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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故乡重拾“老本行”

我的祖籍是浙江温州。我从小就对舞蹈有一种执
着的热爱，小学、中学都是校舞蹈队的佼佼者。上世
纪70年代，我成了一名光荣的文艺兵，走上了自己一
直梦想的专业舞蹈之路。从部队转业后，我继续在地
方从事文艺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中国改革
开放大潮，我决定到海外去闯一闯。

初到巴西，我发现大多数侨胞都只顾埋头创业打
拼，几乎没有精力关心文化生活，当地侨界也很少举
办文化活动。身居海外，如何才能传承好中华文化、
留住中华文化的根？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格外关
注、忧心这方面的问题。

华侨华人在异乡创业艰难，搞文化活动需要投入
时间、财力和精力，殊为不易。“我要做好这件事！”对
舞蹈的热爱，对故土的依恋，让我下定决心，在第二
故乡开启一段新的艺术生涯。

没有场地，没有设备，没有资金，组建一支文艺
队伍困难重重。我自掏腰包，找到了一家仓库的地下
室，又联系了七八位在国内从事过文化艺术工作的侨
胞朋友。大家志同道合，挤出休息时间，在简陋的环
境中，排练着自己最擅长的歌曲和舞蹈，劲头十足。

“侨胞们非常需要你这样的文化使者。”时任中国驻
圣保罗领事馆总领事的这番话，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在使领馆和侨胞们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这支业余队伍
逐步壮大，节目丰富了，参加活动的机会也多了。
1993年，巴西利亚万国节移民民族舞比赛举行，我们
以专业的舞蹈技能、独特的艺术风格获得第一名，这
极大鼓舞了大家在巴西传播好中华文化的信心。1996
年，华声艺术团正式成立，逐渐成为活跃在巴西侨界
的一支文艺生力军。

办起华人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随着华声艺术团走上正轨，我在工作中接触了更
多侨胞朋友。我注意到，不少华二代、华三代缺少对中
华文化的了解和认识，许多家长希望为孩子找到一个可
以学习传统文化、培养艺术兴趣的平台。“这是关系民族
文化传承的大事！”于是，我又萌生了一个新想法。

2003 年，我拿出了几乎所有积蓄，在朋友的帮助
下，找到一处300多平方米的闲置土地，盖起一座教学
训练大厅。从设计、装修到购买材料，我都亲力亲为。不
到8个月的时间，文化艺术培训中心落成了。有了固定场
地，艺术团每个周末都会在这里开展活动。平时，我开
设有免费的民族舞蹈基础班和声乐班，让更多华侨华人
子女得到专业的艺术培训。此外，中心还开设武术、太极
拳及乒乓球培训班，满足孩子们多元化的兴趣需求。

2009 年，我生了一场大病，回国休养。2010 年，
我病愈后回到巴西，仍然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一度还

打了“退堂鼓”，想放弃培训中心的工作。没想到的是，
在我离开巴西的一年时间里，许多跟着我学习舞蹈的
孩子依旧会来中心，一遍遍练习我教过的动作。他们
对中华文化、对艺术的执着和热爱深深打动了我，也
让我坚定信念走好自己选择的路。

创办华人文化艺术培训中心，是我这些年最引以
为豪的一件事。十年耕耘，十分收获，中心培养了一
批又一批的华侨华人子女。我亲眼见证了不少孩子的
成长之路，他们在这里培养了对民族舞蹈和声乐的热
爱，一些人成为艺术团的文艺骨干和指导老师。更令
人惊喜的是，不少巴西文艺界人士也慕名前来，学习
中国民族舞蹈。我还受邀到巴西多地开展教学，收了
许多“洋弟子”。

让中华文化在海外绽放光彩

2016 年，我们获得了国务院侨办的授牌，正式成
立了巴西圣保罗华星艺术团。作为艺术团团长，接过
沉甸甸的牌子，我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在我看来，华星艺术团是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
星星之火，要坚持自身发展特色，大胆“走出去”，让
当地民众更加了解、热爱中华文化；华星艺术团也是
促进中外交流的艺术桥梁，要加强与本土文化的交流
互鉴，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2017年春节期间，我担任“文化中国 华星闪耀”系
列活动总策划。在圣保罗最繁华的保利斯达大道，300
多名演员进行“快闪”大联唱，舞龙舞狮、旗袍走秀、
武术、民族舞等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演出，吸引当地
人参与互动。“太棒了，期待与中国文化再次相见！”活
动结束后，许多巴西朋友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

“中国文化日”、中秋“月光节”、中华美食文化节……
这几年，华星艺术团的品牌活动在巴西各地开展。华
星少儿合唱团、骆驼青年乐队、华星书屋等也组建起
来，为艺术团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前，我经常带领华星艺术团的演员们开展“文化
下乡“活动，到巴西一些偏远地区演出，让更多人感
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疫情期间，我们还举办了多场
线上文艺活动，鼓励人们战胜疫情。

今年，巴西侨界举办了盛大的文艺演出，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73周年华诞，并表达海外侨胞对中共二
十大召开的期盼。我有幸担任了这台晚会的总策划，
从节目编排到舞台走位，从后勤保障到音响、灯光、舞美
等，每个细节都精益求精。演出结束后，由于来回奔走，
我的脚肿起来。不过，看到这场演出寄托着海外侨胞赤
子深情的晚会圆满成功，我感到一切付出都值得。

接下来，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筹备春节文化演
出活动，新开设书法、国画、二胡、琵琶等培训班，
与当地机构合作举办中巴联谊活动等。衷心希望中巴
文化交流合作更加枝繁叶茂，期待更多华星新一代接
过“接力棒”，让中华文化在海外绽放光彩。

（本报记者 李嘉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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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巴西圣保罗华星艺

术团团长李青霞的工作行程满满当

当。带领华星艺术团参与巴西“中国

移民日”庆祝活动，与当地侨团携手

共庆中秋佳节，参与主办“庆国庆、

喜迎二十大”大型文艺晚会……一

场场活动精彩不断，李青霞忙碌不

停，乐在其中。

“中华文化在巴西越来越受到

欢迎！”旅居巴西30多年，李青霞对

如今中巴文化交融的盛景备感振

奋。这些年，为传播中华文化、培

养新一代文艺人才，李青霞走过了

一段艰辛而又充实的历程。以下是

她的自述。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打花鼓、舞彩带、耍火棍、舞狮子……
小小的掌中木偶戏台上，一个个“梁山好
汉”各显神通，引得台下掌声阵阵。

戏台背后，福建泉州晋江市掌中木
偶戏剧团演员们早已满头大汗。本是不
动不言的布袋木偶，经演员们灵活摆
弄，各种特技动作跃然“指”上，细腻逼
真，妙趣横生。

“这是掌中木偶戏经典剧目 《大名
府》，其中囊括了木偶戏里最精彩的杂
技表演技艺，曾获罗马尼亚国际木偶节
一等表演奖。”看着新一代演员的出色演
出，晋江市掌中木偶戏剧团演出队队长
陈代宫十分欣慰。

有着千年历史的掌中木偶戏，又称
“布袋戏”，流行于闽南和台湾地区，是
中国的稀有剧种，被誉为“指尖艺术，
妙手传神”。2006 年，掌中木偶戏被列入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晋江市掌中木偶戏剧团也被确定为该剧
种的传承单位，多次前往世界各地演出。

师从南派木偶表演艺术家李伯芬的
陈代宫，如今负责带领剧团演员们到各
地进行公益表演，让更多人知道掌中木
偶戏，了解非遗之美。

“我们会根据观众的喜好调整演出
剧目，例如在‘非遗进校园’活动中，我
们 会 选 择 具 有 教 育 意 义 的 《愚 公 移
山》、生动形象的 《虎趣》 以及经典剧
目《大名府》。”陈代宫说，要将家乡掌
中木偶戏的种子撒入孩子们的心田。

公益演出结束后，剧团的演员们便
返回剧团排练室。排练室里，他们紧锣密
鼓排演着新编传统剧《李东假巡按》。剧
中木偶人物的一动一静、一颦一笑、一唱
一和，在反复排练中渐入佳境。

24岁的年轻演员张漫铃一丝不苟地

紧盯着台上的排练。她从初中毕业便开
始学习掌中木偶戏，现在是剧团里的新
秀。谈及漫长而艰苦的学艺历程，她
说：“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因为热爱，
所以传承。”

“打基本功的时候很枯燥，手举得
很酸。但想到木偶能在自己手中栩栩如
生地动起来，将最生动的一面展现在观
众面前，这些辛苦都不算什么。”在公益
演出之余，张漫铃还开展一些简单的木
偶教学。在她眼中，这不仅是一份工
作，更是一份传承。

坐在她身边的是剧团“当家花旦”蔡
美娜。去年，蔡美娜全心打磨复排的传

统小戏 《番婆弄》，在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 2021 年新年戏曲晚会上亮相，她“一
人分饰两角”的掌中绝活惊艳四座。

有了这一成功案例，蔡美娜近期正
专注于 《李东假巡按》《弓鞋记》 等传
统经典剧目的复排，希望通过表演内容
和表演形式的创新，让掌中木偶戏这一
非遗技艺焕发新生。

作为南派掌中木偶戏第六代继承
人、晋江市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副主任，蔡美娜20多年来始终以传承和
弘扬掌中木偶艺术为己任。“为了契合
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剧团在灯光、舞
美、偶形设计、表演形式、表演剧目等
方面都做了一定程度的创新。”

“非遗文化传承，培养好传承者和
培养好观众同样重要。”为推广掌中木偶
戏，蔡美娜时常走进学校为学生授课，寻
觅优秀的木偶戏传承人。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人关
注木偶戏，让家乡的年轻人了解木偶戏，
让这一非遗技艺传承不息。”蔡美娜说。

（据中新社电）

舞台上的掌中木偶活灵活现。 王东明摄

近日，李青霞 （前排右四） 带领华星艺术团成员录制“喜迎二十大”宣传视频。
受访者供图

最后一位南侨机工蒋印生2022年
10月29日在重庆永川逝世。

云南师范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副
所长夏玉清说，南侨机工承载的爱国
情怀与乐观精神，已成为全球华侨华
人的共同记忆。

保障“抗战生命线”畅通

南侨机工，全称是南洋华侨机工
回国服务团。抗战初期，中国海上通
道被日军切断，只好转战西南，修建
连接云南与缅甸的滇缅公路。当时国
内缺少汽车驾驶人员，大批军事物
资、生活用品难以运往国内。1939
年，在爱国侨领陈嘉庚的号召下，
3000余名华侨回国担负起滇缅公路抗
日军运任务，保障了“抗战生命线”的
畅通。

“曾在滇缅公路考察的蒋梦麟认
为，南侨机工‘处境均极其困难而士
气甚旺，彼等食在车中，睡在车中，甚
至生死亦在车中，服务精神殊足令人
惊叹’。”夏玉清表示，战争讲求兵马
未动，粮草先行。南侨机工在敌人轰
炸、疾病侵扰的环境中，承担起军需
的运送任务，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赢得了重要转机。

夏玉清称，据档案记载，在运输途

中，1/3以上的机工牺牲在“滇缅公路”
沿线。

1942 年 5 月，滇缅公路中断，一
部分南侨机工承担了“驼峰航线”军事
物资运输接转任务；一部分南侨机工
以其语言、技术优势服务于美英盟军
在昆明的军事机关，担任翻译、文员
等职务。

积聚起保卫国家的力量

“我曾与蒋印生老先生共同参加
会议，当时他已90多岁，但与会时腰板
笔直，讲话铿锵有力，尽显军人气质。”
夏玉清回忆。

在他看来，蒋印生谦逊有礼、生
活朴素简单。“他和大多数机工一样，
并不认为自己做了多大贡献。他们常
说，比起牺牲的战友，能够亲眼看到
中国的变化已足够幸运。”

马来西亚女机工白雪娇的书信中
曾写道：“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和弟妹
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
所怀念热爱的……虽然我的力简直够
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汇
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洪流
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夏玉清说，南侨机工本可以在海
外享受富有、安逸的生活，却选择了

炮火纷飞的战场，他们用平凡的血肉
之躯，积聚起保卫国家的力量，这背后
离不开海外华侨家庭、社团的支持。

滇缅公路蜿蜒崎岖，山高岭峻，
天气寒冷，在东南亚地区生活的机工
多受苦寒困扰。得知此事后，陈嘉庚
迅速动员华社置办寒衣和药品，南洋
各地华侨积极响应号召，出资出力把
物品运送到机工手中。

这段热血爱国史将永存

最后一位南侨机工虽已离去，但
这段鞠躬尽瘁、以身许国的热血爱国
史将永存于天地间。

“南侨机工不因祸福避趋之的爱
国情怀、不畏山高路远的乐观态度以
及自立自强的精神将被人们铭记，这
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记忆，也将
成为对华裔新生代进行爱国教育、增
进中华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一课。”夏玉清说。

2018 年，“南侨机工档案”被列入
《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镌刻在人
类历史的长卷上。近年来，夏玉清一直
为设立全球华人公祭南侨机工纪念日
奔走呼吁。他认为，这段记忆是海外华
侨华人和中国命运相连的最好印记。

（据中新社电）

南侨机工：青山不老，浩气长存
徐文欣

金秋时节，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湖源镇
指南村，山乡秋色正浓，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上图：五彩山林和金黄稻田交相辉映。
左图：掩映在秋色中的民居。

唐方校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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