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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埠 资 讯

“美国铁路华工中心”开放
纪念华人劳工奋斗史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 在首条横跨
北美大陆的铁路建成 154周年之际，位于
美国旧金山华埠的“美国铁路华工中心”5
月 10日首次向公众开放，以纪念华人劳工
的奋斗史，肯定华工对美国政治经济建设
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

“美国铁路华工中心”由华人慈善家、
知名侨领方李邦琴出资建设。方李邦琴表
示，创建铁路华工中心的宗旨是“铭记过
去，启迪未来”。华工为太平洋铁路的兴建
贡献了汗水和生命，但是“在那张最著名的
东西部铁路最后合拢的照片中，却找不到
华工的面孔，美国铁路历史中也没有提及
华工的贡献”。方李邦琴说，“我们的目标，
是给予没有话语权的铁路华工发声的机
会。”

马来西亚华社公祭
吉隆坡开埠功臣叶亚来

据中新网报道 马来西亚纪念甲必丹
叶亚来公祭仪式日前在吉隆坡广东义山叶
亚来墓园举行。

公祭仪式上，隆雪中华大会堂副会长陈
治年、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议员方贵伦及雪
隆惠州会馆会长李新才等嘉宾向叶亚来上
香、献茶、献酒，以及献祭牲品花果后，由雪
隆叶氏宗祠秘书叶毓腾代表诵读祭文。

马来西亚吉隆坡、雪兰莪地区多个华
人社团和多所华文独立中学师生参加了公
祭仪式。

叶 亚 来 (1837 年 ~1885 年)，原 籍 广
东，青年时赴马来西亚谋生。他曾长期担
任吉隆坡甲必丹(侨民首领)，被认为是吉
隆坡开埠和建设的重要功臣。

泰国林氏宗亲总会改选
林汉光为第廿三届会长委员会主席

据泰国《泰华网》报道 泰国林氏宗亲
总会日前举行第六十一次会员大会，改选林
汉光为第廿三届会长委员会主席。

会上还颁发本年度泰国林氏大、中、小
学生奖学金，共发放48.4万泰铢。此外，为
泰国林氏宗亲中成绩优良但缺少资费的中
学生、大学生发放白象奖助学金，帮助这些
贫穷学生完成学业。

据人民网报道 伴随着茶香袅
袅，民乐声声，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的指导和支持下，
曼谷中国文化中心和深圳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携手打造的“茶和天下·雅
集”之深圳紫苑“唐礼煎茶”茶艺表演
和“乐和中泰-深圳朔风民族室内乐
团”2023专场音乐会日前在曼谷中国
文化中心拉开帷幕。来自深圳的茶艺
和民乐艺术团队闪亮登场，展示中国
历史悠久的茶文化，奏响耳熟能详的
中泰名曲，开启“文化丝路”的传承与
创新。当日，中国驻泰国大使夫人王
欢，文化参赞常禹萌，泰国文化部文化
促进司副司长瓦拉潘，曼谷中国文化
中心兼驻曼谷旅游办事处主任阙小华
等以及中泰各届友好人士、新闻媒体
等近400人参加活动。

阙小华在致辞中表示，茶起源于
中国，盛行于世界，以申遗成功为契
机，走过千年的中国茶文化也迎来了
新的传承与发展。中国民乐在多元文
化的融合中不断发展与创新，凭借独

特的魅力和文化标识度，走向世界舞
台，奏响新时代中国的“国风雅韵”。
希望更多的泰国朋友能够了解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中泰
文化交融互鉴，助力“一带一路”民心
相通，构建中泰人类命运共同体。

茶艺表演以陆羽《茶经》煎茶流程
为蓝本，以中国礼乐文化为基调，用表
演的形式再现盛唐茶礼。只见茶艺师
们身着盛唐时期服饰登台，充分展示
并讲解与茶文化密切相关的插花、焚
香等艺术以及金银茶器等背景文化，
经过炙、碾、罗、煮的一系列煎茶过程，
为嘉宾和观众奉上了独具特色的唐
茶，完美诠释中国茶道文化与礼仪礼
节。

民乐舞台上，阮、笙、唢呐、古筝等
中国传统乐器悉数登场，展现了中国
传统乐器的现代传承、丰富的民族民
间艺术文化，为观众呈现了一场中国
特色的视听盛宴；乐团还精心挑选中
泰名曲，通过独特的创作手法、时尚的
音乐语言来讲述文化丝路中的中国故

事，高水平高质量地演绎中泰友谊源
远流长，推动中泰两国文明的交流互
鉴。

茶艺展示和民乐演出得到了泰国
观众热烈的回应，声动四座，掌声与欢
呼贯穿始终。深圳文化丝路代表团还
应邀于5月3日参加了驻泰使馆的公
共外交活动，举办“茶和天下·雅集”首
场活动和民乐表演，得到了泰方嘉宾
的高度评价和赞赏。

2022年11月29日，中国传统制
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正式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以申遗成功为契机，中国茶文
化沿“文化丝路”走出国门，迎接新的
传承与挑战。深圳文化丝路代表团的
茶艺展示也是曼谷中国文化中心策划
举办的“茶和天下·雅集”系列活动的
首个项目。同时，作为“文化丝路”计
划之音乐项目，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为
民乐搭建艺术交流的平台，以创新的
形式展现绚丽多彩的现代中国民乐，
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 雅 集 ”茶 香 沁 民 心

曼 谷 奏 响 中 华 韵

据中新网报道 拖着巨大的行李
箱，美籍华人鲁照宁日前再次出现在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行
李箱中除了极少的衣物，剩下的空间被
史料、书籍占满。

这是他近 20年来第 16次、累计往
返航程近 40万公里到此做的同一件事
——捐赠。他向这里捐赠的史料累计达
2300余件（套）。

“长期寻找史料、阅读史料、进入历
史情境，对我来说是痛苦的。即便如
此，我也会坚持。”鲁照宁说。

鲁照宁1964年生于南京，初中毕业
前随家人移民美国，如今是纽约电力公
司项目督查。

少小离家，乡音未改。家世出处，未

曾敢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遇难者名单墙上，有我二爷爷
鲁葆寅的名字。1937年南京沦陷后，二
爷爷被日本兵开枪打死。南京抗日航空
烈士纪念馆公墓区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
之英烈碑上镌刻的 4296 名英烈中，我
的小姑奶奶鲁美音是唯一的女性。曾是
空乘的她为营救机舱里的婴儿，不幸遭
日机扫射身亡，年仅 26岁，当时怀有身
孕。家族中，还有 4位亲人在日本侵华
战争中死去。”说到此，鲁照宁陷入沉
默。

读 到 张 纯 如 英 文 著 作 The Rape
of Nanking（《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
屠杀》），在海外发行的《侨报》上看到南
京大屠杀题材的新闻报道，他内心的触

动不断积攒，萌生了为家乡做些事的想
法。

2004年，鲁照宁到访南京，见到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任
馆长朱成山，第一次向馆方捐赠了张纯
如英文版书籍、一位日本人撰写的南京
大屠杀题材书籍等。

回美国后，一有空闲，鲁照宁就通过
网络搜索关键词，“打捞”有关线索。在
网络平台遇到有价值的拍品，他就自费
竞拍，有时连夜蹲守。攒够数量，他就
攒假期、买机票，飞到南京捐赠。

刚开始，他只是单纯地买、捐。后来
因大量阅读史料，他常在深夜避开熟睡
中的家人，嚎啕痛哭。搜索、阅读、购
买、捐赠，日渐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在当地，鲁照宁过着“背负房贷、开
普通车”的生活，用节衣缩食省下的费
用购买拍品。

近 20年来，鲁照宁在海外搜寻到不
少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史料，不断增加
日军侵华和南京大屠杀的铁证。

“毫无保留也不计成本，只是发自内
心地想做这件事。”他表示，计划将新征
集到的史料再次捐给家乡，明年退休
后，想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做义工。

“我不愤怒，愤怒只是情绪的表达。
我也不仇恨，仇恨是一种最不可取的手
段。我坚信，历史应该被公平地对待。”
鲁照宁说，“只要我还活着，‘打捞’历
史、寻找文物史料的脚步就不会停下。”

据中国驻佛得角使馆消息 日前，中国驻佛得

角大使徐杰赴博阿维斯塔岛看望慰问旅佛侨胞。

徐杰走访当地多家华侨商店，和同胞们交谈，

详细了解侨胞在当地经营、生活等方面情况，认真

听取大家对使馆工作的意见建议。徐杰高度评价

旅佛侨胞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中佛人民友

谊所作贡献，希望广大侨胞继续积极发挥桥梁和纽

带作用，不断促进中佛友好和互利合作。使馆将继

续秉持外交为民理念，全心全意服务在佛侨胞。

侨胞们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徐杰来博阿维斯

塔岛慰侨，对来自祖国的关心关爱深受鼓舞，一致

表示将继续发扬爱国爱乡、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

以实际行动为促进中佛友好关系发展作出新贡献。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看望慰问侨胞

美籍华人近二十载海外寻南京大屠杀史证美籍华人近二十载海外寻南京大屠杀史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