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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day, May 5, 2023

吉隆坡拓荒博物馆：恢复真相，纪念先贤

中新社吉隆坡4月29日
电 中新社记者 陈悦 今年 3
月，吉隆坡拓荒博物馆落成开
幕。一手倡建博物馆的丘伟
田说，从发愿到博物馆落成，
这条路走了27年。

彼时，由吉隆坡拓荒先贤
叶亚来建设、已有100多年历
史的雪隆惠州会馆出现产权
争议。为留住这一“华人在马
生活的重要历史依据，”丘伟
田一头扎进了马来西亚国家
档案馆，搜寻相关资料。

丘伟田记得，整整一个半
月，自己每天九点准时到档案
馆“报到”，一直工作到下午两

点，终于找到了相关地契文
件。与此同时，他也发现了大
量与叶亚来相关的文件、资
料。学工程出身的丘伟田通
过这些资料，更充分了解了以
叶亚来为代表的华人和其他
民族先辈共同开拓吉隆坡的
艰辛历程。他把这些资料一
一复印下来留为纪念，同时发
愿要创办一所博物馆，以“恢
复历史真相，纪念拓荒先贤”。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对叶
亚来并不陌生，”丘伟田说，从
小其父就经常带他去惠州会
馆闲逛，在那里，可以听到很
多叶亚来的故事。但随着时

代变迁，年轻人对叶亚来和先
贤开拓吉隆坡的艰辛历程了
解得越来越少。他觉得，叶亚
来祖籍惠州，他和惠州会馆有
责任建设一座博物馆，“让大
众和年轻一代知道，吉隆坡是
怎么来的，叶亚来等先贤贡献
何在。”

但是，当时惠州会馆的房
产，大多已有租约，丘伟田一
直等到2018年，才定址在同
为叶亚来倡建的仙四师爷庙，
开始筹建博物馆。在漫长的

“等待”中，丘伟田继续在世界
各地搜集资料，他的足迹“最
远一直到荷兰”。

丘伟田说，建设这座博物
馆，首先是要希望让马来西亚
社会认识到叶亚来等先贤在
吉隆坡发展过程中的功绩。

在博物馆里，以照片、实
物、模型等多种形式，展示了
叶亚来建设、管理吉隆坡、发
展生产、兴办教育等诸多贡
献。博物馆也以大量实物反
映吉隆坡开埠早期华人生活
的方方面面。

在博物馆藏品中，丘伟田
最珍爱的是自己从世界各地
收集到的老照片，这些照片展
现吉隆坡一百多年来不同历
史时刻，充分反映了吉隆坡成

长的历程。
在博物馆内，还展示了一

把年代久远的佩刀。这是仙
四师爷庙锡克族守卫辛格父
子的佩刀。丘伟田告诉记者，
这两代锡克人父死子继，守卫
仙四师爷庙超过70年，尤其
是辛格的儿子出生成长在仙
四师爷庙，在父亲死后又继任
守卫，一直服务到2021年去
世。

在丘伟田看来，辛格父子
的故事，体现的便是马来西亚
多元种族之间文化交融、和睦
相处的历史。

博物馆内，除了展示叶亚

来建设吉隆坡的功绩，也展示
了阿卜杜拉、叶四、丘秀、布亚
沙等马来西亚各族裔先辈为
吉隆坡开埠发展的贡献。丘
伟田说，“博物馆固然要纪念
华人先贤，也要体现马来西亚
各族裔在吉隆坡共同努力的
事迹。”

在博物馆站展厅的醒目
位置，悬挂着叶亚来的画像。
正对叶亚来画像的，则是在他
去世百余年后，反映吉隆坡市
中心繁华景象的照片。“希望
这些开埠先贤们，能够目睹今
日的吉隆坡而感到欣慰。”丘
伟田说。

33 月月 55日日，，丘伟田介绍吉隆坡开埠前实景模型丘伟田介绍吉隆坡开埠前实景模型。。
中新社记者中新社记者 陈悦陈悦 摄摄

今年今年 33 月落成开幕的吉隆坡拓荒博物馆月落成开幕的吉隆坡拓荒博物馆，，辟出专辟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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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月月 55日日，，观众在吉隆坡拓荒博物馆内参观华人前观众在吉隆坡拓荒博物馆内参观华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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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5 日，第三十三届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大典
在山西临汾洪洞举办。图为活动现场。

中新社记者 杨杰英 摄

海内外古槐后裔齐聚“华人老家”山西洪洞寻根祭祖
中新社临汾 4 月 5 日

电 中 新 社 记 者 杨 杰 英
又 是 一 年 清 明 时 。“ 我 的
心情非常激动，中华儿女
血 脉 情 深 。”这 是“80 后 ”
台 青 汤 雯 喻 第 一 次 来 到

“ 华 人 老 家 ”山 西 临 汾 洪
洞大槐树寻根祭祖。

4 月 5 日 ，第 三 十 三
届 洪 洞 大 槐 树 寻 根 祭 祖
大 典 在 山 西 临 汾 洪 洞 举
办 。 来 自 海 内 外 的 古 槐
后裔代表共祭先祖，共话
同根亲情。

上 午 9 时 许 ，祭 祖 大
典在 18 声礼炮声中拉开帷
幕。在庄严肃穆的祭祖广

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大槐树祭祖习俗”的各
项仪程依次呈现。

洪 洞 是 中 国 历 史 上
规 模 最 大 、时 间 最 长 、范
围 最 广 的 官 方 移 民 起 源
地，洪洞大槐树更是见证
了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的
大 移 民 。 历 经 数 百 年 繁
衍 生 息 、开 枝 散 叶 ，如 今
的古槐后裔遍布全球。

大 槐 树 下 清 明 共 祭
移民先祖，是“华人老家”
洪 洞 每 年 的 传 统 。“ 我 从
小 就 听 长 辈 讲 过 ，‘ 脚 指
甲盖分两瓣的人，祖籍都
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的

故 事 。 我 们 的 汤 姓 也 是
从 大 槐 树 迁 移 走 的 。”在
谈到那份浓浓的乡情时，
汤雯喻数度哽咽拭泪。

“ 作 为 海 外 游 子 回 来
祭 祖 ，千 里 迢 迢 回 乡 寻
根，更多的是希望枝繁叶
茂 。”马 拉 维 中 华 晋 商 总
商会秘书长高晋俞表示，
希 望 更 多 海 外 游 子 能 回
来探亲旅游、投资兴业。

在 洪 洞 大 槐 树 寻 根
园区的祭祖堂，堂前置有
香炉，堂内设 1230 个移民
先祖姓氏的牌位。

祭 祖 大 典 结 束 后 ，日
本关西华侨华人山西同乡

会会长杨裕斌有些迫不及
待地前往祭祖堂。虽然这
不 是 他 第 一 次 来 洪 洞 祭
祖，但每次来都有不同的
感受。“每次回来都有新的
变化，希望海外的华侨华
人多回来看看。”

“ 寻 根 祭 祖 大 典 自
1991 年 举 办 以 来 ，参 加 活
动 的 海 内 外 华 侨 华 人 已
超过 100 万人次。”洪洞大
槐 树 寻 根 祭 祖 园 有 限 公
司 常 务 副 总 经 理 何 东 海
介绍，洪洞大槐树祭祖活
动 在 海 内 外 华 侨 华 人 当
中影响深远，能够延续血
脉、延续亲情。

侨韵悠悠焕新颜 博鳌莫村扮靓美丽乡村
中新社博鳌 4 月 7 日

电 （记 者 金 旭）远 眺 万
泉河入海口，两岸丘陵环
绕 ，椰 影 婆 娑 。 数 百 年
前，当地乡民由此出海闯
南洋谋生。群帆启航，交
织 着 乡 愁 与 对 前 途 的 未
知，一路奔向一望无际的
大海。近日，记者走进博
鳌镇莫村，近距离触摸侨
乡历史，感受美丽侨村图
景。

莫村村委会地处万泉
河 下 游 南 岸 ，包 括 留 客
村、森沟岭村、莫村、陈李
村 和 汀 洲 村 5 个 自 然 村 。
这些村落依河而生，相互
依存，也因侨闻名。

博鳌镇莫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钟可灿告
诉记者，这里几乎家家户
户有侨情，是名副其实的

侨 村 。“ 先 辈‘ 番 客 ’靠 着
‘五把刀’（木工刀、胶刀、
剃刀、剪刀、菜刀）寻找出
路。事业有成后，他们回
归 故 里 ，修 缮 住 宅 、建 码
头 、支 持 家 乡 教 育 发 展 。
自 此 ，古 镇 侨 韵 ，引 人 入
胜。”

“ 一 个 老 莫 村 ，半 部
南洋史。”钟可灿介绍，华
侨 历 史 是 侨 乡 文 化 的 底
色，“为留住侨乡记忆，村
委 会 耗 时 近 一 个 月 的 时
间 ，通 过 搜 集 、整 理 村 民
口述往事，用图文介绍的
方式在村史馆全方面展示
蔡家森、卢修泽等华侨先
辈勇闯南洋、回报桑梓的
事迹。”

2022 年 9 月 以 来 ，莫
村启动和美乡村及基础配
套设施建设，倾力打造留

客“下南洋”文旅区、万泉
河 古 渡 口 景 观 带 、“ 莫 村
晚集”村民文化广场等七
大主题场景，为乡村振兴
注入侨乡活力。

“ 过 去 由 于 交 通 不
便，只有坐船才能进入村
子 ；因 道 路 狭 窄 ，两 辆 车
并 行 的 要 求 也 很 难 满
足。”钟可灿说，经过一系
列的整治工程，路面完成
了“白改黑”（水泥路改沥
青路）改造，平坦又宽敞；
污水处理设施也已实现全
面 覆 盖 ，河 道 昔 日“ 脏 乱
差”的现象也得到了有效
解 决 。 村 容 村 貌 焕 然 一
新，为乡村振兴文化产业
打下良好基础，村民幸福
感大大提升。

“ 其 实 刚 开 始 时 ，村
民很不理解。我们挨家挨

户深入了解村民的真实想
法和诉求，动员大家积极
参与到村庄人居环境整治
中。”钟可灿表示，莫村美
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离
不开村民的热情参与、集
思 广 益 。“ 用 水 稻 勾 勒 出
月 亮 、太 阳 、星 星 图 案 的
创 意 正 是 出 自 乡 民 。”微
风拂过，稻田泛起阵阵涟
漪，大好风光吸引游客慕
名前往。

“ 宜 居 宜 业 宜 游 的 和
美乡村蓝图正在一步步变
为现实。”钟可灿说，莫村
将 继 续 以 侨 乡 文 化 为 底
蕴 ，打 造 集 现 代 农 业 、田
园 风 光 为 一 体 的 休 闲 旅
游 ，发 展 水 上 旅 游 项 目 ，
丰富旅游业态，实现村民
稳定增收，企业盈利的双
赢局面。

中新社北京 4 月 27 日
电 （记者 金旭）“五一”
假期将至，中国文化和旅
游市场呈现持续回暖的态
势。各地侨乡也依托自身
优势，积极打响具有侨乡
风情的文旅品牌。如何提
升侨乡旅游吸引力？学者
受访时强调，要以侨乡历
史底蕴为切入点讲好侨乡
故事，用侨胞创业热情激
发文旅融合新模式。

温 州 是 全 国 著 名 侨
乡。改革开放以来，一大
批敢闯敢拼的温商走出家
门 ，书 写 闯 荡 世 界 的 传
奇。温州大学华侨学院教
授方明称，温州三面环山、
一面向海，早在宋元时期，
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节点。海贸繁荣让更多
温州人敢于开拓进取，抓
住机遇。

温商遍布世界各地，
侨 乡 也 变 得“国 际 范 ”十
足。法国红酒、意大利咖
啡、西班牙火腿等来自世
界各地的商品早已融入当
地百姓的日常。“侨胞有喝
咖啡的习惯，温州瓯海区
丽岙街道咖啡馆林立，是
归国华侨和侨眷消遣的好
去处，一杯浓缩咖啡加上
一 碟 瓜 子 也 成 了 侨 乡 特
色。”方明说。

为延续“侨”味，温州
市近年来大力推广“侨家
乐”，将侨特色与各地实际
发展有机融合。方明举例
称，文成玉壶镇因“国际慢
城”的金字招牌吸引华侨
华人返乡投资，侨韵十足
的休闲经济成为当地盘活
文旅资源的新型载体。“很
多 华 侨 带 着 创 意 回 乡 创
业，依托慢城小镇惬意舒
适的生态环境，打造满足
游 客 个 性 化 体 验 需 求 的

‘侨家乐’民宿，助力侨乡
擦亮文化名片。”

“侨胞回乡谋发展能
为侨乡带来惊喜。”方明表
示，侨乡要积极整合资源，
不断完善引智引资政策，
打造与侨胞投资需求契合
的项目，扫清回乡创业障
碍，让他们真正“想回来、
留下来”。

“和海上丝绸之路不
同，云南的侨乡文化是靠

‘走出来’的。”云南师范大
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副所长
夏玉清说，唐宋以来，西南
茶叶贸易兴盛，一队队马
帮翻山越岭，走出了一条
流传千年的茶马古道。

“云南陆疆侨乡的发展
和马帮文化密切相关。”夏
玉清称，“喜洲商帮”足迹遍
布东南亚各国，腾冲和顺人

“走夷方”闯荡，迤萨马帮
“下坝子”“走烟帮”寻找致
富路。他们衣锦还乡后建
房置田，留下一批中西合
璧、风格独特的宅院，为云
南侨乡旅游资源写下多元
文化交汇交融的注脚。

“在喜洲，每家每户都
有侨情；在宾川华侨农场，
柑橘、葡萄果香四溢，吸引
游客，还有归侨带来的越
南小卷粉等特色美食。”夏
玉清介绍，多元文化和少
数民族色彩是云南侨乡的
特色，发挥侨乡文化资源
优势，既能促进旅游业发
展，又能赋能乡村振兴。

夏玉清表示，想要突出
“侨”元素，展示云南侨乡文
化的关键在于摸清少数民
族侨情，在深入挖掘和充分
利用侨文化资源的基础上，
讲好名人故事。“云南毗邻
缅甸、越南、老挝，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连接南亚、东南亚
国家的重要通道。对云南
侨乡记忆的保护和还原能
强化海外侨胞的乡情纽带，
吸引更多‘侨’力量参与家
乡文旅建设。”

学者谈侨乡文旅发展：
活用“侨”元素创意表达侨乡新面貌

巴西青年的别样“五四”：爱拼会赢·文化留根
中新社圣保罗 5 月 3

日 电 中 新 社 记 者 林 春
茵 五四青年节前夕，巴西
华人华侨青年联合会在圣
保 罗 举 行 座 谈 会 ，共 议

“ 青 年 责 任 与 使 命 ”。 巴
西 电 商 公 司 HAIZ 的 执 行
董事邱丽珠受邀在会上介
绍传统进出口贸易企业如
何转型电商。

邱丽珠手写了满满一
页讲话稿。然而，当华裔
律师朱诗琪提到“在地发
展须尊重遵守巴西国情法
律 ”时 ，她 被“ 点 燃 ”了 。

“ 做 电 商 的 第 一 步 ，是 一
定要诚信，一定要守法。”
邱丽珠现场喊话，忘记了
讲话稿。

2017 年，邱丽珠位于巴
西唐人街“3 月 25 日街”的
货仓起火，全副身家毁之
一旦。她负债周转，全盘
转型电商，凭着“诚信”重
新 立 足 。 再 三 年 东 山 又
起，HAIZ 成为巴西电商平

台规模最大的华商企业。
邱丽珠呼吁年轻的同

行们合规避税，不可存侥
幸 心 理 走 歪 路 。“ 勤 劳 敢
拼，25 街华商得以扎根巴
西 ，在 电 商 转 型 期 ，我 们
脱颖而出的根本一定是诚
信守法。”她说。

今年以来，对跨境电商
平台严格课税成为中巴进
出口贸易业者密切关注的
话题。如何在新的财税制
度下起飞？邱丽珠说，越
来 越 多 巴 西 商 人 慕 名 而
来，HAIZ 一跃而成抢手货
源的批发商，成交量大幅
提 升 ，“ 一 靠 中 国 制 造 的
可靠品质，二靠扎扎实实
地每单开发票。”

巴西电商业者张明杰
深有同感。他在圣保罗建
设的带货主播孵化基地，
规模扩增速度超乎预期，
不少巴西网红慕名投入旗
下，越来越多华商意向合
作 往 电 商 掘 金 。“ 中 国 的

电 商 发 展 路 径 和 模 式 ，
取 得 举 世 瞩 目 的 成 就 ，
对 巴 西 借 势 发 展 弥 足 珍
贵 。”

除 了“ 爱 拼 会 赢 ”，
“ 文 化 留 根 ”也 是 巴 西 侨
界青年们关心的又一个主
题词。巴西德馨双语学校
校长魏万古每年带领华侨
华人子弟回中国开展寻根
之旅，还与中国华侨大学
联合办学，提供深造中文
的机会。

在圣保罗州立大学就
读语言学博士的中国留学
生朱智睿，正在开展巴西华
裔移民经历的田野调查，

“想搞懂方言里的中国，要
先倾听华侨华人走过的来
时路”。曾在巴西水立方歌
唱比赛中夺魁的金家家，则
期待赛事拓展，“和不同肤
色的外国人一起唱中国歌，
又有趣又感动”。

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
学院中方院长叶丹说，作

为 巴 西 首 家 孔 院 ，自 2008
年 成 立 已 招 收 学 员 近 2.4
万人，各类文教活动惠及
53 万 人 次 ，“ 中 巴 政 经 稳
定 ，文 教 交 流 正 持 续 升
温，有大批国际人才才能
消融文化隔阂，奠定人文
基础。”

“作为青年一代，我们
既是中巴友好的见证者，
也是中巴友好合作的建设
者 。”巴 西 华 人 华 侨 青 年
联 合 会 会 长 周 伟 表 示 ，

“我们一同讲述中国故事
和巴西故事。”

“ 中 巴 发 展 正 形 成 合
力，为巴西华侨华人拓展
空间提供绝佳的舞台和机
遇 。”中 国 驻 圣 保 罗 总 领
馆领侨处主任荣强说，巴
西青年从五四精神讲起，
落 于 个 体 经 历 上 ，“ 彰 显
海外华侨华人的精神风貌
和创新能力，这是对五四
精 神 最 好 的 纪 念 和 弘
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