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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唐人街木匠》——

跨越百年的历史记忆
杨 宁 李汶璟

泰国华裔作家梦凌——

努力促进中泰文化交流
本报记者 杨 宁

精心准备两年多，2023
年 9月28日至10月1日，
原创华人历史音乐剧《唐人
街木匠》在澳大利亚墨尔本
成功上演。“这是一个专属
墨尔本华人的奋斗故事。”
该音乐剧制作团队表示。

“梅破知春近”

聚焦木匠故事

《唐人街木匠》的故事舞台是 19 世纪
末20世纪初的墨尔本唐人街。一个名叫阿
陈的广东青年漂洋过海，抵达澳大利亚墨
尔本，在老师傅阿木的教导下，克服重重困
难，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木匠，创造了自己
的金字招牌。

创作者李俊彬介绍，该剧的灵感来自
一部纪录片。纪录片记载了一段鲜为人知
的墨尔本华人史。百年前来到墨尔本的华
人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们没有选
择忍气吞声，而是团结在一起进行斗争，要
求获得他们应得的权益。

“这可能和大家平时听到的华人故事
不太一样。”剧中的扬琴演奏者刘冰瑶说。
制作团队里也有墨尔本华人，他们被这段
历史深深打动，便选择木匠为主人公，以坚
韧和团结为主题，演绎了一段百年前的华
人故事。

为了更好地塑造木匠的形象，除了上
述纪录片，他们还参考了其他资料。主人公
阿陈的塑造参考了几个不同的历史人物，
阿陈和其妻阿梅的爱情故事取材于一对历
史上的华人情侣，潘如和唐福。潘如和唐福
曾居住在一个小镇。“我们到那个小镇，获
得一些其他的故事，又把故事整理出来。”
制作团队为写好木匠故事进行了大量的调
查和整理工作。

“我们只是聚焦在唐人街木匠的故事
上，实际上澳大利亚华人的历史故事是很
精彩的。”李俊彬说。他感慨，历史上，华人
先辈从事各种职业，遭遇艰难险阻，但他们

总能找到办法战胜困难，这足见他们的聪
明和顽强。

“木匠真的只是整个澳大利亚华人历
史中非常小的一个缩影。”同时负责宣发工
作的刘冰瑶介绍，《唐人街木匠》海报的插
图选自湖南籍艺术家莫湘怡创作的《华人
历史画卷》。这幅画卷长达50米，描绘了两
个世纪以来华人移民的生活图景，木匠只
是其中的一部分。

制作团队希望能带领观众回到那个年
代。演出结束后，他们开始在社交平台推出

“音乐剧里的历史”栏目，让更多人能够了
解这段历史。

融入中式元素

琴弓拉响，笛声萧萧，琴弦震颤，乐音
回荡。二胡、竹笛、古筝、扬琴……这些中国
传统乐器被制作团队巧妙地融入了音乐剧
舞台。虽然故事发生在海外，但这部讲述华
人故事的音乐剧仍然充满了中国元素。

考虑到主人公阿陈来自广东，他们特
意在配乐中加入了广东元素。该剧采用了
一些有广东特色的曲目和音乐风格，更好
地营造了剧中的氛围。在婚礼片段中，他们
使用了中国民乐《喜洋洋》的曲调。

“这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演奏中，乐手
有很大的自由度，去加入自己的理解和诠
释。”刘冰瑶回忆起排练的情景时说道，吹
箫的乐手每一场表演都会即兴演奏出不一
样的内容。这种合作式的演出方式也有助
于更好地展现中式乐器之美。

除了配乐，剧中还有许多部分加入了
广东元素。虽然大部分台词是英文，但一些

非常重要的台词使用了粤语。剧中还出现
了广式美食，如叉烧和烧卖。

“我们的三个主角都不是广东人。”因
此，从第一次排练开始，李俊彬就让演员们
学习如何流利地讲粤语。演员们“当然也下
了苦功，毕竟学广东话真的不容易”。

粤语有更多的音调变化。刘冰瑶回忆
说，剧中的粤语台词插入在歌曲中，演员
们都是歌手，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想要加
入一些旋律。然而，一旦加入旋律后，粤语
的音调又完全不同了。“好几个人帮助演
员学粤语的音调。本来学得差不多准了，
结果一把台词带入歌曲中，他们又一下子
跑调了。”

演员们还采用各种方法沉浸式地体验
广东文化。他们的工作餐变成了叉烧饭等
广东美食。“剧里也有一句台词，‘我刚刚吃
了叉烧饭’。其实演员自己确实是刚刚吃了
叉烧饭。”他们尽可能地体验广东独特的衣
食住行，以便更生动地演绎剧中的广东人
形象。

走向更大舞台

从 2021 年 7 月开始准备，到 2023 年 9
月底正式演出，制作团队倾注了两年多的
心血，共谱写乐曲 15 首，来打造这部音乐
剧，最终得以在舞台上呈现两个小时的精
彩表演。观众的积极反馈，让他们看到自己
的努力没有白费。

“很多观众还是很惊讶的，他们不知道
有这一段历史。有一些人则产生了强烈共
鸣，他们觉得，虽然这是百年前的故事，但
其实还有类似的故事在发生。”刘冰瑶难以

忘记被观众肯定的喜悦，“一场演出结束
之后，有一名观众跟我们说他全程边看边
擦眼泪。他觉得这部剧的每一场都是在讲
他自己的故事。会有一些人在这个故事里
看到他们自己，这是我们觉得特别感动的
地方。”

许多观众透过历史开始思考现在，这
也是制作团队所期望达到的效果。李俊彬
曾考虑为《唐人街木匠》写一个皆大欢喜的
结局，但最终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历
史就是这么沉重，你不能够为了好结局去
改写历史。”

然而，未来是可以改变的。音乐剧的最
后一首歌叫《接下来就靠我们了》。这不仅
是百年前主人公对同胞们的激励，也是制
作团队的心声。

有了观众，有了反馈，李俊彬希望进一
步完善这部剧。他认为情节的发展和情绪
的表达都还有进步的空间，他想投入更多
时间和精力来实现这一目标。

在 2023年 10月 1日的演出结束后，他
们受邀出席了澳华博物馆中秋庆典，将乐
声带给更多人。这并不是结束，越来越多的
相关人士看到了《唐人街木匠》并产生兴
趣。制作团队自身也在积极寻求合作，与一
些具有影响力的制作人取得联系。他们希
望尽快完成剧本修改，走向更大的舞台，将
这部剧呈现给更广大的观众。

李俊彬计划通过音乐剧来展现更多
主题。他提到，接下来他会考虑与一位学
者合作。这位学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
潘如和唐福的故事。李俊彬计划以唐福为
原型，去创作女主人公的故事，“就像是一
个续集”。

梦凌，本名徐育玲，泰国华裔作家，曾任小学、中学教师，
时代中学校长，现为沙拉萨通库双语学校副校长，《世界诗
人》季刊艺术顾问，泰国《中华日报》副刊主编，在文学、教育、
翻译、影视等领域均有涉猎。

追逐文学梦想

“梦凌”的笔名来自中学时代的老师给她的八字箴言：凌
云壮志，梦想成真。“这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梦凌说。她一
直在追逐自己的文学梦想。

梦凌与文学结缘，则要追溯到幼时。1976年中泰建交后，
她去了广州的姑妈家。之后，她在中国留学八年，打下了坚实
的中文基础，并踏上文学之路。

当时，她居住的院子里住着许多“老革命”。“在月亮之
下，听这些老人家说革命、长征和家乡。”同时，因为身边多是
大人，闲暇时无人陪伴，她便一个人对着院子里的花草树木、
小猫小狗说话，想象与动植物的交流。诸如此类的美好回忆，
为她后来创作儿童文学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80年代，舞台剧流行。她的表姐是某电影制片厂
的演员，梦凌便有机会近距离观摩排练。舞台剧的台词引
人入胜，尤其是《白毛女》和《西厢记》，让她领略到中华文化
之美。

中学时代，梦凌的语文成绩突出，作文经常登上学校的
光荣榜，广播组也常采用她的稿件。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她荣
获广东省第一名。“我觉得这是一个预兆，老师也说我有写好
文章的基础，如果朝着写作这方面发展的话，我会走得很
好。”就这样，带着对文学的热爱和老师的鼓励，梦凌沿着这
条路走了下去。

探索不同领域

“时代在前进，我们也跟着前进。”梦凌认为，与时俱进、
不断进步是她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上世纪90年代初，微型小说在中国十分流行，也传播到
了泰国。梦凌从1996年开始创作微型小说。“我写了不同生活
层次的人，大部分是社会底层的人，比如小贩，比如失业的

人。”她以独到的眼光看社会，将人生百态展现在字里行间。
短短几年内，她的微型小说集陆续出版，多次获得泰国和国
际奖项，其中一篇还被编入泰国教科书中。

沿着微型小说创作之路，梦凌进入到微电影文化圈。
2017年，泰国文化部举办文学与影视大赛，她的微型小说《父
亲》进入决赛。梦凌与《亚洲微电影》杂志副总编刘玉龙一同，
基于《父亲》创作了微电影剧本《象画情缘》。这部反映中泰两
国文化交流的微电影，荣获第五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金海
棠”奖最佳国际单元微电影奖。

这只是一个开始。微电影短小精炼的特点契合当下快节
奏的生活，梦凌希望在这条路上继续向前。接下来，她计划以
弘扬华文教育为主题，写一个泰国男孩与汉语老师的剧本。

教育、文学、翻译、媒体、影视……梦凌已经在众多领域
取得成绩。新冠疫情期间，由于教学活动受到影响，她还开起
了自己的农场。

促进文化交流

中文和泰文双语创作，是梦凌文学创作与众不同的一点。
拥有中泰两国文化背景的她，致力于促进中泰间的文化交流。

对于学生和自己的孩子，梦凌很重视让他们体验中国文
化。担任中学校长时，她每年暑假会组织一批学生前往北京，
游览中国首都的名胜古迹。她的孩子接触到三国故事等中国
传统文化内容，也会同她讨论。“在潜移默化中，他们都增进
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每年至少一次，她会到中国参加文学讲座、研讨会或发
表演讲，结识了许多艺术界人士。梦凌还带着泰国的画家、艺
术家到北京、广州、上海等地举办画展。

掌握双语的梦凌在翻译领域同样有所作为。泰国文化
部长访问武汉和泰国卫生部长前往四川时，她担任了翻译
工作。“作为一个懂汉语又懂泰语，两门语言都掌握得不错的
人，能够为两国的文化交流做一点事情，我觉得是应该的。”

“有机会得到良好的华文教育，我是幸运的。我作为一个
泰国华裔，肩负着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是海外华侨华人应该做的。”梦凌说，她将不断与时俱
进，以新的时代观念写作，为中泰文化交流作贡献。

巴黎旅法工程师协会换届

近日，中国旅法工程师协会（AICF）在法国巴黎举办协
会换届年会及科技与产业讲座。龚笃晟博士再次当选为协
会会长。

中国旅法工程师协会是由在法国的华人工程师、学
者、企业家及其他职业人士组建的非营利群众组织，于
1996年依法在巴黎注册成立，旨在增进会员间及中法民间
的交流和友谊，促进中法及中欧间的科技、文化和经贸交
流。协会成立近30年来，通过丰富多彩的各类活动，凝聚了
一大批拥有多元文化的职业人士，是法国历史最为悠久的
华人专业社团之一。

龚笃晟真诚感谢大家对他工作的肯定与支持，表示今
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将不忘初心，继续为协会服务，承上
启下，积极参与与兄弟协会的互动与协作，为中法合作与
友谊作出努力。 （来源：中新网）

中墨诗人合著诗集发布会举办

近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尤卡坦州立自
治大学（UADY）与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华人华侨联合会在
梅里达共同举办墨西哥原住民族玛雅诗人与中国少数民
族多语种诗人合著诗集《落霞重重》与《疾风中的虹霓》的
发布会。

这场盛会彰显了跨越文化与语言的精神共鸣，将墨西
哥原住民族与中国少数民族的诗歌精华浓缩于书页之间，
激发了两国文化的深层共鸣与交流。《落霞重重》与《疾风
中的虹霓》不仅是文学作品的交汇，更是对两国友谊和文
化传承的共同见证。 （来源：中国侨网）

“熊猫书屋”走进西班牙语言学校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联合中国驻西班牙大使
馆在西中友好合作协会设立的西班牙“蓉侨轩·熊猫书屋

（萨拉戈萨）”，向西班牙博思语言学校捐赠了300册精美的
中文书籍，旨在更好推动中文教育和中华文化的传播。

西中友好合作协会青年委员会会长李家琪表示，这次
捐赠活动是携手“蓉侨轩·熊猫书屋”对孩子们的一份心
意，也代表祖（籍）国对海外华文教育的支持和关怀。希望
通过这些书籍，能够帮助更多的海外华侨华人子女了解和
热爱中华文化，进一步加深对祖（籍）国的了解和对成都的
认识。

西班牙博思语言学校校长潘丽丽在捐赠仪式上表示，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跨文化理解与交流愈发重要，这些
支持不仅能丰富学生们的知识，还能激发他们对中华文化
的浓厚兴趣。衷心感谢‘蓉侨轩·熊猫书屋’，为学生成长之
路增添璀璨色彩。” （来源：中国侨网）

美国福州琅岐中学校友会举办庆典

近日，美国福州琅岐中学校友会成立 24 周年暨第 12
届新职员就职典礼庆典晚会于纽约法拉盛举行，中国驻纽
约总领馆领事邢玉临和许朝晖、法官李昌永、社区侨领及
各届校友等逾600人欢聚一堂。

连任主席的陈治德称，该校友会成立至今 24年，初衷
是服务校友和乡亲。琅岐中学校友经历人生风雨，饱尝创
业艰辛与喜悦，目前在美有逾1000名校友。陈治德表示，校
友会是传递信息、建言互动、消除隔阂的平台，作为琅岐中
学的流动名片，也要肩负宣传、推广琅岐中学优良传统的
使命。 （来源：侨报网）

近日，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
龙山街道东方梅园内，梅花竞相盛
开，游客踏春赏梅，乐享“梅”好春
天。图为园内风景。

陈海伟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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