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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太极拳以其简单流畅的
招式、柔和缓慢的动作以及强身健体的功效，受到广泛
欢迎。近年来，在华侨华人的努力下，太极拳迈出国
门，受到许多外国民众的关注。

深入认知 内观自我

来自江苏省南京市的张轶蓉自 6 岁开始学习武术，
11岁时入选省队进行专业的太极拳训练，开启了长达十
多年的运动员生涯。“在大多数人都在上学的时候，我
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太极拳这项运动上，感觉
自己缺少了作为普通学生的经历。”张轶蓉回忆。退役
后，为了“寻找全新的自己”，张轶蓉选择赴日留学，曾
在大阪大学的大学院攻读运动心理学。

在日留学期间，张轶蓉对太极拳及其文化产生了全
新的认识角度和解读。“在运动员时期，一心想的都是
如何更好地打比赛拿冠军，而通过留学期间理论知识的
学习，我对太极拳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张轶蓉说。

在张轶蓉看来，练习太极拳不仅可以锻炼身体或是
赢得比赛，更是内修的过程。“在练习太极拳的过程中，
我们能够沉静下来，内观自我，对自身进行学习、认
知、领悟，思考自身的价值，更好地控制、调整自我。
致虚极，守静笃，提升我们的精神状态。”

融合创新 重新定义

毕业之后，张轶蓉一直在日本从事健康领域的工
作，也将太极拳的教授及其文化理念的输出融入工作
中。她专注于教学方法的研究，根据不同目的采取不
同教学方法，以便学生更快理解，更好入门与提高。

教学时，张轶蓉遵循“由外而内”的方法，先对
学生的姿势进行调整，而后是气息，最后是内心。“如
果姿势不到位，如手指或手形没有摆正，气息便难以
畅通，脉络也无法打通，也就无法真正地沉静下来内

观自我，难以达到内外兼修的效果。”张轶蓉称。
此外，张轶蓉还根据特定的主题，如春天增强气

力，融合太极拳动作，打造身心合一的状态。同时，她
搭建同饮食、运动、睡眠的联动课程体系，让每个人找
到自己最适合的健康之道。

与传统认知上的二十四式等不同，张轶蓉传播教授
的太极拳更像是一种“新派太极”，即在传统太极基础
上对太极拳进行创新，与美学、哲学融合，打造新的展
现方式，以突破大家对于太极拳的固有印象。

在张轶蓉的课堂上，太极拳从传统的根中焕发新的
生命力，变成了有活力、快乐的运动，一招一式，既优
雅又能够拉伸筋骨。在课后的交流环节，常常有学生感
叹：“老师教的是太极拳啊！原来太极拳还能这样展现！”

习练太极 传播文化

上学期间，张轶蓉便经常在大使馆的交流活动、学
校活动及日中文化交流会上表演太极拳，每周也会义务
到文化交流中心开展太极拳讲座。毕业后，张轶蓉也持
续开展有关太极拳的课程及讲座，以普及太极拳文化，
受到了非常多日本年轻群体的喜爱和支持。

“有一次我在日本大学里给大一的学生们上课，表
演了一套太极演武。上完课后，大家都非常感兴趣，许
多学生要我的联系方式，想进一步了解太极拳及其文
化。”张轶蓉笑道。

张轶蓉还通过线上线下同步课程，尝试融合西方的
心灵疗愈及佛教概念进行太极拳的教学，并开展线上直
播，讨论交流有关太极拳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太极拳
及其文化理念渗透更多的日本民众。“必须不断地尝
试，让大家对太极拳及其文化产生兴趣，对太极拳有更
加全面的了解。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太极拳文化才
能走得越来越远。”

未来，张轶蓉还将对太极拳进行更深入的学习和技术
提高，在实践中不断精进，让更多日本民众领略太极拳的
魅力。“太极拳已经成为我身体里的一部分，也会是我终生
的事业，我将继续用我的方式为它作贡献。”张轶蓉说。

让日本民众领略太极拳之美
睿 加 范晟男

归侨奋斗路

来到茶厂后，归侨们动手开垦荒山，
栽种茶果，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我们家两代人都在茶厂，我的父母
1960 年从印度尼西亚回国后就在茶厂工
作，我小时候在茶厂长大，高中毕业以后
也留在茶厂参加工作。”原茶厂的仓库管
理员钟利军说。其父母是第一批返乡的印
尼归侨，在茶厂当制茶工人，一家人为茶
厂劳作了一辈子。

在永春，像钟利军这样两代甚至三代
人都在茶厂奋斗的归侨家庭非常多，茶厂
的成长史也是一部浓缩的归侨奋斗史。

多年来，茶厂经历了迁址、扩建、
“三改一补”（即土改、肥改、树改，以及
补植缺株，以解决茶叶低产的问题） 等变
革，走出了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生产能
力大大提高，成为福建省四大乌龙茶生产
基地之一，拥有全国顶尖的乌龙茶精制生
产线。

茶厂由侨而建，也因侨而兴。经过几
代人的奋斗，截至2012年，茶厂累计出口
茶叶 3 万多吨，上缴税利超亿元，产品远
销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为国家作出了巨
大贡献。茶厂老品牌“松鹤”也成为福建茶
叶的名牌产品，深受华侨华人的喜爱，成
为舌尖上的乡愁解药。

茶厂也是归侨的小社会，这里既是他
们工作的地方，也是他们安家立业的乐
土，他们在此上学、结婚、生子。

厂区生活配套设施非常完善，甚至配
有幼儿园。茶人工作，他们的孩子便在厂
区内玩耍，在门板上涂鸦。厂区设有流动
电影队，员工每月可观看 4 次电影。当年
的归侨把海外的生活习惯带回茶厂，在这
里种香蕉、吃烤香蕉下午茶……

“我的一生都献给了茶厂，见证了它
从一无所有到成为知名大厂，陪它走过了
困难的时候，茶厂也见证了我的青春。”
钟利军说。

历史风景线

岁月更迭，茶香不变。多年来，在制
茶方面，茶厂仍遵循传统的流程和工艺，
坚持严格选料、科学拼配、果木烘焙的历
史传统技艺，只为保留最正宗的茶味。

拣茶梗等环节仍然由经验丰富的工人
手工完成；即使在炎热的七月天，茶师也
坚持在1000℃以上的炉火旁，24小时不间
断地观察炉火、添加果木。

一杯温热鲜活的永春佛手茶，让人可
以触摸一个时代的温度。

“茶厂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
化。”茶厂品牌运营总监潘歌说。1.8万平
方米的厂区坐落着 16幢不同时期 4种风格
的建筑，从审评室、检验室、毛茶仓库、
筛选车间、拣剔车间，到烘焙车间、成品
车间、小包装车间、成品仓库，茶叶生产
加工所需的车间及配套空间一应俱全。

每一幢建筑都是生产线上的一道工艺
流程，每一幢建筑都是一道风景线，组成

了精美的乌龙茶生产区。不同时期、不同
风格的“闽南风味，南洋风情”厂房在这
里完美融合，各自成趣。

潘歌称：“茶厂包含了许多华侨文
化、南洋文化特色，在色彩、建筑风格上
都和传统工业厂房不同，其悠久的历史也
吸引了许多国内游客及海外华侨前来参
观、品茶。”

厂区大门由著名侨领梁披云先生题
写的“永春北硿华侨茶厂”字样，在风吹
日晒雨打之下变得斑驳；制茶车间墙上
数十年前的手写规章，映射出岁月的痕
迹；厂房的门板上留存着当年孩子们的
涂鸦……

归侨及归侨子女们与见证了他们工
作、生活的茶厂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联结。
钟利军说：“我们这些老职工及归侨都对
茶厂有着非常深的感情，逢年过节时常会
去茶厂走走看看，追忆从前的时光。”

“松鹤”展新篇

20 世纪 90 年代，同许多国营老厂一
般，茶厂发展逐渐陷入困境。原有工人以
归侨为主，文化水平较低，在新技术运
用、新产品研究与开发方面难以跟上市场
经济的步伐。茶厂的产量锐减到原来的
10%，许多老员工离开了茶厂，偌大的厂
区日渐萧条，失去了往日的活力。

2019年，在潘歌的带领下，茶厂的老
品牌“松鹤”启动品牌创新工作，开启了
茶厂发展的新篇章。

潘歌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进行产品的梳
理和提升。茶厂原先以原料供应为主，利
润较低。

为此，茶厂以传统工艺为基础，邀请
专业技术人员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教授
员工如何运用新设备新技术不断提高茶叶
品质。潘歌说：“我们很重视自身的修
炼，‘打铁必须自身硬’。”

潘歌非常注重茶厂文化的宣传和推
广，“要在行业中脱颖而出并走得长远，
需要利用我们的优势，打好文化的‘组合
拳’。”通过 《茶界中国》 纪录片等平台宣
传茶厂文化及茶厂背后的故事，茶厂又开
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知名度不断提
升，进一步推动“松鹤”品牌走出去。

此外，潘歌还对产品的包装设计进
行改造，并开发出芦柑、荔枝、老醋等
永春地理标志产品，积极探索茶厂发展
的多种可能性，加以不断调整完善，满
足消费者的需求。

努力就有回报。在众人的努力下，茶
厂释放新的活力，生产效益、茶叶品质和
口碑等持续提升，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

“很欣慰能够看到茶厂一步步成长起来。”
潘歌说。

茶厂将开拓“茶文化＋旅游”融合之
路，创建茶厂体验民宿，打造印尼风味美
食餐厅，做强茶美学IP。

“茶厂对我来说就是一份责任，我只
想把它做好，希望能够继续将茶厂及其文
化传承下去。”潘歌说。

历经世纪风雨，茶厂里茶香依旧，新
机焕发。

百年华侨茶厂展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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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马来西亚
华侨集资创办永春华兴
种 植 实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归侨们在永春北硿
开荒种树、种植茶果、
建立茶果厂。公私合营
后，国营福建省永春北
硿华侨茶厂于 1958 年正
式成立。

1960 年，福建省将
400多名归侨安置于国营
福建省永春北硿华侨茶
厂，归侨在茶厂里开启
了新生活，也为茶厂带
来了新的活力。

侨 乡 新 貌

侨 界 关 注

华 人 社 区

近年来，福建省加大湿地保护修
复投入，用于湿地类型保护区和湿地
公园开展退养还湿生态保护补偿、湿
地生态修复等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
湿地生态状况明显改善，生态功能显
著提升。

上图：一群天鹅飞过闽江河口湿
地上空。

左图：福建泉州晋江围头湾滩涂
景色。

魏培全摄 （新华社发)

福建：感受湿地之美

旅西侨胞获社会贡献奖

近日，庆祝中国农历兔年新春暨“杰出贡献
奖”颁奖庆典在西班牙阿拉贡自治区首府萨拉戈萨
隆重举行。该奖项由西班牙驻阿拉贡代表处颁发，
侨胞徐顺富、李琳琳、刘秀棉、叶军伟、朱国伟、
叶志育、叶爱春、傅旭甫、杨爱弟获当地社会贡献
奖，王新特获当地社会杰出贡献奖。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领事参赞韩亚慧，西班牙
中央政府驻阿拉贡自治区代表罗莎·玛丽亚·塞拉诺
等党政军警负责人，当地华商、侨胞等70余人出席
活动。

罗莎·玛丽亚·塞拉诺女士代表西班牙政府致
辞，称赞以西班牙西中友好合作协会为代表的西班
牙华人社团是“移民融入的典范”。

（据中国侨网）

阿根廷和秘鲁华侨华人云端闹元宵

“2023阿根廷、秘鲁华侨华人元宵晚会”近日举
行，两国华侨华人相聚云端，热闹欢庆元宵佳节。

活动开场，陆馆龙狮体育会带来了精彩的龙狮
表演，随后来自阿根廷、秘鲁的歌手们演绎了 《上
海滩》《一剪梅》《女儿情》《万水千山总是情》等中
文歌曲，整场晚会在线观看人数超3万。

本场晚会由阿根廷华助中心主办，阿根廷东北
三省同乡联谊总会、阿根廷华人义工协会、秘鲁华
人文艺队、阿根廷华人文艺队承办。

（据中国侨网）

英华人女性联盟举办年度颁奖典礼

近日，英国华人女性联盟在成立3年之际举办年
度颁奖典礼，表彰各领域的优秀华人女性。

国王代表、剑桥市市长、剑桥市议员、奖项评
选委员会代表、年度女性入围者及众多在英国各领
域奋斗的华人女性等 100 余位联盟成员及嘉宾出席
活动。

这是联盟成立以来首次评选年度女性。自去
年 11 月提名入口开放以来，联盟共收到上百份提
名，被提名者来自科研、公共事业、企业等不同领
域。最终，每个领域有 3 人入围，奖项于晚宴当晚
颁发。

（据《欧洲时报》）

华人魔术师齐聚好莱坞魔术城堡

近日，14位中国的魔术师以及北美、欧洲等地
的华侨华人魔术师受邀齐聚美国加州的好莱坞魔术
城堡，贡献了精彩演出。

中国杂技金菊奖得主、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傅氏幻术”第四代传承人胡金玲，去年就任美
国魔术师协会主席的周百忠等久负盛名的魔术师，
为观众奉上了中国元素魔术演出，王元捷等新生代
魔术师也献上了高水准表演。演出共吸引观众 4000
余人。

作为活动组织者，多次到访过中国的好莱坞魔
术城堡艺术总监、美国著名魔术师戴尔·萨尔瓦克，
高度评价了“中国魔术周”参演魔术师的表现。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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