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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风格，红砖绿瓦，
代表着华人社会支持
华文教育的热心和传
统。

这就是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学华裔馆，
是海外华侨华人的研
究机构，也是一座展
览馆。

馆内除了“何谓
华人图片展”和“南
洋大学历史资料展”
两个固定的、永久性
展览，还会不定期举
办主题展览、讲座、
研讨会等。

其中，“何谓华
人图片展”安置了世
界各地华人的图片、
影像与文物。展览探
索移居世界各地、不
同时代的华人，如何
通过与自我、与其他
华人、与非华人族群
进行比照，找出身为
华人的定义。

馆中还建有“王
赓武图书馆”，馆藏
3万多本与海外华人
相关的书籍，还有早
期东南亚华文学校使
用的课本、模拟早期
华文学校的校舍、华
人族谱等特别馆藏。

华裔馆集研究中
心、展览馆和图书馆
于一身，旨在增进对
海外华人及其文化的
认识。

马来西亚闲真别
墅

马来西亚怡保老
街上，一栋承载128

年历史的古建筑，见
证了英国殖民时期、
抗日战争、马来西亚
独立和锡矿产业的兴
起与没落，这便是闲
真别墅。

百余年前，当时
的马来亚锡矿资源丰
富，成千上万中国籍
华工不惜远渡重洋，
在充满未知的国度努
力奋斗，部分来到怡
保 市 的 华 工 成 功 发
迹，其中包括闲真别
墅的创办人梁碧如。

当年的闲真别墅
仅开放给来自嘉应州
客家籍的锡矿老板，
是名副其实的“富豪
俱乐部”。

后 来 ， 闲 真 别
墅 曾 闲 置 半 个 多 世
纪，2013年10月开始
长达15个月的修复工
程，最终于2015年2
月重获新生，成为免

费对外开放的小型博
物馆。

馆内的摆设百分
百还原昔日风貌，大
部分家具、地砖、楼
梯、门窗等，经过修
复后都被完好地保留
下来；同时还增设模
拟华工们开采锡矿的
场景。

不仅如此，馆内
还展示了各种极具历
史 价 值 的 文 物 、 家
电、古董、信件等。

“许多来自世界
各地的游客，都深深
地被这栋百年别墅吸
引。”闲真别墅现任
经理梁明辉表示。

汉堡唐人街旧址
上的“绊脚石”

在德国汉堡圣保
利唐人街旧址的地面
上，安放有13个刻着
中国人名字的“绊脚
石”。

这些名字，是纳
粹“中国人行动”13
名遇难者的姓名，而
这些用黄铜打造的“
绊脚石”，就是为了
纪念曾居住在此、二
战期间遭到迫害的中
国人。

20世纪20年代至
30年代，汉堡圣保利
作为中国海员到欧洲
的落脚点，曾形成热
闹的“中国城”。

然 而 ， 在 纳 粹
盖世太保1944年发动
的 “ 中 国 人 行 动 ”
中，当时仍留在汉堡
的华人被拘禁，被投
入 集 中 营 遭 非 人 虐
待，其中多人不幸罹
难。

二战结束后，汉
堡唐人街不复存在，
唯一留存至今的是一
家名为“香港饭店”
的酒吧。酒吧主人张
添林是纳粹“中国人

行动”的幸存者。
汉堡市文化部长

布罗斯达表示，“绊
脚石”项目旨在直面
二战罪行和承担相应
历史责任，汉堡市民
应在日常生活中纪念
历史。汉堡唐人街旧
址的历史鲜为人知，
近万中国人如今生活
在汉堡，这是汉堡作
为“德国通往世界之
门”之幸。

这些沉默的“讲
述者”，让华人的历
史被记得，让你我带
着过去的记忆，走向
充满希望的未来。内
心充盈，脚下生根，
步履才会踏实坚定。

(稿件来源：中国
侨网微信公众号；资
料来源：美国《世界
日报》、加拿大《星
岛日报》、中国新闻
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等；作者：梁异)

那些久远的华人故事，
“他们”帮你记得   (下) 

资料图：汉堡唐人街旧址首饰街
街口矗立的纪念牌。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

纪念石块上的鲜花。
中新社发 中国驻汉堡总领事馆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