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华侨华人 责编：严 瑜 邮箱：guojihwb@126.com

2024年4月19日 星期五

“我从未如此为自己是炎
黄子孙而自豪”

农历三月初三，公拜轩辕黄帝，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大典。每年这个时候，海内外炎
黄子孙会以各种形式拜谒轩辕黄帝，表达对
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敬仰和追思。

“2022 年，我曾在悉尼参加过澳大利亚
华侨华人恭拜轩辕黄帝大典。没想到，两年
后，我能够有机会来到黄帝故里新郑，亲历
一场规模更大、更加隆重的拜祖大典。”12岁
的澳大利亚华裔女孩欧阳德馨兴奋地说。

4 月 11 日，欧阳德馨和参加此次春令
营的其他华裔青少年一起参加了在河南新
郑举行的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迎着
和煦的春光，华裔青少年佩戴明黄色的丝
巾，进寻根门、经系祖坛、过轩辕桥，缓
步来到拜祖广场，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缅
怀祖先，感受绵延千年的中华民族传统。

回忆当天盛况，欧阳德馨说，当拜祖大
典第一项议程“盛世礼炮”开始时，21响礼炮
依次响起，声震云天，“我从未如此为自己是
炎黄子孙而自豪”。虽然在澳大利亚出生长
大，但欧阳德馨说起中国，总会用“故乡”一
词来形容。“对我来说，这次河南之行就是一

趟‘回家’的旅程。”欧阳德馨说。
“我之前就听说新郑黄帝拜祖大典被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是一场
非常宏大壮观的仪式，但我亲身经历后才知
道，内心会受到多么巨大的触动。来自世界
各地的中华儿女站在一起，共同高唱《黄帝
颂》，一起向黄帝像鞠躬，我觉得太美好了，
我们是同根同祖同源的一家人。”15岁的新
西兰华裔男孩康颢严说起拜祖大典，话语间
满是抑制不住的激动。

康颢严告诉记者，他 5岁时随家人移居
新西兰，但与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联系从未
中断。“小时候，爸爸常常给我讲中国历史故
事，让我记住自己的根在中国。这次，听说我
要参加拜祖大典，全家人都特别期待，无论是
在中国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还是远在新西
兰的爸爸妈妈，都同步观看了拜祖大典的网
络直播，见证了我这段珍贵的经历”。

“‘三月三 拜轩辕’已经成为全球中华
儿女的一场重要文化盛事。今年，我们首次
邀请海外华裔青少年来新郑参加拜祖大典，
并让他们加入由各国侨胞组成的侨胞方阵
中，在充满仪式感的队列里更好感受中华民
族‘慎终追远、尊祖敬宗’的优良传统。”河南
省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吕剑向记者介绍，
在拜祖大典前的春令营开营第一课上，河南

省侨联专门邀请郑州大学的教授来讲解黄
帝文化，并准备了与黄帝历史故事相关的动
画片等视频材料，让华裔青少年通过多种形
式更加深入地理解拜祖大典的意义及其背
后丰富的文化内涵。

“让华裔青少年领略最美
的中原大地”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华史”。河南古称
中原，是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
地。古老厚重的中原大地孕育了汉字文化、
姓氏文化、根亲文化、武术文化、中医文化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此次春令营期间，华裔青少年除了参
加拜祖大典之外，还参观了河南博物院、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馆，探访了千年古刹少
林寺，游览了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体
验了中国四大发明之造纸术，感受了鸟虫
篆、面塑、猴加官等非遗文化，观赏了国
色天香的洛阳牡丹，尽情享受了一场精彩
丰富的中华文化盛宴。

“4 月是洛阳牡丹盛开的时节，也是河
南一年中最美的时候。我们首次选在此时
举办春令营，希望让华裔青少年领略最美
的中原大地。”吕剑说。

澳大利亚华裔男孩从芮晗在悉尼学习了
两年少林功夫。此次春令营期间，他不仅实
现了到少林寺“打卡”的心愿，还邂逅了曾
在大洋洲少林考功大赛上认识的释延淀师
傅。“能到少林寺实地学习正宗的少林功
夫，还收获了一段奇妙的偶遇，太棒了！”
从芮晗说。

15 岁的新西兰华裔男孩李雨辰也对少
林功夫仰慕已久。“在少林寺，我们不仅观看
了象形拳等精彩表演，还学习了五步拳。师
傅们细致讲解了每个动作及其背后的内涵，
让我明白学习少林功夫，不仅是一种身体锻
炼，也是一种文化传承。”李雨辰说。

得知春令营的一项行程是去黄河人文
传习馆体验中国四大发明之造纸术，来自
澳大利亚的华裔女孩白雅榕格外兴奋。“我
在澳大利亚澳洲华夏文化学校学习时，老
师曾带我们尝试过用树皮造纸。没想到这
次我能在造纸术的发源地，亲自动手体验
传承千年的中国造纸工艺。”

在此次春令营中，新西兰华裔女孩梁咏
晨不仅第一次见到久闻大名的洛阳牡丹，还
圆了自己期盼已久的“汉服梦”。4月16日，
华裔青少年换上汉服，走进古色古香的汲古
瞻园艺术馆，学习中国古代礼仪，体验剪纸、

拓印等中国传统手工艺。“我从小就非常喜
欢中国的传统服饰。这是我第一次穿上如
此精美的汉服，体验中国古人的生活。”

印尼华裔女孩杨慧欣之前去过中国其
他地方，这是第一次来河南。“来到这里的每
一天，我都惊叹于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与底
蕴深厚。老师告诉我们，中国八大古都中的
4 个在河南，百家姓中 78 个姓氏出自河南。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大家亲切地将河南称
为中国人的‘老家’。”杨慧欣说。

“今后无论身在何处，都知
道‘我是谁’‘我来自哪里’”

闭营仪式上，华裔青少年再次穿上汉
服，共同唱响在此次春令营中学会的歌曲

《黄帝颂》。
“‘大风起兮云飞扬，吾土吾心吾欢畅；

四海之内皆和谐，吾思吾梦吾向往……’每
次唱到《黄帝颂》中的这些歌词，我心中的自
豪感便油然而生。”康颢严说，百闻不如一
见，这次“寻根之旅”让他身临其境地感受到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带给他的震撼远超预
期。“我希望今后有机会能回中国上大学。”

康颢严的妈妈马媛向记者分享了一个
小故事：“春令营期间，我们全家最期待的就
是读领队老师发来的孩子们写的旅行收
获。从孩子们的文字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
们的成长。其中，一名孩子在参观博物馆时

记下的‘玄鸟生商’的故事，在我们的家庭微
信群里引发了热烈讨论。颢严的爸爸在群
里详细讲述了故事内容，颢严的爷爷则专门
找出《史记》中的相关记载。我们其他家庭
成员也因此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多了解。可
以说，这不仅是颢严的‘寻根之旅’，也是我
们全家人共同的‘文化之旅’。”马媛说。

“短短 10天里，来自不同国家的华裔青
少年从陌生到熟悉，再到一起用中文畅谈各
自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喜爱，这是一段非常
美妙的旅程。相信这次‘寻根之旅’会在华
裔青少年心中种下一粒中华文化的种子，并
且随着他们的成长，逐渐发芽开花，让他们
今后无论身在何处，都知道‘我是谁’‘我来
自哪里’。”来自新西兰阳光国际文化中心的
领队老师赵景说。

华裔青少年的“寻根之旅”结束了，但他
们走近中华文化、找寻“文化根脉”的脚步还
将继续。

来自印尼峇淡慈容学校的领队老师黄
依丽告诉记者，参加此次春令营的一名印尼
华裔少年明年将申请来中国上大学。“每年，
我们学校都有不少华裔青少年选择到上海、
天津等地留学。可以说，‘寻根之旅’激发起
了华裔青少年心中对中国、对中华文化更强
烈的向往之情。”黄依丽说。

来自澳大利亚华夏文化教育促进会的领
队老师彭怡也欣慰地发现，华裔青少年学习
中文的热情更高涨了。“这两天，不少孩子主
动和我说，他们回去之后要更加努力地学习
中文，这样才能更好地感受中华文化的魅
力。”彭怡介绍，在之后澳大利亚华夏文化教
育促进会举办的中文朗诵比赛上，参加此次
春令营的华裔青少年将受邀上台分享他们的
所见所闻，并且表演在少林寺学习的中国功
夫。“相信他们将成为文化传播的小使者，为
中外文化交流贡献一份独特的青春力量”。

吕剑介绍，接下来，河南省侨联将继续
精心打造各类活动，为海外华裔青少年感受
中华文化搭建更多平台。“2023年，我们举办
了 8 期‘亲情中华 为你讲故事’网上营和 5
期‘中国寻根之旅’夏（冬）令营，初步形成了
一个全年的、覆盖全球的中华文化体验课
堂。今年，我们计划在线上以网上营为基
础，继续推广普及中文和中国历史文化知
识；在线下尝试将汉服、诗歌等文化元素融
入实体营中，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将中原文化
的一张张标志性‘名片’介绍给更多华裔青
少年。”吕剑说。

多国华裔青少年赴河南参加2024“中国寻根之旅”春令营——

“我们是同根同祖同源的一家人”
本报记者 严 瑜

4月9日至18日，由中国侨联主办，河南
省侨联、郑州市侨联承办的2024“中国寻根之
旅”春令营——遇见河南·根亲营举行，来自

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的45名华裔青少年相聚河南，在为期10天的
旅程中拜祖寻根，感受中华文化之美。

苏里南首都帕拉马里博，隐栖在
亚马孙雨林深处。从机场到市中心，
沿路除了郁郁葱葱的雨林，还能看见
挂着各种中文招牌的超市、酒楼。市
里的中国元素更是随处可见，还能不
时听见孩子们说中文，让人恍惚是从
南美雨林“穿越”到了中国。

1853年，第一批华人抵达苏里南
这个南美国家，从此在这里世代繁
衍，生生不息。历史上，苏里南的总
统、国会议长、部长、国会议员中都曾
有过华裔。华人身影活跃在苏里南
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

林道番 20年前从海南文昌来苏
里南投奔亲戚，如今他在当地经营
一家超市。超市收银员多是华人，
出售中国食品。经去年大规模扩
建，超市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林道番说，这种华人超市不仅方

便了在苏生活和工作的中国人，也成
为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00多年来，苏里南的华侨华人
组建了各种社团。广义堂已有 140
多年历史，中华会馆创办超过 90
年。2010 年，苏里南华侨华人社团
联合总会 （简称苏华总会） 成立，
将众多社团联合在一起。中华会馆
会长李学雄曾多次担任苏华总会会
长，并获苏里南总统颁发的总统棕
榈勋章。苏里南有两份中文报纸，
也有中文网站和中文电视台，还有
中国传统舞蹈艺术学校和醒狮队。
2014 年，苏里南政府把中国春节定
为法定节假日。李学雄说，每年春
节，当地都会举办隆重的庆祝活
动，“春节庙会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
一张名片”。

现年 15岁的华人女孩许心怡在

苏里南长大，2017 年起在当地华人
开办的一家艺术学校学习中国传统
舞蹈。许心怡从小在学校里学习中
文，从中国旅游回来后，她常跟朋
友们分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这所艺术学校的校长林敏介绍，
孩子们通过舞蹈和中文了解中国文
化，激发了他们对中国的向往，很多
孩子都期待去看看真实的中国。

近些年来，不少中资企业来苏
里南投资发展，帮助苏里南修建道
路、架设桥梁、改善民生，得到当
地政府高度认可。

“我们这里有一句俗语：天上神
仙洞，地上苏里南。”李学雄说，

“这里自然资源丰富，发展前景良
好，相信我们华侨华人可以继续在
苏里南大展宏图。”
（据新华社电 记者赵焱、何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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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高乔）近日，中国华
侨历史博物馆潮州分馆揭牌仪式在
广东省潮州市博物馆举行。中国侨
联副主席高峰，广东省侨联党组书
记、主席李丰，潮州市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庄宋太，潮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周茹茵，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宁一，广东省侨联二级巡视员林克风
等及来自泰国、新加坡、菲律宾的华
侨华人代表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听取了潮州
市博物馆（潮州华侨博物馆）概况及

申报设立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分馆
等情况汇报。相关部门负责人共同
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潮州分馆揭
牌。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潮
州王伉传统文化研究会与中国华侨
历史博物馆互赠《潮州文物志》、潮州
民俗藏品和学术成果。

潮州市博物馆成立于 1959 年，
2023年加挂潮州市华侨博物馆牌子，
是国家二级博物馆和广东省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2023年底，潮州市博物
馆筹集资金，打造升级全新“潮州侨

史展”展厅，展览区域二层，展厅面积
510 平方米，展线 156.4 米，展厅内陈
列文物数量 110 件（套）。展览以

“根”“魂”“梦”为主轴，采用现代化融
合展览手段，将图文、实物展陈、微缩
场景、多媒体技术等相互结合，打造
沉浸式体验空间，系统直观地展示潮
州华侨文化的发展历程和丰富内涵。

潮州市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第二家分
馆，潮州分馆将与中国华侨历史博物
馆发挥总分馆跨地域跨管理系统共
建共享的体系优势，共同挖掘潮州厚
重的华侨历史文化资源，讲好华侨华
人故事，弘扬华侨华人优秀文化。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潮州分馆揭牌

亚马孙雨林中有个“中国小城”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农民插秧比赛在
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辋川镇坤德农场举行。
来自全县各镇和各农场的14个代表队共58名
农民参加了此次插秧比赛。

本次比赛活动将农时与乡村文化体育活

动结合起来，再现了人工插秧的热闹场面，活
跃了乡村文体生活，同时也奏响了春耕乐章，
掀起了春耕生产热潮。

图为参赛选手们在田间大秀技能，围观的
群众在田头助威加油。王 胜摄（人民视觉）

农田变赛场 插秧展技能农田变赛场 插秧展技能
侨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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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华裔青少年在郑州汲古瞻园艺术馆体验汉服。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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