创
新实施“粤菜师傅·侨乡巧
厨娘”项目，不断推广台山
美食和糕点。

初春雪麻糍初春雪麻糍 广东侨乡台山巧厨娘手中的乡味广东侨乡台山巧厨娘手中的乡味

刚采摘回来的白麻叶要摘除梗和叶柄刚采摘回来的白麻叶要摘除梗和叶柄。。 李晓春李晓春 摄摄

台山当地人采摘鲜台山当地人采摘鲜
嫩的白麻叶做糍嫩的白麻叶做糍。。

李晓春李晓春 摄摄
甜皮咸馅是雪麻糍其中甜皮咸馅是雪麻糍其中
一大特色一大特色。。 李晓春李晓春 摄摄

雪麻糍形状多样雪麻糍形状多样，，刚做好刚做好
时一片绿时一片绿。。 李晓春李晓春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