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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特稿) “
侨”见文化魅力 华侨
华人对“根”的情怀
深植心中

中新社北京12月
27日电 题：“侨”
见文化魅力 华侨华人
对“根”的情怀深植
心中

华侨华人始终是
中 外 文 明 交 流 互 鉴
的推动者。他们用弦
音、舞姿、墨宝等中
华元素勾勒出流逝的
2022年。

有一种情怀叫家
国。这一年，侨胞归
乡的思绪在唐人街找
到归宿。

聚拢的烟火气氤
氲缭绕，唐人街总能
成为一道饱含中国元
素的独特风景线。走
进马六甲世界文化遗
产核心区鸡场街，没
有什么能比传统节日
气氛更能慰藉心中的
乡愁，不论是龙腾虎

跃，灯火璀璨，还是
闽南意蕴的红砖古厝
都尽显古老的东方韵
味，为海外侨胞构筑
起更加坚实的精神家
园。

为 守 护 华 埠 文
化，越来越多的华侨
华人不断探寻多元化
保护与经营之道，使
唐人街焕发新生机。

在南非，约堡唐
人街中华牌楼“功德
碑”耗时十余年终于
落成，成为迄今为止
非洲大陆第一座大型
中华牌楼；在加拿大
蒙特利尔，唐人街被
列为该市首个省级历
史遗产区；在美国旧
金山，华埠白兰站冠
以华人之名，现代设
计与中国元素相得益
彰……经过侨胞群策
群力更新改造，承载
华人集体记忆和情感
的唐人街重现光彩。

有一种交流叫润

物细无声。这一年，
侨胞不遗余力推动中
华 文 化 更 好 走 向 世
界。

美国孔子教育基
金会会长王立智在纽
约举办孔子文化节，
将承载着古老礼乐文
化的庆典搬到大洋彼
岸；在尼日利亚，象
征着海洋、大爱和平
安的妈祖文化为民间
交往播撒下友谊的种
子；在新加坡、加拿
大、巴西、阿根廷等
国的华人社团也积极
举 办 丰 富 的 文 化 活
动，吸引当地民众前
去打卡、体验。

因为热爱，华侨
华人乐在其中。民以
食为天，海外侨胞善
用 食 物 传 扬 中 国 味
道，让各国民众打开
心 扉 ； 中 医 药 “ 圈
粉”海外，华人中医
药从业者用精湛的医
术助推中医药获得当

地法律认可，才使中
医 药 在 海 外 站 稳 脚
跟，深入人心。华侨
华人身体力行，还通
过 书 法 、 茶 道 、 刺
绣、戏剧等形式尽情
展现中华文化的别样
魅力。

有一种传承叫“
寻根”。这一年，随
着华文教育事业的持
续推进，中国文化越
来越深入华裔青少年
心中。

受益于“网上夏
(冬)令营”“线上中
华 文 化 大 乐 园 ” 等
远程游学形式日趋成
熟，来自世界各地的
华裔青少年得以“云
游”中国，参与各类
课程，体悟中华传统
文 化 魅 力 ， 了 解 当
代 中 国 发 展 。 课 堂
外，“图书漂流站”
在日本、匈牙利、西
班牙等国设立，种类
繁多的中文书籍漂洋

过海，让华裔新生代
更好地从阅读中了解
祖(籍)国。

“ 互 联 网 + 华 文
游学”的全新教学模
式也鼓舞海外中文教
育者不断与时偕行。
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
会长伍善雄表示，未
来，要继续办好中文
学 校 ， 提 高 办 学 质
量，创新教学方式，
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
方式开展竞赛及各类
活动，吸引华裔青少
年主动接触中文与中
华文化，留住文化根
脉。

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中华文化的种子
落地生根。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
力快速提升，海外侨
胞更有底气和信心书
写华人故事，助力中
外文化交流。(完)

来源：中国侨网

中新社泉州12月26
日电 (记者 孙虹)“泉州
与世界海洋文明”学术
研讨会26日在古代“海
上丝绸之路”起点、世
界遗产城市福建泉州举
行，海内外专家学者“
云”参与，深入研讨泉
州乃至中国与世界海洋
文明的交流互鉴，助力
泉州创建世遗保护典范
城市。

去年7月，“泉州：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
贸中心”被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之后，泉
州制定了世界遗产保护
办法等政策法规，同时
加强研究，用好世遗成
果、传承弘扬中华海洋
文明。

会上，国际古迹遗
址理事会副主席、山东
大学教授姜波以“考古
所见的‘海港模式’”
为题，阐释了泉州作为

新晋世遗城市为世界海
洋文明研究带来的新思
考。

他 认 为 ， 古 代 泉
州人修建的这座海港城
市，依山傍水、河海交
汇 ， 既 得 陆 海 联 运 之
便，又可避台风侵扰，
可谓天然良港。这里承
载了中华文明的海洋文
化传统，展示了中国东
南 沿 海 先 民 “ 向 海 而
生”的生存智慧、“梯

航万国”的航海意识和
劈波斩浪的开拓精神。

此外，日本国立长
崎大学教授王维、日本
京都文教大学综合社会
学部教授潘宏立、香港
大学教授钱江等多位在
海洋文明研究方面有造
诣的专家学者，通过视
频连线畅谈泉州对世界
海洋文明作出的诸多贡
献。

“ 泉 州 的 历 史 以
海为源、拥海为邻，宋
元时成为‘涨海声中万
国 商 ’ 的 ‘ 东 方 第 一
大 港 ’ 。 ” 泉 州 市 委
常 委 、 宣 传 部 部 长 陈
辉宗指出，泉州不仅是
中华海洋文明的代表，

还是世界海洋文明的开
拓者，为世界海洋文明
贡献了非凡的智慧和力
量。

据 悉 ， 作 为 中 国
海洋文明最重要的研究
基地，泉州于1959年成
立中国第一个研究和反
映 海 洋 文 化 历 史 博 物
馆——泉州海外交通史
博物馆，并曾连续三次
承 办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主办的“海上丝绸之
路”国际学术会议，在
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完)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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