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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吉隆坡 12月 25
日 电 中 新 社 记 者 陈 悦
郑和七下西洋，至少五次驻
节马来西亚马六甲。马中
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马六
甲鸡场街工委会主席颜天
禄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
问”专访时认为，郑和与马
六甲的故事发生在 600 多
年前，但留下的精神遗产，
依然影响着马六甲，并为马
中关系发展和当今世界带
来启迪。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
下：

中新社记者：请 您 回
顾郑和在马六甲的历史和
在马六甲留下的遗迹。

颜天禄：600 多年前郑
和七下西洋，明确记载到
过马六甲的就有五次。根
据史书记载，郑和第一次
抵达马六甲时，就册封该
地国王，并且协助马六甲
缓解了当时面临的海盗及
外敌侵扰问题，为马六甲
发展成贸易中心创造了有
利环境。

史 书 也 记 载 ，马 六 甲
是郑和船队的重要中心站
点。郑和在马六甲筑官厂
以囤钱粮，建行辕以寓随
从，其官厂的遗址，就在马

六甲世界文化遗产地鸡场
街 。 郑 和 每 次 到 达 马 六
甲，就在该地储备粮食设
备供余下航程使用。

此外，来自郑和“三宝
太监”之名，马六甲至今还
有三宝山、三宝井等。

三宝山是当地华人的
义山，根据史书记载和当代
考古，当地留有可追溯到明
代的古墓，相传是郑和随员
的墓葬；在当地传说中，三
宝井是郑和为取水所掘。
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当
地峇峇娘惹族群也传说自
己是郑和船队成员和当地
马来族群通婚的后代——
这虽尚无确凿的历史证据，
但却反映了当地民众对郑
和的纪念之情。

需 强 调 的 是 ，直 到 今
天，郑和留下的遗址在马
六甲依然为各族民众精心
保 护 ，不 断 发 掘 ，发 扬 光
大。我和我父亲长期担任
鸡场街工委会负责人，振
兴了鸡场街老街，并成功
协助其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地。如今老街一改此前破

败景象，重现繁华，各族民
众和睦相处。郑和也成为
鸡场街吸引游客的重要元
素。在马中文化工作者努
力下，马六甲还会有越来
越 多 郑 和 遗 迹 被 发 掘 出
来。

中新社记者：郑 和 给
马六甲留下了哪些精神遗
产 ，对 马 六 甲 几 百 年 来 的
发 展 繁 荣 起 到 怎 样 的 作
用？

颜天禄：马 六 甲 是 郑
和精神的重要辐射地，郑
和在马六甲留下了重要精
神遗产。

首先，回顾历史，就在
郑和来到马六甲后的一两
百年间，葡萄牙人就侵占
了马六甲。此后，其他西
方殖民者又陆续殖民马六
甲。相比之下，郑和到马
六甲带来的不是枪和炮，
而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和商贸机遇；不是战火与
殖民，而是和平与繁荣。

马 来 西 亚 史 书《马 来
纪年》记载，郑和曾组织当
地军民筑起古城墙，修建

东南西北四座城门，晚上
派人巡逻，制订一整套警
卫制度，不仅扫除了城内
的不安定因素，也利于都
城保卫。

马 六 甲 安 定 的 局 面 ，
吸 引 了 各 方 商 贾 前 来 交
易。有记载指出，在当时
的马六甲，印度和阿拉伯
商人带来了欧洲、波斯湾
地区和印度的商品；郑和
船 队 则 带 来 了 中 国 的 茶
叶、瓷器和丝绸；马来群岛
的商人带来了各种香料土
产。无怪乎阿拉伯商人称
这里为“马拉卡”，意思是
各 式 各 样 货 物 的 集 散 中
心。

总 而 言 之 ，在 不 同 文
化的接触中，郑和带来的
是和谐而非对立，带来的
是 相 互 促 进 、共 同 发 展 。
郑 和 和 谐 包 容 的 文 化 精
神，也深深烙印在马六甲
这座马来西亚建国古都、
文化名城中。今天，如果
到鸡场街上走一走，就可
以看到，数百米的街道上，
佛寺、兴都庙、清真寺以及

基督教堂比肩而立，各种
文化、宗教和睦相处。

中新社记者：历 史 上
郑 和 如 何 推 动 马 中 交 流 ，
郑和精神在今天又对马中
交流有何启迪？

颜天禄：有 马 来 西 亚
学者总结说，马六甲王朝
建国后，有两大历史成就，
一是成为当时重要的国际
贸易中心；二是和明朝建
立的密切邦交，这两个历
史 成 就 都 和 郑 和 息 息 相
关。如前所述，郑和协助
马六甲达成安定的外部环
境 ，促 进 了 马 六 甲 的 贸
易。郑和还曾护送马六甲
苏丹祖孙三代前往明朝朝
贡往返，密切了马六甲和
明朝的友好关系。

根 据 历 史 记 载 ，在 十
五世纪到十六世纪初百余
年间，马六甲王国遣使中
国共计 20 多次，其中由国
王或苏丹率领使节团出访
共 有 5 次 ；明 朝 皇 帝 也 遣
使 回 访 14 次 。 可 见 在 16
世纪，马中之间就建立了
多么密切的关系。这离不

开 郑 和 所 作 出 的 伟 大 贡
献。

郑和当年的伟大外交
航海事业，为马中两国奠
下邦交与友谊的基石。时
隔数百年，马中关系在今
天 依 然 呈 现 良 好 发 展 势
头，马六甲也和中国江苏
省——郑和下西洋的出发
地——建立密切的省州关
系。

在 新 冠 疫 情 期 间 ，当
中国遭受疫情的时候，我
和马六甲各界立刻动员起
来，全力支持中国抗疫；马
来西亚和马六甲抗疫也得
到中国的大力支持和经验
分享，两国体现出如马来
谚语所言“遇山一起爬，遇
沟一起跨”的兄弟情谊。

“郑和精神”的核心理
念也与“一带一路”倡议精
神相通。马来西亚是最早
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
家之一。相信，在“一带一
路”倡议下，一定能结合马
中双边力量，创互利共赢
局面。

中新社记者：郑 和 的
精神对当今世界有什么启
迪 ，应 如 何 践 行 郑 和 精 神
促进世界和谐？

颜天禄：当 今 国 际 局
势日趋复杂，我们应以郑
和的和谐包容的态度促进
国际文化交流，求同存异，
追求互利共赢，并在面临
全球性灾害和威胁时共同
应对挑战。以新冠疫情为
例，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
才能促进各国携手发展，
度过大流行病威胁，共迎
疫后经济复苏。郑和在几
百年前以自己的实践，为
世人树立了榜样。

郑和给马六甲留下了什么？
——专访马中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马六甲鸡场街工委会主席颜天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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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 12月 27日电 中
新社记者 刘立琨 近日，美国普
渡大学西北分校校长托马斯·科
恩模仿亚裔口音开玩笑，引发各
方谴责和媒体关注；美国加州华
裔官员周昭龙在例会上谈种族歧
视 的 危 害 ，却 遭 在 场 民 众 辱 骂
……疫情暴发三年来，美国的种
族歧视事件屡屡抬头，但在反抗
种族歧视的路上，从不缺乏勇敢
发声的人，陈善庄就是其中的“先
锋”。

“我们都是在美国的中国人，
所以要团结起来对抗不公。”美国
亚裔社团联合总会会长、亚裔维
权大联盟总召集人陈善庄说，“我

希望我们的族裔能壮大，不需求
人 家 帮 我 们 ，而 是 能 出 手 帮 别
人。”

陈善庄祖籍福建，外公和父
亲都是华侨。“我七八岁的时候，
外公从新加坡回来，带回很多米、
油、饼干分发给乡亲们。”陈善庄
说 ，“ 他 告 诉 我 ，我 们 是 华 侨 家
庭，有条件帮乡亲就要去做，以后
到了外面生活，也要懂得怎样帮
人。”

自小的耳濡目染，在陈善庄
心中种下了与人为善的种子。离
开家乡后，陈善庄去香港上学、做
工，又到美国创业。1997 年，他与
多位华商一起成立了美国香港总
商会，1998 年成立福州琅岐联合
总会并当选首任主席，2013 年成
立了美国亚裔社团联合总会。他
服务社区多年，也坚持为华侨华
人维权。

“我的经历让我明白，生活在
别人屋檐下，自身不强大很难立
足。”陈善庄说。

在经历的反抗种族歧视事件
中，陈善庄对梁彼得案印象最深，
并一再为此奔走。2014 年 11 月，
纽约华裔警察梁彼得在执行任务
时枪支走火，子弹意外击中非裔
男子格雷。事发后，梁彼得被布

鲁克林区检察官以六项联邦重罪
起诉，而同行的白人警察却未受
任何刑事处罚。

2015 年，陈善庄召集成立美
国“亚裔维权大联盟”，集合多个
侨团的力量，举行多次游行示威，
并获“华裔神探”李昌钰大力帮
助 ，为 梁 彼 得 案 的 公 平 审 理 发
声。在华社共同的努力下，“梁彼
得案”全美游行人数一度达到上
百万。最终，梁彼得由过失杀人
罪降为刑事疏忽杀人罪，被判五
年缓刑及社区服务。

很多人称陈善庄是“亚裔民
权斗士”。“大家叫我‘斗士’是尊
重我。”陈善庄说，“我运气好，创
业蛮成功，但钱是赚不完的，总有
些事情需要关注。”

在陈善庄看来，华侨华人要
敢于发声、争取应得的权利，才能
真正成为社会的一员。为此，他
也数次召集华社侨领举办活动，
呼吁华裔年轻人积极参政，为族
群争取更多权益。

“华侨华人遇事习惯沉默隐
忍。近十年比以前好多了，但我
觉得还不够。”陈善庄说，“我们
每次抗争，都呼吁大家要提高相
关的意识，这也是我们抱团取暖
的目的。”

陈善庄：为华侨华人的权利发声
中新社福建晋江12月23日电 （记者 孙虹）中国著名

侨乡、“福建首富县”泉州晋江市23日下午举办“千企万品”
出海行动大会，连线菲律宾、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13个海
外分会场，吸引海外侨商社团“云”参与，并达成多项合作。

晋江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拥有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300
多万，遍布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素有“十户人家九户侨”
美誉。多年来，晋江立足产业优势、区位优势、侨的优势，培
育了超2200家外贸企业，市场采购、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
蓬勃发展，鞋服、伞业、食品、玩具、建材陶瓷等一大批特色产
品热销全球。

“侨商侨亲始终是晋江发展的独特优势和宝贵财富。”晋
江市委书记张文贤指出，晋江将大力实施“聚侨力、走出去、
拓市场、稳外贸”行动，“以侨为桥”构建海外营销网络和跨境
产业链供应链，不断提升晋江制造“买全球、卖全球”水平。

当天，“晋江侨商贸促优配云平台”发布。该平台集商贸
互动、数字展览、经贸对接、供需匹配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可
提供直播、展览、招商洽谈、供采优配等技术服务，支持找展
商找展品的智能搜索和推荐、商脉圈的智能标签匹配等，大
幅提高供采对接效率和精准度，是海内外企业、商家展示产
品、采购商品、发布合作意向、寻找商机的重要窗口。截至目
前，该平台已入驻及链接企业、侨商2196家，涉及13个国家
和地区，发布各类商品和合作意向信息11995条。

同时，菲律宾达沃、日本、柬埔寨等27个海外经贸联络
处获授牌，创新发展侨商带动进出口贸易新模式，助力海内
外企业优配资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泰国海外仓战略合
作、菲律宾战略合作、波兰新达海外仓中国区战略合作等8
项战略合作签约，合作方将依托当地供应链体系，构建晋江
优品海外营销网络，为企业出海及推进国际合作提供上门
式、订单式、保姆式服务。

晋江官方透露，还将探索设立新侨创新创业基地、打造
“世界晋江人家园”总部等一系列侨亲返乡创业的新载体、新
渠道，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与海内
外侨商并肩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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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12月31日
电 作者 门睿 2022 年，从新
冠肺炎疫情中渐次苏醒的世
界仍不乏波澜，华侨华人身
在其中，以守望相助之姿，携
手跨过道道难关。

众擎易举踏归途
2022年 2月，乌克兰局

势突变，在乌侨胞情况牵动
人心。

起初，在乌侨胞和留学
生互施援手，自发组建线上
群聊，互通乌各地情况和求
助、撤离等信息。随后，多数
侨胞逐步西撤，取道乌克兰
邻国撤离。一路跋涉跨越边
境，等待他们的是中国使馆
工作人员和自发前来相助的
侨胞志愿者们。

在波兰，当地华商会在

边境城市设立多个“边境服
务部”，接送离乌侨胞，提供
生活帮助；在罗马尼亚，当地
华商会成员将离乌侨胞接至
家中照顾；在斯洛伐克，当地
华商会志愿者不仅提供食
宿，还驱车远赴匈牙利购买
物资安抚撤离人员；在匈牙
利，当地中医为舟车劳顿的
离乌留学生看诊治疗，还带
着药品随包机陪伴孩子们顺
利回国。

有离乌侨胞坦言，撤离
回国路上虽然奔波辛苦，但
每到一处都会收到来自同胞
的满满温暖与感动，食品饮
品、生活物资、防寒衣物几乎

从不短缺。当撤侨包机落地
中国，他们也不禁感叹：“回
家的感觉真好！”

齐心协力退疫浪
2022年，奥密克戎变异

株传播下的新冠疫情来势汹
汹。

年初，中国香港遭遇第
五轮新冠疫情，多地侨界人
士发起倡议，从海内外募集
资金与物资发往香港，甚至
亲身奔赴一线驰援香江。巨
浪下，一群名为“侨青义工突
击队”的年轻人活跃在香港
社区，赠送物资给街坊。

在上半年的上海战“疫”
中，在沪侨胞迅速响应，挺身

而出。为闭环管理中的高校
提供生活物资、协调防疫用
品送往一线、为老城厢困难
居民分发爱心菜、提供线上
心理咨询服务……虽然不少
侨胞的工作、经营也受到影
响，但他们说“有能力就要帮
助他人”。

在侨乡福州，侨助抗疫
的身影忙碌整年。海外乡
亲、在榕侨胞和归侨侨眷牵
起一条条连接海内外的支援
线，织出一张张托住家乡的
支撑网；在辽宁，侨商企业成
为一支重要抗疫力量，沈阳、
营口、辽阳、铁岭、锦州等多
地侨企响应号召，依托生产、

运输等优势，为一线医护补
足“后备粮草”，做抗疫中的

“侨界后盾”。
同舟共济历风雨
2022年，自然灾害与突

发事件依旧是搅乱人们生活
的不速之客。

7月，菲律宾吕宋岛发生
强震。余震中，侨胞们在确
认亲朋安全时，也不忘联络
侨团组织，为帮助受灾侨胞
提前做准备。

8月，韩国首都圈突遭特
大暴雨，约30万华侨华人生
活受到或短暂或持续的影
响。在韩侨团和侨胞及时互
报平安，随时准备援助，持续

关注困难同胞的生活重建。
今年夏季，巴基斯坦持

续遭遇洪水侵袭。在巴侨胞
结成志愿者小队，克服自身
不便，齐心协力参与救援当
地受灾民众，支持受灾地区
重建。

12月，阿富汗喀布尔一
家有中国公民入住的酒店遭
武装分子袭击。危险降临
时，酒店内同胞第一时间互
相提醒躲避，设法救助受伤
同胞。在阿侨胞也迅速联络
酒店内人员，尽可能提供帮
助。

意外令人措手不及，但
他乡同胞暖心可依。无论世
界如何变化，同气连枝的华
侨华人都将一如既往，携手
前行。

告别2022：侨胞的温情守望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