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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与坚持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严星驰从小酷
爱音乐，7 岁便在杭州爱乐乐团学习架子
鼓，高一的时候又尝试了小提琴。“在那么
多乐器中，我最喜欢架子鼓。”严星驰没有
想到，从小好动爱玩的他在架子鼓的学习
中显露天赋，“我的协调能力和模仿能力都
很不错，对律动和节奏也更敏感。架子鼓是
我最好的选择。”

高中毕业后，严星驰来到法国学习爵
士乐。他回忆：“当时学校里基本没有中国
面孔，自己需要学习新的语言。一切都十
分困难。”在与中国相隔万里且差异极大
的国家，严星驰慢慢适应了下来。对于法
语，他也“渐渐有所掌握，并考取了法语
B1证书”。

严星驰坦言：“上课听不懂的地方都会
偷偷录音，课后再问老师同学。”这样的为
了学业进步的“小聪明”还有很多，渐渐的，
严星驰克服了许多障碍，同时音乐也成为
了大家共同的语言。

大家都是追逐音乐梦想的青年，为了
提升自己的音乐技能，严星驰和同学总是
练习很久。“我每天在琴房待六个小时，有
很多东西需要训练，但时间到了后又很空
虚，感觉没有什么进步。”

严星驰补充：“那时的电脑技术还不是
很发达，为了练好一首曲子，我们会反反复
复去听，然后再一遍一遍记谱。有时候练完
会觉得肌肉都不听使唤了。”

就这样，严星驰凭借自己对音乐的热

爱坚持了下来：“时间的力量是强大的，同
一首曲子练习无数次后会突然发现自己演
奏得更好了。”

在巴黎读完本科后，严星驰又申请了
研究生。现在的他，已经从研究生院校毕业
5年，音乐水平从各方面都得到了提高，已
然成为了一名成熟的架子鼓手。“然而对音
乐的练习是时刻也不能放弃的”。即使到现
在，严星驰还会继续夯实自己的基本功，平
时也会听一些优秀的乐曲，学习一些新鲜
元素。他说：“学习是一生的事情。我们要活
到老，学到老。”

挑战与创新

挑战和创新是刺激严星驰突破自己的
重要源泉。在海外的音乐道路中，严星驰不
断在学习和进步。

除了西洋乐器架子鼓，严星驰还尝试
使用中式打击乐器演奏中国民乐：“我用大
鼓、木鱼和磬和中国的民乐团合作了《瑶族
舞曲》《春到拉萨》等多首动人的曲目。”

中式打击乐俘获了法国人的耳朵，也
抓住了他们的眼球。每次演奏完，都有很多
法国人好奇地找严星驰攀谈。“看到我们中
式的大鼓，他们都会来摸一摸，问我这是什
么材质的。”严星驰说。

2013年，严星驰与古筝演奏家安然以
及古钢琴演奏家张晓茉组成“丝与鼓”民乐
三重奏。他们以改编中国特色的民乐为主，
在法国夏至音乐节演出，得到了观众的喜
爱。一些法国青少年被深深打动：“这场演
出让我们见识到中国的音乐，我们的脑海

里突然印了一张中国地图，好像刚刚去中
国旅游了一番。”

在《潜海姑娘》作曲家王立平的巴黎巡
演中，严星驰还尝试了民乐与交响乐的合
作：“这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创新。我们把
东西方乐器结合在一起，结果竟然挺和谐
的，让人耳目一新。”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海外演奏中
国民乐的效果都很好，听众们都很喜欢。每
逢中国佳节时，这样的演出会有很多。“演
奏民乐时，我也会因此想起远方的家乡。”
严星驰说，“这样的机会很难得，以后会继
续尝试。”

演奏之余，严星驰还有一个和法国大
学同学一起成立的四人乐队。“大家对音乐
都很有热情”。然而让乐队坚持下来并非易
事：“我们四个人的时间比较难统一，有的
时候找地方排练也是个难题。我们需要一
个又有鼓，环境又好一点的地方，于是大家
每次都自掏腰包。”

后来，严星驰有了自己的工作室。“鼓、
音箱什么的都有了。乐队的排练也变得更
加方便”。同时，还有巴黎其他的乐队借用
场地排练。“这样一来，我也认识了很多乐
手，积累了人脉。”严星驰说道。

信念与理想

在严星驰的心中，做音乐是分享自己
的故事，这个过程是“治愈性的”。“架子鼓
的每一个音符都具有自己的能量。打鼓时，
这种能量会转化成情绪与爱传递给他人。
有几次在台上演奏时，我自己也被旋律所

触动，偷偷擦拭自己闪着泪光的双眼。”
每次登台演出对于严星驰来说都是

十分重要的时刻，需要特别珍惜。“没有台
下的听众就没有我的演出。”严星驰说，

“台下的听众不停在变，你永远不知道来
听演出的是谁，他们对音乐也有着不一样
的期待。因此，我会把每一次演出都当成
第一次去虔诚地对待，把舞台当成一个神
圣的地方。”

除了平日的演出，严星驰还会把自己
的音乐知识传授给其他人。他的学生包含
不同种族和年龄层。遇到华侨华人，他还会
用中法双语进行教学。

想起自己的音乐之路，严星驰也希望
给他的学生种下音乐的种子：“学音乐前首
先要听音乐，各种类型的都要去听，然后
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类。”“每天坚持十分
钟”也是严星驰从自身经验中总结出来
的，激励着学生们坚持进步。

音乐的理想从严星驰手里继续传递下
去。后来，有的学生长大后登台演出，严
星驰听闻消息后感叹“真的很有成就感”。

音乐之梦越来越具体，严星驰的乐队
也越来越成熟。2019年，“丝与鼓”组合
受邀参加法国华人电视台节目录制，展现
中国民乐魅力。同年，法国前总统奥朗德
举行新书签售仪式，需要一个既有法国人
也要有华人的乐队。“我们便因此前往，
得到了奥朗德的赞誉和观众的认可。以后
有机会的话，还想把乐队带到中国演
出。”严星驰说。

谈到未来，严星驰说：“我离不开音
乐。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那种治愈的
过程很重要。希望音乐能够继续滋养自
己，同时也能帮助他人。”

刘明清，法号释延明，少林俗家弟子，师从少林寺方丈释
永信。年仅19岁的他，自幼学习少林武术，在国内外重点比赛
表现优异。来到澳大利亚后，刘明清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
国武术的魅力：“表演不是为了个人荣誉，而是为了将中国武
术传播到世界各地。”

热爱与坚持并行

“天下武功出少林，少林功夫甲天下”。刘明清出生在少林
武术之乡河南，从小就受武术文化熏陶。“5、6岁的时候，我家
里人看我对武术特别感兴趣，便决定把我送到少林寺习武。”
刘明清回忆，“那时候我很喜欢成龙、李连杰，酷爱武打电影。”

嵩山少林寺对于了解武术的人来说一定不陌生。始于热
爱，刘明清与武术的缘分从这里开始书写。

习武前期，刘明清和大多初学者一起在普通班训练。几年
后，刘明清参加选拔进入专业队，参加国内各大赛事。“从那之
后，每天的训练量就很大了。大家的年纪都差不多，可我因为
刚来都有点跟不上，心里有很大的落差。”刘明清说。

想起过往，刘明清还会觉得十分艰辛：“练习柔韧性时，师
傅把我们的腿压在高高的台阶上，有时候我会疼得叫出来。”

然而习武讲究坚持，“随便学学就放弃的可学不到真正的
武术”。刘明清秉持这一理念在少林寺茁壮成长。

2019年央视春晚上，一场《少林魂》的武术节目让全国观
众叫好。刘明清作为演员表演了他擅长的棍法：“那场表演确
实很精彩。但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为这短短几
分钟的光鲜付出了许多汗水。”

“接到春晚节目组通知时，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排练。”当
时河南还在下大雪，刘明清形容“风刮在脸上就像刀刃一样”。

最终，大家都坚持了下来。《少林魂》也被认定为“最大规
模的武术节目表演”，成功创下了一项属于中国的世界纪录。

习武少年终长成

在少林寺10多年的习武时光转瞬即逝，刘明清也长大了：
“少林武术教会我很多，也将我塑造成了不一样的人。”

“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是少林习武之人的真实写照。

刘明清说：“练过武术的人气质明显不一样。我的体质、意志都
得到了锻炼。我的免疫力也提升了，基本不怎么生病。”

武术会让内向的孩子变得自信，让一个人变得自律、自
强、勇敢。武术带给一个人的能量是巨大的，但“习武必须先
习德”。

刘明清说：“学习武术是为了强身健体，保护自己和亲人
朋友。有一些人学了几年武术就离开了，出去后经常和别人打
架，这是没有武德的表现。习武是为了匡扶正义。”

2020年，刘明清离开少林寺。在此之前，他已在国内一些
赛事名列前茅。于是，他决定闯一闯，带着少林武术来到了澳
大利亚。

“在国内，大家对武术比较了解。但在国外，人们与武术的
接触还比较少，很多人对武术的认识仅限于李小龙。所以我决
定带着武术走出国门。”刘明清说。

让人们爱上武术

来到澳大利亚后，刘明清到朋友开的武馆里帮忙教授学
生。他兴奋地说：“一些华裔小孩子会围在一起听我讲故事，从
武术的历史到益处，他们都听得很认真。”

刘明清解释：“海外华人的子女们没有好的机会接触真
正的武术文化。看到他们对武术渴望的眼神，简直和我小时
候一模一样。”

对于大部分外国人来说，武术新奇有趣，有时候刘明清
会受邀为外国人表演武术。“他们都很喜欢，总是拍手叫
绝。”刘明清说。

刘明清把推广真正的中国武术作为自己的责任与目标。
在网络上，他还做起了小红书的视频账号：“平台上海外华人
很多，他们会联系我演出授课，我希望能为中国武术做一些
宣传。”

2024 年春节，刘明清受邀参加澳大利亚春晚表演武术。
“每一次春晚大家最爱看的就是武术、戏剧等中国传统艺术。
担心大家看不够，这次春晚在多个城市都有举办。”

来到澳大利亚后，刘明清每天都坚持锻炼体能。未来刘明
清也打算练好外语能力，更好地向外国人宣传中国武术，开一
家自己的少林武馆。

音乐之美，或如西洋
交响乐典雅庄重，或如中式
民乐婉转悠扬。学习音乐二
十多年、旅法十多年的鼓手
严星驰作为一名成熟的音
乐人，从爵士到民乐，从架
子鼓到大鼓、木鱼和磬，将
每一个音符都转化成爱与
能量，治愈自己和听众。

侨 界 关 注

华 人 社 区

侨 乡 新 貌

旅法打击乐演奏家严星驰——

用音乐传递爱与能量
杨 宁 赵圆梦

少林俗家弟子刘明清——

把少林功夫传到澳大利亚
本报记者 杨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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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侨联副主席在古巴看望侨胞

近日，中国侨联副主席程学源在古巴哈瓦那和马坦
萨斯市密集走访侨团、看望侨胞、调研侨情，并与侨界代
表座谈，介绍新时代中国的新气象，了解侨胞在当地工
作和生活状况，给他们带去祖（籍）国和侨联组织的惦念
和祝福，鼓励大家做新时代中古友好的促进者，共同续
写中古友好新篇章。

在哈瓦那，程学源和中国驻古巴大使马辉共同出席
了中国侨联慰侨物资捐赠仪式。程学源表示，中国侨联
会一如既往地关心关注海外侨胞在当地的生存发展情
况，这批捐赠物资虽然不多，但表达了侨联组织对困难
侨胞的关爱，相信大家今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来源：中国侨网）

中澳合唱艺术节颁奖仪式举行

近日，为期10天主题为“中澳建交五十载·传递友谊
与力量”的2024中澳合唱艺术节颁奖仪式在悉尼国际会
议中心举行。

中国驻悉尼总领馆领事任双杰，澳大利亚华人文化
艺术界联合会（澳华文联）主席、悉尼华星艺术团团长余
俊武，中国环球合唱汇专家委员会主任、知名文旅专家
李成荣，及来自中澳两国的12个合唱艺术团逾500人出
席了颁奖仪式。

余俊武表示，2024中澳合唱艺术节作为中澳建交50
周年之后，首个线下举办的国际性合唱艺术交流活动，
旨在持续推进中澳两国文化艺术音乐领域合作交流，
增进两国合唱艺术团体的沟通互鉴。

（来源：中新网）

中文歌曲大赛尼日利亚赛事举行

近日，2024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
尼日利亚赛区启动仪式举行，尼日利亚侨企学界代表40
余人出席。

中国驻拉各斯总领事严宇清在启动仪式上表示，
希望各位参赛选手以歌传情、以赛为媒、以侨为桥，赛
出尼日利亚同胞爱国爱乡情愫、团结向上风采和多姿
多彩人生。

“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自 2011年起，
至去年已连续举办13届，共有1500余家海外侨社、华文
媒体、华文学校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和参与大赛，累计吸
引了超过 4.5万名选手参赛，是海内外侨界及港澳同胞
广泛参与的音乐文化盛会。 （来源：中国侨网）

巴西华社纪念“蒂拉登特斯日”

近日，巴西温州同乡联谊会、巴西华人慈善公益
平台和巴西大西南同乡总会多位侨胞代表，随圣保罗
议员瓦尔迪尔·朱尼奥尔参访圣保罗市郊蒂拉登特斯社
区城市科学文艺和体育中心，纪念“蒂拉登特斯日”，
并向当地居民捐赠价值14000雷亚尔的食物篮，惠及当
地 500 户家庭。每年 4 月 21 日是巴西的“蒂拉登特斯
日”，蒂拉登特斯是巴西历史上著名的独立英雄。

巴西华人慈善公益平台执行会长葛海勇说，此次
深入圣保罗社区，沉浸式体验巴西文化，从中可看到
巴西华人慈善事业正探索模式：“在巴西节庆日，第一
时间动员起来，多社团联动，用慈善搭桥，帮助侨胞
真正了解巴西，真正融入巴西这个‘第二故乡’。”

（来源：中新网）

不负春光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的万亩麦田

里郁郁葱葱，小麦已经吐穗。近日，余新镇中心
小学的老师组织学生走出校园，把课堂搬到麦
田边，在连片的麦田旁里开展“田间课堂画春
光”采风活动，用手中的画笔描绘春天的美丽
图景。

上图：孩子们在麦田边作画。
左图：一位同学展示画作。

黎寒池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