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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侨宅在保护传承中焕发生机留住乡愁
中新社北京 1 月 5 日

电 （记者 吴侃）精湛的
建筑工艺、传神的彩绘壁
画、浓郁的异域风情......一
座座历经岁月洗礼的华侨
建筑，见证了海外侨胞的
奋斗历程，也是他们的乡
愁所系。

《关 于 加 强 福 建 省 涉
侨建筑保护管理的通知》
日前印发，进一步明确了
福建省涉侨建筑保护管理
工作的相关事项。当前，
各侨乡多措并举，对华侨
建筑进行保护传承和活化
利用，使老建筑焕发新活
力。

“老宅有专人管养，我
们很放心。”顺琴故居后人
洪华说。顺琴故居位于广
东省汕头市濠江区东湖社
区 ，是 东 湖 侨 宅 的 代 表 。
顺琴本名洪作鸣，早年间
赴 越 南 谋 生 ，回 国 后 于
1919 年 在 家 乡 建 成 一 座

“四点金”格局侨房，当地
人称其为“顺琴仙厝”，厝
内有大量彩绘壁画，呈现
华侨在海外的生活场景。

顺 琴 故 居 有 专 人 管
理，得益于当地侨务部门

推出的“侨房管家”服务，
通 过“ 代 管 ”“ 托 管 ”等 模
式对闲置侨房进行必要的
安全养护、保育活化和运
营管理。部分侨房还用于
公益事业或出租，所得资
金设立专项基金，实现以
房养房。如今，仅在东湖
社 区 就 有 30 座 侨 房 纳 入

“侨房管家”管理。
在一些侨乡，老侨宅经

过活化利用，有了新身份、
新用处。在福建省莆田市
涵江区江口镇东大村，有融
合莆仙风貌和南洋风情的
百年华侨建筑 38 栋。去年
以来，当地对 10 栋侨宅进
行修缮和活化，其中，姚万
丰大厝作为民俗馆，堞楼作
为手工体验馆，文协楼作为
华侨纪念馆，姚为祺故居作
为家风家训馆，吸引海内外
游客前来参观。

在海南省琼海市博鳌
镇留客村，当地通过引入社
会资本对蔡家宅、卢家宅等
古宅民居进行保护修缮，有

“海南侨乡第一宅”美誉的
蔡家宅还多次作为接待博
鳌亚洲论坛嘉宾的会客厅，
举办过多场国际文化交流

活动。蔡家后人蔡王普君
表示，能够承担这样的使
命，也是老宅的一份荣耀。

还有一些侨乡通过检
察公益诉讼等方式保护侨
宅和涉侨文物。在广东省
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有一
座建于清末的华侨建筑爱
春楼，半年前这里还长满杂
草、堆满杂物，梅县区检察
院灵活运用诉前磋商、检察
建议等方式督促养护措施
落实，实现了保护常态化。

“祖庙是我们的根脉所
在，能得到修缮我们很高
兴。”灌口凤山祖庙捐建者
后人黄允尾说。灌口凤山
祖庙位于福建省厦门市集
美区，由东南亚华侨捐建。
由于年代久远外观破损严
重，集美区检察院去年调研
后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文
史专家等“联合会诊”，并
向有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
推动修缮方案落实。

“华侨建筑是华侨精神
的重要见证，也是华侨文化
的重要载体。”广东华侨历
史学会会长、暨南大学华侨
华人研究院研究员张应龙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侨乡

推出的这些举措有助于提
升华侨建筑整体保护利用
水平，让老建筑呈现出新生
机；有助于深入发掘和提炼
华侨建筑的文化底蕴，涵养
侨文化资源；有助于为海外
侨胞留住乡愁，让心系家
乡、情牵故土的优良传统得
以传承。

谈及如何进一步保护
和传承好华侨建筑等涉侨
文化遗产，张应龙表示，未
来应结合好“形式”与“内
容”，在做好涉侨文化遗产
搜集和保护的同时，也要呈
现其背后的好故事，使其成
为展示侨文化的窗口；同
时，应该拓展涉侨文化遗产
的范围，对于侨乡民俗等涉
侨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从
侨文化角度进行挖掘和保
护。

“在将保护放在第一位
的基础上，各地也可以因地
制宜，探索涉侨文化遗产活
化利用的新模式，比如通过
与侨史展览、观光研学等相
结合，充分契合海外侨胞的
需求，产生同频共振的效
应，使涉侨文化遗产得以永
续传承。”张应龙说。

中新社北海 1 月 5 日
电 作 者 冯 抒 敏 翟 李 强
一艘由废弃渔船改造而成
的帆船船身画满涂鸦 ，扬
起的橙色风帆上画着一个
巨大的煎蛋，写着在中国
年轻人中颇具人气的互联
网诗人的诗歌，靠在船尾
的一块废弃板材上涂鸦有

“爱护大海”字样，格外引
人注目。

这是位于中国最大的
归侨安置点广西北海市侨
港 镇 的“ganggang”港 港 文
化创意中心（以下简称港
港文创中心）里的创意作
品之一。归侨二代冼宙洋
将一个老旧的电影院 ，改

造成融艺术共创、艺术展
览 、音 乐 Live 等 多 种 元 素
为一体、“潮”味十足的商
业 综 合 体 和 艺 术 实 践 地
——港港文创中心。

“ 这 艘 船 的 风 帆 是 我
父母手工制作的。”1988 年
出生的冼宙洋说，20 世纪
70 年代末，他的父母就是
乘着这样的渔船从越南回
到 中 国 ，被 安 置 在 侨 港 。
40 多年来，侨港以渔业建
镇，因海而兴，发展成为广
西 的 渔 业 重 镇 和 旅 游 名
片。

一身宽大的 T 恤和裤
子 、一 双 板 鞋 、头 戴 发 箍
……冼宙洋看起来更像一
位嘻哈风格的街头青年 ，
而 非 一 所 拥 有 数 十 间 店
铺、逾 2000 平方米露天空
间的文创中心负责人。

提 起 创 业 初 衷 ，此 前
曾先后做过行政工作、化
肥生意、开过餐厅的冼宙

洋 直 言 出 于 爱 好 。 他 介
绍，时下的年轻人更关注

“ 酷 ”和“ 有 意 思 ”等 吸 引
眼球的事物，他的文创中
心正是抓住这一特点 ，策
划相关艺术展览、公益活
动、音乐 Live 等，吸引志同
道合的年轻人从各地来北
海，“主要目的就是要‘好
玩儿’”。

侨港因浓郁的异域风
情和疍家民俗而成为滨海
旅游胜地，原本的渔村已
经 形 成 集 文 化 、旅 游 、休
闲 、观 光 、餐 饮 、购 物 、住
宿等为一体的特色夜间文
化 和 旅 游 休 闲 消 费 集 聚
区，侨港华侨历史展览馆、
侨港国际渔市、文艺渔村、
海上部落、海上时光等项
目 相 继 推 出 。 2022 年 ，侨
港 小 镇 被 评 为 国 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在 侨 港 ，继 承 父 辈 衣
钵从事传统渔业生产的归

侨后代不在少数 ，但像冼
宙洋一样在文旅领域创业
的青年侨眷也越来越多 。
当地年轻人打造的各种文
艺清新的主题民宿、咖啡
店、轻食馆、手工文创馆等
店铺，与父辈经营的传统
特产店、糖水铺、籺仔街、
大排档交相辉映 ，为这座
古 老 的 渔 村 注 入 新 鲜 活
力。

“ 我 们 已 经 成 功 举 办
了不少活动。”冼宙洋说，
从 2022 年启动以来，港港
文创中心针对不同主题 ，
邀请在年轻人中颇具知名
度的艺术家、创意人、音乐
人前来创作或举办活动。

将港港文创中心打造

成文化多元、好玩的共创
平 台 ，是 冼 宙 洋 的 目 标 。

“通过它把外面的文化吸
引进来，将侨港的异域风
情和疍家文化传播出去 ，
通过融入更多内容 ，创造
更多可能性。”冼宙洋说。

为帮助像冼宙洋一样
的年轻人更好地就业、创
业和生活，北海市还打造
了中国首个基于 web3.0 的
红人生态产业园区——北
海阿萨卡网红城市项目 ，
目 前 一 期 已 经 完 成 美 术
馆、图书馆、直播街区等产
业约 1 万平方米建设。官
方表示，该项目旨在吸引
年 轻 人 到 北 海 创 业 和 生
活，打造中国年轻力之城。

广西归侨二代留乡玩创意
打造“Z世代”文化地标

1 月 4 日，港港文化创意中心。翟李强 摄

2023 年 12 月 14 日，冼宙洋和帆船。翟李强 摄

中新社多伦多 1 月 7
日电 （记 者 余 瑞 冬）虽
然距离农历甲辰龙年新春
还有一个多月，但“欢乐春
节 ”系 列 活 动 已 在 加 拿 大
拉开帷幕。

当 地 时 间 6 日 晚 ，伴
随 着 一 场 暖 冬 难 得 的 瑞
雪 ，2024“中 西 汇 粹 ”新 年
音乐会在加拿大最大城市
多伦多奏响。这是多伦多
今 年 首 场“ 欢 乐 春 节 ”活
动。

这 也 是 自 2003 年 以
来，以中国音乐指挥家李德
伦之名命名的李德伦音乐
基金会主办的第 17 届新年
音乐会。由不同族裔、背景
的专业乐手组成的多伦多
节日交响乐团在来自奥地
利维也纳的华人指挥家王
进指挥下，演绎了施特劳斯
家族、威尔第以及旅居多伦
多的作曲家黄安伦等创作
的经典曲目。多伦多华人
文艺团体长江艺术团、清华
校 友 艺 术 团 等 参 加 演 出。
演出中的亮点之一，是多伦
多华人画家左晋在音乐家
即兴伴奏下创作一幅油画
作品，表达对和平的追求。

出席音乐会的中国驻
多伦多总领事罗伟东对记
者表示，作为今年“欢乐春
节”首场节目，这场新年音
乐会以艺术方式体现了中
西 方 文 化 的 交 流 与 融 汇。

“欢乐春节”系列活动弘扬

中华文化、促进中西方文化
交流与互鉴。总领馆将一
如既往，支持“欢乐春节”活
动办得更好、更有影响。

据记者了解，今年新春
期间，在加拿大华侨华人聚
居的各大城市，“欢乐春节”
系列活动以及当地华人社
团等举办的迎春节目可谓
精彩纷呈、好戏连台。

在多伦多，即将陆续登
场的还有诸如中国戏曲名
家多伦多演唱会、孩子们的
春晚和“枫华正茂”春晚、海
外 新 年 戏 曲 晚 会、茶 文 化
节、“中国故事中国年”加拿
大华侨华人春晚，以及青少
年龙年冰上春晚等多场演
出和节庆活动。

温哥华除了将举行春

节庙会外，一向热闹非凡的
华埠春节节会将迎来 50 周
年金禧纪念。在蒙特利尔，
魁北克华人春节联欢晚会、
枫花雪乐“腾龙映春晖”中
国春晚、“欢乐西岛”多元文
化春晚等将依次上演。此
外，加拿大多地高校的中国
留学生组织也将举办多场
春晚，迎接龙年新春。

加拿大欢乐春节启幕
“中西汇粹”音乐会奏响多伦多

当地时间1月 6日晚，李德伦音乐基金会主办2024“中西汇粹”新年音乐会在加拿
大多伦多奏响。这是多伦多今年首场“欢乐春节”活动。 中新社记者 余瑞冬 摄

澳大利亚华人企业家祁岳：
“娘家”“婆家”都是我的家

中 新 社 悉 尼 1 月 1
日电 中新社记者 顾时
宏 “ 在 我 的 心 里 ，祖
（籍）国 是 我 的‘ 娘 家 ’，
住 在 国 是 我 的‘ 婆 家 ’，
手心手背都是肉，无论是
哪 个‘ 家 ’遇 到 困 难 ，我
都 会 尽 其 所 能 ，出 一 份
力 。”新 年 来 临 之 际 ，澳
大 利 亚 华 人 企 业 家 祁 岳
1 月 1 日在悉尼接受记者
采访时如是阐释“家”的
概念。

这 位 澳 籍 华 人 女 企
业 家 1989 年 自 费 来 澳 留
学 ，她 说 ，“ 当 初 全 部 的
学费、生活费都要靠自己
打工来支持”。祁岳在澳
大利亚投资过餐饮业、贸
易、旅游、矿业和房地产
业，旗下的诺顿金田公司
是澳大利亚上市公司，南
半 球 重 要 的 黄 金 生 产 企
业。2002 年，祁岳进入房
地产行业，2007 年在悉尼
创 办 B1 地 产 开 发 集 团 ，
成 功 开 发 建 造 了 帕 拉 马
塔市第一高楼，是澳大利
亚 本 土 成 长 起 来 的 最 大
华 人 房 地 产 开 发 企 业 之
一。

事 业 成 功 后 的 祁 岳
认为，中华民族血液里就
有 知 恩 图 报 的 传 统 感 恩
文化，拥有财富是好事，
但 贪 婪 财 富 就 不 好 了 。
当拥有了一定的财富后，
就 应 该 多 回 馈 社 会 。 自
2003 年成为澳大利亚“太
平绅士”以来，祁岳在澳
中文化、教育、医疗等领
域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从 2019 年 两 次 为 抗
击 澳 大 利 亚 山 林 火 灾 捐
款，到新冠疫情出现后组
织 华 侨 华 人 慷 慨 解 囊 为
祖（籍）国 购 置 抗 疫 物
资，搜集防护物品，支援
澳大利亚当地抗疫；从连
续 赞 助 澳 大 利 亚 光 明 之
行 眼 科 医 疗 队 到 中 国 偏
远 地 区 进 行 白 内 障 复 明

手术，到担任澳大利亚华
人公益金信托人后，为中
国 青 海 地 震 和 四 川 地 震
等募集善款，再到连续多
年 定 点 资 助 澳 大 利 亚 悉
尼丰华中文学校，推动澳
大利亚中文教育；从捐助
澳 大 利 亚 扶 轮 社 兴 建 悉
尼 西 区 残 障 儿 童 活 动 中
心，到独家赞助澳大利亚

“ 海 丝 青 年 大 使 ”活 动 ；
从 赞 助 澳 大 利 亚 红 十 字
会，到赞助澳大利亚著名
华 人 女 性 慈 善 团 体 慧 贤
会 举 办 的 为 妇 女 癌 症 研
究 中 心 筹 款 活 动 ，乃 至
2023 年 为 新 南 威 尔 士 州
水灾募捐等，祁岳将多年
勤 劳 耕 耘 的 收 获 持 续 不
断地回馈社会。

“ 吃 水 不 忘 挖 井
人 ”，祁 岳 说 ，身 为 澳 大
利亚华人公益金（ACCF）
的信托人和理事，新年伊
始，她一如既往地全身心
支持华人慈善事业。

她 说 ，自 1990 年 成
立以来，澳大利亚华人公
益 金 一 直 是 慈 善 事 业 中
的积极力量。在过去 30
多 年 里 ，公 益 金 在 赞 助
人、信托人、永久和普通
会 员 以 及 专 业 的 管 理 委
员 会 和 理 事 会 的 支 持 下
取 得 了 显 著 成 就 。 尤 其
是 自 2017 年 以 来 ，公 益
金 积 极 欢 迎 澳 大 利 亚 全
国 范 围 内 的 非 营 利 和 慈
善 组 织 提 交 慈 善 拨 款 申
请，扩大了覆盖范围和影
响 力 。 华 人 公 益 金 的 财
务 实 力 建 立 在 赞 助 人 和
信托人的捐赠基础之上，
构 成 了 推 动 慈 善 倡 议 的
资本基金。

祁岳介绍说，今年的
社区项目拨款主题是‘无
家 可 归 ’（homelessness），
以 应 对 许 多 人 面 临 的 巨
大挑战，已收到大量来自
各地，包括其他州和地区
的 意 向 表 达 。 根 据 澳 大
利 亚 华 人 公 益 金 的 标 准
评 估 ，其 中 有 15 项 申 请
成 功 获 批 ，总 金 额 近 14
万澳元。

“通过此次拨款，我
希 望 这 些 项 目 能 够 为 有
需要的人提供援助，帮助
他 们 的 生 活 重 回 正 轨 。
公 益 金 将 继 续 履 行 其 使
命，作为同情、团结和慈
善的象征，秉持并发扬共
同 愿 景 及 帮 助 有 需 要 的
人的承诺。”

祁 岳 说 ，“ 高 举 慈 善
旗帜，为中国和澳大利亚
两个 '家 '贡献光和热，我
永远在路上。”

澳大利亚著名华裔
女企业家祁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