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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这是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为世
界文明观和人类文化多样性提供的东
方智慧。

千百年来，胸怀“各美其美、美人
之美”的中华民族，在向海外传播中华
文化的同时，也讲述和衷共济、和合共
生的“中国式浪漫”，与各国携手共筑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文明百
花园。

“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
义。”

数百年前，郑和七次下西洋，船队
扬起和平的风帆，满载书籍、茶叶、丝绸
和瓷器，带去先进的中华文化和文明的
生活方式，令诸国眼界大开，终至“万邦
来贺”。

时光流转，“海丝梦”从未间断。一代
代闽籍华人华侨扬帆再起航，足迹遍布
五大洲，他们将中国的语言、文字、信俗、
科技及饮食等带到海外，在辛勤耕耘的
同时扮演了中华文化传播者的角色。

春风化雨，共同语言
增进文明互鉴

如果一个民族文明是一顶皇冠的
话，语言文字无疑是皇冠中央最光彩夺
目的宝石。

自古至今，福建华侨华人无论走到
哪里，都会把汉语汉字传播到哪里，华
文教育在海外开枝散叶，生生不息。

“我闽省之人，生于斯聚于斯，亦实
繁有徒矣，苟不教之以学，则圣域贤关
之正途，何由知所向往乎？”新加坡萃英
书院是东南亚最早的华校之一，院内碑
文曾见证“汉语热”的兴起。

永春侨胞陈金声是萃英书院创办
人，新加坡开埠后大批华人迁入，陈金
声以经贸起家一步步成长为侨界领袖。

“忧华裔子弟缺少中华文化熏陶，忘了
本根。”陈金声倡议创建书院，教导学生

“读孔孟之书，究洛闽之奥”。
1854 年，书院成立，凡华人子弟不

论贫富均可入学。在闽籍侨胞的推动
下，书院教育渐成风潮，以致新加坡“稍
稍有文风矣”。

20 世纪初，爱国侨领陈嘉庚散尽千
金办华校，掀起一场规模更大的华文教
育运动。1919 年，南洋华侨中学在新加
坡成立，这是东南亚华侨打破地域界限
合办的第一所华文中学。

时至今日，华侨中学仍是新加坡最
顶尖的中学之一，在全球享有盛誉。毕
业 生 大 学 升 学 率 几 近 100%，其 中 ，有
30%进入哈佛、耶鲁、剑桥等名校深造。
该校培养了无数栋梁之材，如新加坡首
任民选总统王鼎昌、新加坡前驻华大使
郑东发等，被誉为“领袖人才摇篮”。

马 来 西 亚 华 文 教 育 的 兴 起 ，与 闽
清籍爱国侨领黄乃裳密切相关。他倾
力在马来西亚开创汉语、英语“双语”
教育，当地民众文化素养和社会文明
程度大大提升，“各族裔感念百年”。如
今，在“小福州”诗巫市，双语学校已发
展至 42 家，那里的居民讲中文、过中国
节，经济社会繁荣，成为全球闻名的旅
游胜地。

“不 能 让 中 华 文 化 在 海 外 断 了 根
脉。”心怀此愿，晋江籍菲律宾侨领陈永
栽将满腔热血献给华文教育。2001 年
起，他出资开展“留根工程”和“造血计
划”，每年组织上千人的“菲律宾华裔青
少年学中文夏令营”活动，累计资助数
万人到中国学习交流。

如今，夏令营活动还在继续，除华
裔子弟外，越来越多菲律宾人也加入进
来。在他们眼中，说中文、写汉字是一种
时尚，学中文不仅是出于兴趣，还能增
加一项重要技能，可以提升国际视野和
全球竞争力。

薪火相传，一路生花。
目前，全球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

展了中文教育，81 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的人
数近 2 亿，中华文化站上了世界舞台中
心，闽籍华侨华人也被誉为“华文教育
的一面旗帜”。

妈祖“驾到”，精神
财富全球共享

灵妃一女子，瓣香起湄洲。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文化

标识的妈祖信俗，见证了千百年来中华
儿女对维护世界和平的美好心愿。

相传妈祖原名林默，是宋代初期福
建莆田湄洲岛人。她从小天资聪慧，既
洞悉天文、熟习水性，常在海上解危救
难，又擅长医术，无偿为人祛病除疴。其

“立德、行善、大爱”精神备受爱戴推崇，
被尊奉为“天妃”“天后”“海神娘娘”“和
平女神”等，声名远播。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指
出，妈祖文化具有很高的旅游文化品
质，很好地反映中华民族的性格，通过
世界的交流和传播能树立中国人民在

世界上的良好形象。
自宋元以来，伴随海上贸易兴起，

福建先民“漂洋过海，过番谋生”，在“海
丝”沿线国家和地区尤其东南亚大量修
建妈祖庙，带动妈祖信俗从福建传播到
全球各地，形成了“凡有华人华侨所到
之处，凡有江河湖海流经之域，皆有妈
祖精神传播”的世界性文化现象。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妈祖信俗分
布全球 40多个国家和地区，妈祖宫庙上
万座，信众超过 3 亿人。2009 年，妈祖信
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有的
精神财富。

在海外，不少华人集聚地，因为对
妈祖文化的认同，而把天后宫作为社群
活动的组织核心和主要场所。妈祖信俗
与世界三大宗教信仰相互沟通、理解和
融洽，无形中也促进了华侨与所在国人
民之间的感情联络。

这些日子，越南妈祖文化董事会会
长汤志强一直在为建妈祖庙的事忙碌，
这座新庙位于越南同奈省，目前主殿已
封顶。

从莆田到越南打拼，事业有成的汤
志强坦言“得妈祖庇佑”。越南生活着一
百多万华人，有 100多座天后宫，妈祖文
化在传播中与当地宗教信仰相互融合，
成为民众重要的精神依托。

汤志强介绍，妈祖庙虽然集中在越
南的华人区，但影响力是全国性的，很
多妈祖庙本身就是旅游点，外国信众和
游客很多。“可以说妈祖庙是展示中华
文化的一扇窗口。”

人们总希望通过妈祖信俗活动，将
妈祖胸怀博爱、扶弱济贫、勇敢无畏、不
屈不挠的精神品质发扬光大，并传给下
一代。汤志强认为，妈祖文化的精髓已
融入住在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不只是越南，如今妈祖文化在海外
蔚然成风，信俗活动方兴未艾。

美国旧金山设有美国妈祖文化基
金会，每年在农历三月廿三前后举行
巡游活动；澳大利亚妈祖文化交流协
会，在妈祖节庆期间开展一系列活动，
加强与澳大利亚当地各方的联系；妈
祖文化民间活动在日本更是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日本每年正月元宵期间，例
行举办妈祖巡游活动，展示华人的传
统文化……

近年来，我省持续开展“妈祖下南
洋·重走海丝路”“天下妈祖回娘家”“湄
洲妈祖巡天下”等活动，妈祖祭典、非遗

展示、文艺表演、联谊座谈等深深吸引
海外各国民众，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
递中国声音”的重要媒介。

文化共通、民心共鸣、发展共享。随着
时间推移，海内外华人还将妈祖信俗所崇
尚的善与爱的力量，扩展至“和平、和睦、
和谐”的境界。妈祖文化不仅使华人内部
更加团结友爱，也促进海外侨胞更好地
与住在国人民融合在一起，为当地的经济
建设与社会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年俗“圈粉”，“福”文化
福泽众生

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闪
耀着中华民族智慧之光的“四大发明”，
曾深刻改写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

岁序迢递，斗转星移。
随着华人华侨下南洋、闯西洋，新

时代的中国元素加速“圈粉”世界：中国
的龙狮舞过莫斯科的街巷，庙会搬到尼
日利亚街头，《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亮
相纽约时代广场，中国功夫、中餐火遍
全球……

在中国文化热中，传统的中国春节
年俗更是广受追捧。

每年春节，既是“中国时间”，也是
“世界时刻”。从东方到西方，从北半球
到南半球，人们在中国年里感受团圆祥
和、喜庆欢乐的节日气氛，愈加清晰地
感知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春节习俗在世界范围广泛传播，闽
籍侨胞是重要推手。

泉州侨胞林璒利，11 岁随家人搬到
新加坡，从此故乡的年味成了乡愁。“如
何让海外民众过上欢乐的中国年”，有
感于传统年俗在海外日渐式微，林璒利
萌生了宣传推介的想法。

1994 年，她费心筹办首届“春城洋
溢华夏情”活动，展览、演出、踩街……
一个原汁原味、红红火火的“中国年”惊
艳了新加坡，很多外国人跟着爱上了

“年味儿”，他们说，全城热热闹闹过春
节，新加坡文化变得更多元、更开放、更
吸引人。

如今，“春城洋溢华夏情”已成为新
加坡春节庆祝活动的重头戏和增进中
新人文交流的品牌项目。

不只是新加坡，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被中国传统节日吸引，继而对中国文化
产生兴趣。越南、韩国、马来西亚、印尼
等国还把春节作为法定假日。在美国，
春节大游行是纽约重要的观光项目；在

加拿大，春节也被视为地方重大节日，
从多伦多到温哥华，都有大型的游行联
欢活动。

传统春节，还是一个与“福”息息相
关的节日。福建省以“福”命名，携带中
华传统文化优秀基因的“福”文化，在福
建有着深厚底蕴和历史传承。随着包括
闽籍侨胞在内的广大华人华侨的积极
推广，“福”文化在海外不断播衍，影响
深远。

春节期间，五湖四海，越来越多的
人依照中国习俗祈福、纳福，相互祝福，
在门上张贴大“福”字，希望来年平安幸
福，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

“福”文化已成为全球华侨华人的
共同文化认同。

“白鹤”亮翅，中华
武术全球同热

在海外，和春节一样，武术也是中
国文化的鲜明符号，其中传习千年的永
春白鹤拳风靡全球，带起了一股中国功
夫热。

永春白鹤拳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明
朝中叶，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最
早让永春白鹤拳驰名世界的正是闽籍
华侨华人。

鸦片战争后，“东亚病夫”的帽子屈
辱地戴在中国人头上，成为海外华人心
中的痛。1929 年 8 月，为弘扬国粹，陈嘉
庚邀请“‘中央国术馆’闽南国术南游
团”下南洋，这是第一个走出国门的武
术代表团，开创了中国武术对外交流之
先河。

甫一亮相国际舞台，白鹤拳就震惊四
座。“谁号‘东亚病夫’，此耻宜雪；且看中
华武术，我武维扬”“勿忘黄帝儿孙任人鱼
肉，相率中原豪杰为国干城”，陈嘉庚当场
挥毫送予永春拳师，句句慷慨激昂。

随后，一股学习中国功夫的热潮在
全球掀起，福建拳师纷纷走出国门开馆
授徒。伴随华人迁徙的脚步，永春白鹤
拳走向四海，在五大洲近百个国家持续
发挥影响力，被誉为“东方神拳”。

借侨“出海”的八闽武术，还与西方武
术相互交融，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接受和
认可，极大丰富了世界体育文化和大众休
闲生活，让很多原本对中国陌生的人更加
了解中国，甚至不远万里来闽习武。

来自摩尔多瓦的维多利亚先生就
是其中的一位。2007 年，他远涉重洋从
家乡来到白鹤拳发祥地永春县五里街

镇大羽村，拜当地白鹤拳师郑庆勇为
师，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思羽”。

除了把海外的中华武术爱好者吸
引进来，永春县的白鹤拳师还主动走出
去。他们每年多次派员到东南亚、欧美
等地进行武术文化交流，让曾经驰名世
界的永春白鹤拳持续引起中外武术文
化界的关注。

福茶迎客，扩大世界
“朋友圈”

茶，南方之嘉木也。这片神奇的东
方树叶，连接起中国与世界。

福建是乌龙茶、红茶、白茶、茉莉花
茶等的发源地，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万里茶道的重要起点。

在福建，有山的地方就有茶；而在世
界，有水和路的地方，就能闻到福茶香。

宋元时期，福建茶叶从“海上丝绸
之路”的起点泉州扬帆出海，遍及东南
亚、西非、北非等地；15 世纪初，郑和下
西洋的船队载着福建茶叶远航西太平
洋和印度洋，拜访了 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1610 年，福建红茶首运欧洲，旋即传
遍世界，引领了全球性的饮茶风尚；18世
纪，茶商从武夷山下梅村出发，北上经恰
克图口岸进入俄罗斯境内，走出一条长
达 1.3 万公里的茶叶国际贸易通道——
万里茶道。

通达的商路，让福建茶的对外影响
力逐渐扩大，英语、荷兰语、法语、德语
中对于茶的发音，全部由闽南语中茶

“te”转化而来。
从古至今，以茶会友一直是中国人

的待客之道。2022 年 5 月 21 日，是第三
个国际茶日。在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之
人的节日到来之前，由福建省侨联举办
的全球“福茶驿站”活动启动。借助丰富
的侨海资源，我省与 17 家国内茶企签
约，在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 25 个侨团，设
立首批“福茶驿站”，请全世界的朋友喝
茶，体会属于福建人的“一杯情深”。

除了主动“走出去”，旅居海外的福
建侨胞，也是福建茶文化的传播者和代
言人。

中亚福建总商会会长林金电祖籍
泉州，他笑言从小是泡在“茶罐子”里长
大的，打记事起爷爷便抱着他品茶。踏
出国门来到吉尔吉斯斯坦后，魂牵梦萦
的茶香成为乡愁。

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和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林金电在

此教习茶文化已有十多年，当地人从最
初泡茶要加糖，到如今已能品出铁观
音、大红袍等不同品种的不同韵味，福
茶让他们越来越着迷。

2022 年，在林金电牵线下，“福茶驿
站”走进吉尔吉斯斯坦。“我随身携带紫
砂壶，兴致所至便邀请外国友人品茗聊
天，一壶茶很快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以 茶 为 媒 ，近 年 来 福 建 持 续 开 展
“闽茶海丝行”活动，在海外设立十几个
闽茶文化推广中心、闽茶文化展示中
心，搭建更多茶文化展示窗口和经贸合
作桥梁。

从古丝绸之路、万里茶道，到“一带
一路”，福茶的故事不断沿“路”延伸，醇
香悠长。

舌间享味，味蕾演绎
文明交融

民以食为天，“吃”是中华文化最具
生命力的主题之一。风靡全球的中华美
食超越人种肤色国别，已成为通行的味
蕾语言，鲜活无比的文化“名片”。

筷儿尖尖，唇齿间品咂旧人故土；
杯儿圆圆，胃肠里演绎文明交融。

漂泊海外的华人华侨在中餐里找
寻精神原乡，他们常把中餐经营当作在
异国他乡谋生立足的傍身之技，也以此
赢得友谊认同，更好地融入当地。

在享誉海外的中餐“招牌”中，闽菜
很有代表性。盛传早年福建人下南洋、
闯天下，凭借的是“三把刀”，其中一把
就是料理美食不可或缺的菜刀。

目前，海外中餐馆数量超过 60 万
家，其中，福建人开的中餐馆有 20 多万
家，分布在 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作为中华八大菜系之一的闽菜，随
闽籍侨胞漂洋过海后与当地的食俗文
化融合，形成淡雅、鲜嫩、和醇、隽永的
风味特色，在烹饪派系中独树一帜，深
受各国食客欢迎。

马六甲海峡，“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
2000 年，方志忠离开家乡莆田到新

加坡打拼，最大的苦恼是吃不到莆田菜，
因太过思念家乡的美食，他一咬牙在当
地开了一家餐厅，名字就叫“莆田”。

“当时新加坡人并不了解莆田菜，
开业头三年生意惨淡。”方志忠没有气
馁，坚持每天起早贪黑跑菜市场买食
材，还托亲友将头水紫菜、哆头蛏、南日
鲍、兴化米粉等当地没有的食材，从原
产地莆田带到新加坡。

以“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为理
念，“莆田”餐厅连续斩获“米其林一星”

“新加坡金字品牌奖”等殊荣。渐渐地，
方志忠跟当地市场上很多摊主成了好
朋友，政要、明星和各路食客纷纷登门，
成为餐厅的“忠粉”。

截至目前，“莆田”餐厅全球门店已
近百家，年接待顾客超过 1000 万人次，
在南洋更是家喻户晓。

“童话王国”丹麦，“一带一路”倡议
在欧洲的重要驿站。

在寒冷的北欧，闽菜的色香味同样
温暖了丹麦人的味蕾。1983 年，李忠良
从福建到哥本哈根闯荡，凭借一手好厨
艺站稳脚跟，他的餐厅因口味地道，被
华侨华人和外国食客广为称赞。

1987 年的一天，丹麦女王玛格丽特
二世经其管家的预订，只身来到李忠良
的餐厅，没亮明身份，悄悄落座于餐厅
一角，品尝起了店里的招牌菜，并送上
赞许。事先毫不知情的李忠良正从厨房
走出来，被眼前的这一幕给惊到了，“做
中餐就要用心，用心必有回报”。

登上世界舞台的闽菜，通过与当地
饮食不断碰撞、吸收、融合，完成文化的
多元共存和交融共进。

李 忠 良 介 绍 ，在 食 客 点 餐 之 前 ，
自己通常会主动交流，了解对方的家
乡 、生 活 习 惯 及 人 文 风 俗 等 信 息 ，再
嘱咐后厨个性化调整菜品口味，如此
中 餐 才 更 易 被 海 外 民 众 所 接 纳 。“ 中
国饮食文化要深入海外千家万户，首
先要教会来客‘食’之道，只有吃得正
确，才能让全世界食客更加喜爱中国
饮食文化。”

如今，丹麦已有 300 多家中餐馆，
“几乎每条大街都有一家”。中餐的加
入，使丹麦的饮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李忠良的闽菜馆也越开越多，不仅
成为闽菜“走出去”的样板，而且丹麦近
半数的中餐厅业者和厨师长，都是从李
忠良的手里“学出去”的，“舌尖上的闽
菜”随着各国“学生”的加入逐渐蔓延至
整个北欧。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中 华 文 化 的 繁 荣 、人 类 文 明 的 发

展，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
文明交流、互学互鉴。

无论是漂洋过海的福茶，俘获当地
人味蕾的闽菜，还是与各国人民共兴共
享的汉语汉字、妈祖信俗、中国功夫，无
不烙上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的文明印记，
应和“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的价值理念，成为人类共同
的财富。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闽人力量系列报道②

□本报记者 林娟 刘深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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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二届海丝国际茶文化论坛在福州举办，嘉宾体验茉莉花茶制作工艺。 （资料图片）

2019 年，美东各界华人第十六届
庆祝元宵节活动在纽约曼哈顿华埠
举行。活动由美国福建公所、致公党
福建省委会、福建日报东南网美国站
共同主办，30 多个美国侨社协办。图
为舞狮表演现场。 （资料图片）

被白鹤拳武术文化魅力所吸引，德国武术爱好者不远万里来到永春县五里街
镇大羽村学习白鹤拳。 （资料图片）

参加 2022 年第三届海丝国际茶
文化论坛的外国驻华使节、国际友人
等嘉宾参观考察绿雪芽白茶庄园。

（资料图片）

2018年亚洲艺术节上，孟加拉国艺术家与泉州观众自拍合影。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