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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新西兰官方公布年度国王授勋名单，华
人林正川被授予新西兰功绩勋章。

据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报道，林正川是李家功夫
和李家泰拳的创始人，他在将武术引入新西兰主流社
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赴奥克兰开武馆

林正川 1946 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从小就是个
武侠迷。彼时的汕头练拳气氛浓厚，李家教拳 （客家
拳） 是当时最流行的一个门派，它“止则静如山岳，
动则雷霆翻江”，不受拘束、讲究实用，林正川15岁便
跟着住在同一条街的师傅练拳习武。

1968 年，22 岁的林正川从中国内地到了香港，在
师叔的武馆里帮忙教学，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
1975年，林正川孤身一人从香港来到新西兰。

刚到新西兰的时候，林正川并没有开设武馆教拳
的想法，是朋友说的“你不教？你练了那么多年不是
浪费了？为什么不把中国功夫在新西兰发扬光大？”点
醒了林正川。于是，他在奥克兰开起了武馆。

“中国人想在新西兰打拼出一片天地非常不容
易。”林正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时，有当地人来武
馆挑战，林正川就让徒弟应战，最终挑衅者心服口服。

弘扬中国武术文化

林正川最初在奥克兰市中心开馆收徒，随着名气
越来越大，他在奥克兰其他地区开设了分馆，之后发
展到其他城市，并开始传授泰拳。

“刚到新西兰开武馆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以后
在新西兰一定要举办比赛，让更多人有机会打比赛。”
林正川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了促进武术交流并传
播自己擅长的泰拳，他积极组织比赛，并创办了李家

泰拳。
在林正川推动下，中国武术赛事节目 《武林风》

《勇士的荣耀》多次走进新西兰，奥克兰市长、中国驻
新使馆及华侨华人社团积极参与，推动中新两国民间
交流。

2011年11月12日，河南卫视武术赛事节目《武林
风》 在新西兰录制，中国“武僧”一龙迎战新西兰全
能型选手布莱德·海登，比赛空前激烈，引发关注。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林正川创办的李家拳总会如
今已成为新西兰知名拳馆之一，新西兰国内许多优秀
拳手，如布莱德·海登、杰弗里·凯利、泰伦斯等，都
师出林正川。

林正川最著名的徒弟伊斯利·阿迪萨亚，曾征战于
《武林风》《昆仑决》 和 《勇士的荣耀》 等诸多中国赛
事。目前，林正川的弟子已有五六代，分布在世界多
地。弟子们常说，林正川像父亲一样严格要求他们，
又像父亲一样在生活上照顾他们。他不仅教拳，还传
授弟子们要尚德明礼。

希望更多人从武术中受益

如今，越来越多新西兰人喜欢上了中国功夫，甚
至有年仅几岁的新西兰小朋友想到林正川的武馆学拳。

近日，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向林正川发来贺信，祝
贺他获得新西兰功绩勋章，并高度评价他为推广武术
所作的奉献。

“能够获得如此殊荣，我深感荣幸。”林正川说，
“能够为社区作出贡献本身就是一种荣耀。看到人们无
论长幼男女都从武术中获益，我很高兴。”

林正川呼吁新西兰政府允许学校开设一些武术课
程，传授自卫技术，他认为这将让年轻人保持积极健
康的状态。

（来源：中国侨网）

近日，“解·域——赵渭凉
八十特展”在旅美画家赵渭凉
的家乡上海举办，此次展览展
出了赵渭凉的55幅代表作。

“不管我身处何方，我都是
上海人，希望通过这个展览为
上 海 献 上 一 抹 特 别 的 ‘ 颜
色’。”赵渭凉说，“这次展览的
作品，是我艺术与人生历程的
足迹。岁月催人老，但愿我的
艺术‘不老’。”

赵 渭 凉 1944 年 出 生 于 上
海，师从上海美术学院孟光教
授，1979 年成为中国美术家协
会上海分会会员，曾在上海交
通大学艺术系任教。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上
海育新中学担任美术教师的赵
渭凉，与陈逸飞、夏葆元等一
众画友同为 《解放日报》 美术
通讯员。也是在那个时期，他
与 上 海 美 专 “ 三 剑 客 ” 陈 逸
飞 、 夏 葆 元 、 魏 景 山 一 起 作
画，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

彼 时 ， 海 派 画 坛 星 光 熠
熠。正值青年的赵渭凉，虚心请
教刘海粟、朱屺瞻、颜文樑等前
辈大家，给自己打下扎实基础。

1986 年 ， 赵 渭 凉 赴 美 学
习。赴美前，其作品已在全国
多 个 画 展 中 屡 次 获 奖 。 赴 美
后，他的画风从新写实主义转
变为后现代抽象主义。

尽管旅美多年，他的抽象
画里依然蕴藏着东方意蕴。他
早期的抽象画代表作是一幅有
石窟文化元素的作品。在后来
的几乎每一幅画上，都能看到
他精心选择的中国文化符号，
如青铜器花纹、石窟、篆刻、
书法、器具等，他甚至曾将中
国人使用的筷子直接挂在抽象
画上。中国文化元素的运用，
增加了他作品中的人文精神。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展览学术主持夏开丰
评价称，近年来，赵渭凉的作品出现“破框”的迹象
——方框在画面上逐渐消失了，画面更为自由。策展
人周长江表示：“从写实到抽象，赵渭凉的艺术融汇
东西方特点。这场展览比较完整呈现了赵渭凉的艺术
脉络。”

据悉，该展览由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上
海市美术家协会担任指导单位，展览将持续到 6 月
23 日。

（来源：中新社）

马来西亚侨界庆祝中马建交50周年——

“愿做中马友谊的传播者和推动者”
高 乔 赵婧姝

今年是中马建交50周年暨“中

马友好年”。5月31 日，中国和马

来西亚迎来建交50周年纪念日。近

来，快乐的气氛洋溢在中马两国侨

界。多彩的活动、密切的交流、频

繁的对话……旅马华侨华人以行动

推动着中马民间友好交流的进程。

商界、教育界、文旅界……活跃在

不同领域的华侨华人纷纷表示：愿

做中马友谊的传播者和推动者。

新西兰功绩勋章华人获得者林正川——

在新西兰传授中国武术
韩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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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马建交五十周
年》联合纪念邮票。

张纹综摄 （新华社发）
右图：《南枝更有花》 新

书发布会现场。
本报记者 高 乔摄

近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
县海菜种植户紧抓农时，抢收海菜。

上图：在洱源县右所镇永安海菜种植
基地，村民在采收海菜花。

左图：村民正在划船采收海菜花。
罗新才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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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活动丰富多彩

5 月 31 日，中国邮政与马来西亚邮
政共同推出 《中马建交五十周年》 联合
纪念邮票。邮票以马来西亚国树印茄树
和中国迎客松为元素，象征两国深厚友
谊。发售当日，许多马来西亚民众一早
就到邮局门口排队，希望在首日封上盖
上当天的邮戳。

“在中马建交 50 周年纪念日这天，
我收到了一套纪念邮票和盖着当天邮戳
的信封。这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无价之
宝，我要好好珍藏。”马来西亚海南会
馆联合会总会长林秋雅说。

最近，林秋雅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
当：受邀参加纪念中马建交50周年“回
顾建交初心，中马携手前行”座谈会，
带领马来西亚 7 个乡团到海南考察，主
持筹备 《再会南洋——南侨机工后人千
里寻亲路》 新书出版，策划中马武术、
音乐、华文教育等领域的交流活动……

“5月31日当天，我还收到了家乡海
南省文昌市2024年‘海南村VA’（乡镇
排球联赛） 的邀请。6 月 22 日，我将和
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总会的侨胞一
起到文昌感受火热的文体盛事，太期待
了！”林秋雅说。

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办的庆祝
中国马来西亚建交 50 周年联合音乐会，
邀请华侨华人前来共赏；马来西亚与中
国建交50周年暨“家国情怀”文献艺术
展，在马来西亚槟城吸引华侨华人和当
地民众一同参观；“黄河之魂——马来
西亚归侨艺术家黄国强回顾展”在中国
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连日来，中马

侨界通过各式各样的活动纪念中马建交
50周年。

热闹的纪念活动是中马关系更加紧
密的一个缩影。据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
报道，2009年以来，中国已连续15年成
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双方在基础
设施建设、制造业、科技和贸易、金融
等领域建立了合作关系。

“中马两国正走在互惠互利、合作共
赢的康庄大道上。作为马来西亚工商界
代表之一，中华总商会愿助推两国经贸
合作和友好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马
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总会长卢成全说。

助推中马教育交流

近日，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
四季庭院，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师生
校友围炉茶叙，举办 《南枝更有花》 新
书发布会。这本由北京大学马来西亚校
友会编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
书，梳理了近代以来北京大学与马来西
亚教育界交往的故事，记录了北京大学
马来西亚校友会自成立以来助推中马文
化教育交流的十年历程。

“中国与马来西亚文教界的交流源
远流长，近年来更是日渐密切。10 年
来，北京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致力于促
进中国与马来西亚文教界互动合作，搭
建两国友好桥梁。”北京大学马来西亚
校友会会长赖贞瑝接受本报采访时介
绍，“10年来，我们多次举办招生宣讲会、
迎新茶会，促成中马两国中学缔结友好
学校，推动开展北大博雅海外人才培养
计划，举办‘未名雅集·品味南洋’‘博雅
论坛’‘马中青年回儒文明论坛’‘亚洲新

时代的南南合作论坛’等品牌活动，吸引
马来西亚优秀学子到中国学习，促进两
国文化教育领域交流互鉴。”

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马来西亚主
要留学生来源国，到中国留学的马来西
亚学生也越来越多。“中国高等教育展”

“中马职业教育展”等交流活动深受学生
和院校欢迎。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成
为包括马来西亚在内多国学生的热门选
择，迄今已经培养了4800多名毕业生。

北京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文教委
员、元启科技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 执
行董事何灿浩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作
为从事中马教育交流行业的华三代，我
能明显感觉到，中马教育交流在最近两
年掀起了一波新热潮。中国与马来西亚
高校、中学在教育、科研、文化交流等
方面的互动越来越频繁，合作程度也更
加深化、细化。目前，我正筹备将中国
高校的人工智能课程引入马来西亚学
校，希望助力中马教育界合作交流。”

共享中马文旅热潮

2023年12月，中马两国开始实施对
对方公民的免签入境政策，马来西亚成
为更多中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之一，马
来西亚朋友也可以对中国来一场“说走
就走的旅行”。对于许多从事文旅行业
的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来说，新的市场机
遇正在涌现。

今年春节期间，马六甲历史城区
（鸡场街） 人山人海，摩肩接踵，一条
全长近 200 米的“马中友谊祥龙”在老
街和广场间穿梭，超百人合力舞动长龙
的场景，吸引马来西亚当地民众和各国

游客前来观赏。
“这个为庆祝中马建交 50 周年推出

的‘马中友谊祥龙’舞龙活动已列入
《马来西亚纪录大全》。我们在具有中国
特色的历史古街舞动长龙，庆祝中马建
交50周年。”马六甲历史城区（鸡场街）工
委会主席拿督威拉颜天禄接受本报采访
时说，“近年来，中马两国在政治、经贸、
文化等多层面交流不断推进，中马两国
民众也更加相知相亲。马来西亚华侨华
人有动力也有热情促进中华文化与当地
文化交融，推动两国民心相通。”

一直专注于中马旅游业交流的马来
西亚华三代郑琪卫最近一直在中马两国
不同城市间奔走。“今年以来，许多中
国省份在马来西亚开展文旅推介活动，
山西、陕西、云南、新疆等省份在马来
西亚的知名度逐渐提升。如今，马来西
亚到中国的旅游热潮正从沿海向内陆延
伸。”郑琪卫说，“最近，作为北京大学
马来西亚校友会理事，我受马来西亚泰
莱国际学校蒲种分校委托，协助组织该
校学生到北京北大附中朝阳未来分校游
学，希望能促进中马青少年的跨文化交
流，在孩子们心里播下中马友谊的种
子。我相信，更加深入当地、更加细分领
域的文旅业态正在中马两国蓬勃兴起。”

“未来，在中马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框架下，马来西亚侨界希望能在文
化交流领域助推更多‘小而美’项目落
地。比方说，马来西亚华埠可以和中国
一些历史文化街区建立友好关系，开展
文化周、特产展销会、专题论坛等特色
活动，通过多形式、多领域、多层次的
双边民间交流活动，推进两地民心相
通。旅马华侨华人愿做中马友谊的传播
者和推动者。”颜天禄说。

“解·域——赵渭凉八十特展”现场。 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