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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潮籍侨后代来汕感受潮汕文化魅力

寻根之旅寻根之旅““潮潮””味足味足““文化引侨文化引侨””多姿彩多姿彩

【汕头日报讯】 10月 8日至 20日，由汕头
大学主办的 2023“中华传统文化体验”夏令
营在汕头举办。汕头大学国际学院联合泰
国泰中华文教育基金会组织了近三百名泰
国潮籍侨后代来到汕头，通过与汕头学生联
谊、参观侨文化景点、体验非遗文化等形式，

在“潮”味十足的寻根之旅中，感受侨乡的潮
汕文化魅力。

近年来，汕头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侨”的文章的重要指
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工作部署，立足
侨乡优势、特区优势，聚焦“根魂梦”工作主

线，以“侨”为桥、为“侨”搭桥。
“文化引侨”，是汕头市做好新时代“侨”

的文章的重要抓手。走遍天涯路，最是乡情
深。踏上祖辈魂牵梦萦的家乡，潮籍学生对
这趟寻根之旅充满期待。在本次文化体验
行活动中，潮籍学生参观了樟林古港、陈慈
黉故居等侨文化景点，参观潮汕历史文化博
览中心、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探访汕
头开埠文化陈列馆、汕头侨批文物馆、小公
园文化街区等地，观看汕头市小梅花潮剧艺
术展演与快闪活动，到汕头华侨中学参观及
学习体验潮汕传统文化和非遗民俗文化等。

樟林古港是海上古丝绸之路发祥地之
一，是“红头船”的故乡。来到樟林古港，远
远就能看见古港河上的仿真红头船，潮籍学
生们认真聆听导游和汕大的泰语专业老师
的介绍，用相机记录下家乡的美景和历史建
筑，加深对当年潮人漂洋过海历史的了解。
小时候听爷爷奶奶讲过红头船的故事，来到
自己的家乡，潮籍学生金秀瞬间感觉先辈的
拼搏故事变得立体、鲜活起来，对汕头倍感
亲切。“我们来到樟林古港，听老师讲了这里
的历史故事，以前祖辈从这里乘红头船出
发，漂洋过海，到泰国等地谋生创业，创下了
独特的潮侨文化。”金秀表示，汕头的气候特
别好，城市也很漂亮。

夏令营的泰国带队老师张明睿参观了
侨乡，感到很激动。“我的爷爷也是潮汕人，
他告诉我樟林古港这里以前有很多田地，如
今的古港已变成内陆，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很
多。很感谢汕大为学生们提供机会来了解

家乡，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我们也将把家
乡的文化带回去。”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一封封侨批记载着
华侨华人的奋斗史，诉说着海外游子的思乡
情，也见证着侨乡的历史变迁。海外侨胞爱
国爱家的赤子之心，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人。

“能在侨批馆看到侨批特别开心，让我更加
了解侨批文化。”泰国青少年杨清柔说：“汕
头有很多好吃的，有牛肉丸、猪脚饭……我
很喜欢潮汕的文化，回泰国后，我非常愿意
把在汕头的所见所闻分享给同学们。”

观潮剧、看英歌舞、品潮菜、学剪纸、写
书法、喝工夫茶……这场感受潮汕文化的
寻根之旅，沉浸式体验潮汕的非遗文化，让
潮籍学生们收获满满。潮籍青少年纷纷表
示，非常感谢主办方组织了这场精彩纷呈
的文化活动，无论是汕头的美食、美景，还
是独特的侨文化，都让他们对家乡有了更
深的认识，期待下次再回来汕头体验家乡
的文化。泰国老师钟佩薇说：“带学生来到
他们父母的家乡，学习体验非遗文化和潮
汕传统文化，可以增进他们对家乡的了解，
提升他们的中文水平，学生们也表示要常
回家乡看看。”

汕大文学院外文系泰语专业老师唐静
丽表示，通过此次活动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
汕头，体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汕头侨乡文
化，培养他们的寻根意识，回去之后把此次
经历传播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中华文明和
侨乡文化的传播者，助力汕头做好新时代

“侨”的文章。 （（郭丹郭丹））

“相约 2024，相聚汕头。”10月 16日
下午，在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中山纪念
亭前面，来自“根在祖国 情系家乡”2023
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广东汕头营）的
泰国青年学生们用手比心，表达对汕头
的深情，并表演了充满力量与激情的潮
汕英歌舞，吸引不少市民群众现场观演。

“虽然过程很累，但是很快乐，因为
我能学习到像功夫一样的英歌舞，觉得
太有意义了。”现场表演英歌舞的泰国学
生宝贝兴奋地说。汕头小公园是海内外
潮人的精神家园，承载着一代又一代潮
籍华侨华人深深的家国情怀。今年是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周年，在藏匿
着一代代潮人珍贵回忆的小公园，迎来
了泰国“侨三代”“侨四代”的“英歌舞旋
风”，让侨青们领略到丰富多彩的潮汕传

统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成为中
国故事、汕头故事的传播者。

记者了解到，在两节课共4个小时的
英歌舞学习课程中，泰国学生们在市级
非遗李家教拳（新架）代表性传承人邱顕

达的精心指导下，很快学会了英歌舞动
作要领。

作为“根在祖国 情系家乡”2023年
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的带队老师，来自
泰国兰实贝肯豪斯-养思安特学校的王
丽婉老师表示，同学们对潮汕传统文化
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非常认真学习，很快
学会了潮汕英歌舞，在学习中拉近与家
乡的距离，共同推动两国人文交流不断
深入发展，“同学们回国以后将表演给泰
国亲人观看，把潮汕英歌舞带出潮汕、带
到海外。”王丽婉老师说。（（陈文惠陈文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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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日报讯】 10月14日是今年的第二个“世
界候鸟日”。眼下正值候鸟南飞时节，各地正在采
取多重措施，加强对候鸟迁徙栖息地的保护。近
日，汕头融媒记者、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斯巴鲁
生态保护奖”获得者郑康华接受广东南澳候鸟省级
自然保护区邀请，在广东南澳候鸟省级自然保护区
开展调查时，首次在保护区内拍摄记录到一只忙于
求偶的“神话之鸟”——中华凤头燕鸥。

中华凤头燕鸥又名“黑嘴端凤头燕鸥”，是鸻行
目鸥科凤头燕鸥属的鸟类，属国家 I级保护野生动
物。它是鸥科鸟类中最稀少的一种，也是世界上最
濒危的鸟种之一，目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
物种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极度濒危（CR）等级。该
鸟种自 1937年起消失了 63年，一度被认为或许已
经灭绝，后于 2000年再度被世人所发现。因其如
神话般失而复得且行踪神秘，被誉为“神话之鸟”。

自 2006年南澳候鸟保护区发现大凤头燕鸥以

来，广东南澳候鸟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一直在
寻找喜欢与之混群的珍稀濒危物种中华凤头燕
鸥。为了这一刻，南澳候鸟保护区整整监测了 18
年之久。据保护区工作人员的跟踪监测，目前这只
中华凤头燕鸥已随大凤头燕鸥往越冬地迁徙。

据研究，中华凤头燕鸥会利用大凤头燕鸥的集
群保护习性，混群于大凤头燕鸥族群中进行栖息、
繁殖和迁徙，而南澳候鸟保护区作为广东省最大的
大凤头燕鸥繁殖地，每年在保护区栖息繁殖的大凤
头燕鸥数量稳定在上万只，因此这次中华凤头燕鸥
的发现绝非偶然。

20多年来，在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多支保护团队
的共同努力下，该鸟种的种群已有所恢复，但时至
今日，其全球种群总量也仅有200余只。今年7月，
广东南澳候鸟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加入国内“中华凤头燕鸥保护联盟”，
是22个联盟成员单位之一。（李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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