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特利尔老建筑火灾证实七人遇难 包括一年轻华人女学者
中新社多伦多 3 月 27

日电（记者余瑞冬）加拿大
蒙特利尔警方 3 月 27 日向
媒体披露，该市一幢老建
筑火灾中的 7 名遇难者遗
体均已找到。已确认身份
的遇难者中包括一名 31 岁
的华人女性学者。

位于蒙特利尔旧城区
的一座建于 1890 年代的历
史建筑在 3 月 16 日遭遇火
灾，造成 7 人失踪、多人受
伤，其中包括一些短期租
住客。

由于火场情况复杂，清
理和搜寻工作推进缓慢。

其后数日，遇难者遗体被
陆续发现。

遇难的华人女性是来
自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
校的一位神经学学者吴岸
（音译，An Wu）。她为出席
一个关于计算与系统神经
科学的学术会议而来到蒙

特 利 尔 。 当 地 媒 体 了 解
到，她在会议结束后决定
多停留一天用于观光，却
未料遭遇祝融之灾。

据媒体报道，其父母近
日已从中国赴加拿大。吴
岸的友人在筹款网站上发
起一项募捐活动以帮助其

父母善后，目前筹得近 6 万
美元。

此次火灾中其他已证
实身份的遇难者还包括在
该建筑内长期居住的摄影
师 以 及 作 为 短 租 客 的 游
客、学者等。警方判断认
为，废墟中不会再有其他

遇难者。
警方和市政当局日前

证实，该建筑内存在非正
规的短租房。短租网络平
台 Airbnb 已表示，将撤除魁
北克省内未获政府批准的
房 源 。 火 灾 原 因 仍 待 调
查。

冯学敏在首届日本“云南节”会场举办摄影讲座。

旅日摄影家冯学敏：光影为媒，讲述故乡文化之美
中新社东京 3 月 28 日

电作者 蒋文月 朱晨曦
“虽然我在国外，但我

的根在中国。我想通过拍
摄，让更多人感知到中国
文化之美。”旅日中国摄影
家冯学敏近日接受中新社
记者采访时说。

冯学敏 1953 年生于上
海，同时为中国摄影家协
会 和 日 本 摄 影 家 协 会 会
员，并担任世界华人摄影
联盟副主席。冯学敏以拍
摄中国文化故乡系列而著
称 ，被 誉 为“ 映 像 诗 人 ”，
他拍摄了“云南普洱茶文
化 ”“ 绍 兴 酒 文 化 ”“ 景 德
镇瓷文化”等众多体现中
国各地风土人情、民族文
化 和 自 然 风 光 的 系 列 作
品，多次在海内外举办摄
影展。

在 小 学 时 ，借 用 同 学
的徕卡相机拍摄纪念照，
是冯学敏关于摄影最早的
记 忆 。 1985 年 ，冯 学 敏 赴

日学习摄影，在日本最大
的综合性出版社讲谈社进
修 一 年 。“ 日 本 的 摄 影 业
类 别 很 细 化 ，作 品 为 王 ，
我感到自己在专业方面差
距很大，于是如饥似渴地
学 习 。”他 平 时 整 日 泡 在
摄影棚学习，周末则外出
拍 摄 ，一 年 下 来 ，竟 积 攒
了上千卷胶卷。

出于对摄影的一腔热
爱，冯学敏此后再度赴日
到 日 本 大 学 艺 术 学 部 进
修，并于 1999 年获得日本
摄影界“太阳奖”，成为摘
得该奖项的首位外国摄影
家。冯学敏的摄影主题大
多是中国文化，他说，“我
了解中日两国的文化，希
望能以摄影的方式促进两
国民众相互了解，让摄影
作 为 一 座 文 化 交 流 的 桥
梁，发挥出独特作用。”

绍兴是冯学敏中国文
化故乡系列作品的起点，
不仅因为日本人嗜好绍兴

酒，更因为绍兴是他母亲
的故乡。“透过镜头，我再
次看到了母亲和外公生活
过的地方，也感受到了中
国人心底的朴素、热情与
善良。”

年轻时当知青的经历
让冯学敏对云南的感情犹
深，冯学敏称其为“第二故
乡”。他前后曾到云南 13
次，围绕普洱茶、稻作等主

题进行创作，日本广播协
会（NHK）曾 跟 拍 专 题 片
《天 空 中 的 梯 田 —— 摄 影
家冯学敏云南之旅》。每
次创作前，冯学敏会投入
大量精力收集资料、采风
调研。为了更好地用摄影
展现中日陶瓷文化交流，
冯学敏表示，自己曾拜访
在日本被誉为“人间国宝”
的陶艺家今泉今右卫门，

在对日本陶瓷进行了长达
五年的拍摄后，他回到景
德镇，继续探寻这门“燃烧
了 两 千 年 的 土 与 火 的 艺
术”。

说起印象最深刻的一
次摄影展，冯学敏认为，还
要属 2006 年在纽约联合国
总部举办的特展《情系故
乡·中 国 文 化 之 旅》。 当
时，对于一幅贵州苗族女
子特写，冯学敏一度担心
在解说上由于语言障碍，
该作品无法被观众理解。
然而，观展嘉宾在看到作
品后对冯学敏表示，已不
必再用语言进行介绍了。

“作品中人物的幸福洋溢
在脸上，这种善意足以被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
们所理解。视觉艺术是可
以跨越国界的。拍摄者的
心境、中国的文化都蕴含
在光影之中，不需要多余
说明了。”冯学敏说。

新 冠 疫 情 以 来 ，冯 学

敏将目光投向身边的花草
树木，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分享了一百余篇《散步印
象》系列作品，鼓励人们做
生活的有心人，从大地之
美 中 感 受 生 命 的 力 量 。
2023 年 正 值《中 日 和 平 友
好 条 约》缔 结 45 周 年 ，冯
学敏表示，除了将《散步印
象》系列编纂成集外，他将
继续进行《湖州印象》等中
国文化主题作品创作。此
外，他还参与筹办在日华
人 摄 影 展 ，该 展 预 计 于 5
月底在东京开幕。

冯 学 敏 认 为 ，中 国 的
文化元素丰富，摄影技术
多 样 ，摄 影 师 大 有 可 为 。
如今有更多的中国摄影师
走向世界，用许多独特手
法展现中国文化魅力，是
十分可喜的现象。冯学敏
表示，对于如何创作出有
表现力、传播力的作品，推
动文化交流，自己“仍然在
路上”。

癸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将于癸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将于44月月2222日举行日举行
中新社北京 3 月 27 日

电（门 睿）黄 帝 故 里 拜 祖
大 典 组 委 会 27 日 在 北 京
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癸
卯 年 黄 帝 故 里 拜 祖 大 典
将于 4 月 22 日，中国农历
三月初三，在河南省郑州
市 新 郑 黄 帝 故 里 举 办 。
网 上 拜 祖 与 境 外 拜 祖 同
期举办。

癸卯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由河南省人民政府、
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国务

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华
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
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联合
主办，郑州市人民政府、政
协郑州市委员会承办，新
郑市人民政府协办。

本 次 大 典 主 题 为“ 同
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
谐”。典礼仪程 9 项，分别
是 盛 世 礼 炮 、敬 献 花 篮 、
净 手 上 香 、行 施 拜 礼 、恭
读 拜 文 、高 唱 颂 歌 、乐 舞

敬 拜 、祈 福 中 华 、天 地 人
和。届时，大典将进行全
球现场直播。

据介绍，9 项仪程守正
创新，黄河元素突出。“净
手上香”环节嘉宾将使用
黄河水净手；“高唱颂歌”
环 节 将 组 织 海 峡 两 岸 暨
港澳同胞现场共同演唱；

“ 乐 舞 敬 拜 ”环 节 将 真 实
还原汉代乐舞——盘鼓舞
《相和歌》，并以《诗经》配
词；“天人合一”环节将在

现场展现大河奔流、河山
壮丽的黄河图画长卷。

此 外 ，仪 程 中 还 增 加
了恭奉“社稷”，集结五色
土 、敬 奉 五 谷 ，祈 福 中 华
的仪礼环节。

据 悉 ，黄 帝 故 里 园 区
将 在 本 次 拜 祖 大 典 中 迎
来 规 划 提 升 后 的 首 次 全
面开园。

届时可见园区内系祖
坛 上 ，居 中 而 立 一 对 3.3
米高的“莲鹤方壶”模型，

其 浮 雕 底 座 四 面 刻 有 浙
江 良 渚 、陕 西 石 峁 、四 川
三 星 堆 、红 山 文 化 、陶 寺
文 化 、双 槐 树 文 化 、二 里
头 文 化 、裴 李 岗 文 化 等 8
个重要遗址标志性文物，
寓 意 史 前 时 代 中 华 文 明
源远流长，多元交融。

自 2020 年启动网上拜
祖以来，华侨华人通过互
联 网 共 拜 轩 辕 已 成 为 黄
帝 故 里 拜 祖 大 典 一 大 特
色。今年，网上拜祖将升

级运用元宇宙、XR（混合
现实）等技术，推出 XR 灯
光 秀 、AI 虚 拟 技 术 视 频 、
文化 IP、SVG 特效、互动游
戏等产品。

本 次 拜 祖 大 典 期 间 ，
还将举办“2023 全球豫商
大 会 ”“ 黄 帝 文 化 国 际 论
坛”“‘轩辕情·中国梦’全
国 中 国 画 书 法 篆 刻 作 品
展 ”与“‘ 根 亲 中 国 ’华 语
电 影 短 片 大 会 ”等 4 项 关
联活动。

洪都拉斯华侨华人：
中洪建交让侨胞“腰杆挺得更直”

中新社北京3月27日电
（记者 吴侃 金旭 徐文欣）
3 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洪都拉斯共和国建立外交
关系。中洪两国建交的消息
让洪都拉斯侨胞感到激动和
振奋，多位华侨华人接受中
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洪都
拉斯侨胞对两国建交渴盼已
久，期待未来两国在各领域
展开更多合作。

“洪都拉斯的华侨华人
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洪都拉
斯华侨总会副会长赵太荣
说，“大家在微信群和朋友圈
里诉说着喜悦，还有很多侨
胞聚在一起整晚庆祝。两国

建交也让华侨华人的腰板挺
得更直了，有强大的祖（籍）
国做后盾，更有自豪感和安
全感。”

赵太荣介绍，洪都拉斯
约有1万名华侨华人，大部分
来自中国广东省和福建省，
华侨华人集中分布在首都特
古西加尔巴和北部城市圣佩
德罗苏拉。洪都拉斯华人移
民的历史比较久，20 世纪初
就有华工来到洪都拉斯，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洪都拉斯
的新移民大多在当地从事中
餐、超市和贸易等行业。

“听到两国建交的消息
大家都非常兴奋，我们同乡

会也准备举办一场庆祝活
动。”洪都拉斯福建同乡会会
长谢作奇表示，两国建交后
华侨华人办理签证、护照等
业务将更方便，在当地工作
和生活也将更加放心、更有
信心。

“我父亲20世纪90年代
到洪都拉斯经商，我是 2010
年到洪都拉斯发展的，目前
在当地开办工厂。”谢作奇
说，华侨华人在当地辛勤打
拼，秉持诚信经营、薄利多销
的经商之道，树立了良好的
形象，中餐馆几乎遍布洪都
拉斯的每一个城市，中餐口
味丰富且价格亲民，深受当

地人喜欢。
谢作奇表示，此前由于两

国未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公民
赴洪经商和旅游有一定困难，
相信两国建交后往来交流会
更加便利，会有更多经贸、文
化等领域的合作惠及两国民
众。“洪都拉斯的海洋资源、矿
产资源丰富，欢迎华商来到洪
都拉斯经商，欢迎中国游客来
洪都拉斯旅行。”

洪都拉斯中国和平统一
促进会会长柯林锋表示，华
侨华人渴盼两国建交已久，
过去侨胞们在当地遇到困难
时总感到求助无门，如今华
侨华人多了一份安全感，相

信侨胞的权益将得到更全
面、更有力的保护。

“华侨华人群体在洪都
拉斯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
经济实力，受到当地民众的
尊重和认可。当地发生洪
水、飓风等灾害时，华侨华人
都会伸出援助之手，积极筹
款赈灾。”柯林锋说，这些年
来我们一直在为两国民间交
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未来也将继续为两国各领域
交流合作搭建桥梁。

洪都拉斯闽辉塑业总经
理、洪都拉斯福建同乡会理
事长黄声科在当地生活了18
年，听到两国建交的消息，他

难掩内心喜悦：“随着两国正
式建交，将开启合作共赢的
新图景，也将造福两国人民，
我们期待两国能积极推动人
文交流，在促进文明互鉴的
同时，实现更深层次的民心
相通。”

“洪都拉斯是玛雅文明
发源地之一，拥有丰富的生
态旅游资源，盛产咖啡、雪
茄，也汇聚了多元文化。在
洪都拉斯的华侨华人也将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为两国农
产品贸易合作、旅游往来等
领域牵线搭桥，为助推两国
民间交往贡献力量。”黄声科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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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漳州 3 月 27 日
电（记 者 张 金 川）第 五 届

“行走中国·海外华文媒体

漳州行”主题采访活动，27
日在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
文庙广场启动。

本 次 活 动 为 期 6 天 ，来 自
17 个 国 家 22 家 海 外 华 文
媒体代表来到著名侨乡漳

州参加“行走中国”系列活
动。据统计，至今已累计
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50
多家次海外华文媒体代表
参访漳州。

作 为“ 全 球 华 文 传 媒
资讯中心”和“海外华文媒
体旗舰”，长期以来，中国
新闻社为加强与分布在世
界各地的华文媒体联系，
定期组织海外华文媒体高
层到中国进行实地采访报
道，“行走中国”为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文媒体拥有融通中外的
语言、文化和身份的独特优

势。”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
社长徐德金在启动仪式上
指出，中国的发展变化通过
华文媒体广泛传播，在海外
汇聚成一股传播“中国好声
音”的正能量。

漳 州 是 一 座 拥 有 1300
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和沿
海开放城市，有漳州籍海
外 侨 胞 153 万 人 、港 澳 同
胞 10 万人，分布于世界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漳 州 市 副 市 长 余 向 红 表
示，希望海外华文媒体朋
友记录下漳州秀丽的山水
风光、悠久的历史文化、独
特的民俗风情及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亮点，向海内外
充分展现千年古城、现代
化滨海城市的魅力。

来 自 科 特 迪 瓦 的《西
非华声》主编金浩称，海外
华媒是海外华侨华人的精
神食粮，他们始终关心祖
（籍）国的发展，关注家乡
日新月异的变化。
金浩介绍，他关注到去年
展出的漳州侨批，感受到
一封封侨批记载着老一辈
海外侨胞艰苦的创业史，
凝聚着他们对家乡对亲人
深沉的爱。他表示，将架
好融通中外之“桥”，传播
好漳州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