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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节气虽至，热情的八闽依然以
明媚的面貌迎接八方来客。11月 21日
至 25日，美国、澳大利亚、匈牙利、奥地
利、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韩国等国家
的海外华文作家学者应国侨办、福建省
侨办邀请，以“寻访侨厝故事 续写海丝
情缘”为主题赴福建采风，聆听八闽人文
故事，收集侨乡生活素材，汲取文学创作
灵感，亲身感悟福建多元、包容、开放的
文化特质。

一路上，海外华文作家学者们以文
会友、以诗咏志、以歌传爱、以言纵情。
他们说此行收获巨大，要将所见所闻所
品所感一一记录，留在心中反复咂摸，然
后提笔抒怀、以文发声、广泛传播。

鼓浪屿的浪花长留我心

福建是什么样的？是一片海、是一
群人？是舒婷笔下的诗，还是林语堂文
中秀美的家园？5天的时间里，华文作家学者们以独
特的视角与浪漫的情怀解读八闽文化，处处都能见新
意、感真情。

“‘晋江经验’让我‘惊艳’。”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
会永久荣誉总会长戴小华细心观察，为泉州晋江的城
市建设、特色产业创新发展而喝彩。1999年，出于对
她在马来西亚社会及华文文学领域杰出贡献的褒扬，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授予她“为国服务荣誉勋衔”。多
年来，她一直关注马来西亚华人的生活，并致力于成
为中马两国文化交流的使者。

“这是我第一次来福建，此前我对福建的印象只有
舒婷。”美国北京联谊会会长北奥坦言。抵达福建一
天后，吹着海风、坐着轮渡逐波鼓浪屿，在钢琴博物馆
随着《鼓浪屿之波》钢琴演奏轻声合唱，他在合影上写
下了“鼓浪屿的浪花永远留在我们心中”的字样；在泉
州，他走过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大石桥——安平桥，参
谒弘一法师纪念馆，再度吟唱起那首隽永的《送别》，
他即兴赋诗两首，彻底“陷入”福建丰富多彩的文化魅
力中。

侨乡是原乡，故乡永难忘

“厝”在闽南语中是“家”的意思。此行中，海外华
文作家学者走进鼓浪屿、蔡氏古民居、五店市、梧林村
等地，寻访往昔华侨记忆，书写新时代华侨故事。而
海外华文作家的福建情缘本就是鲜活的故事库。对他
们而言，此行不仅是一次文化之旅、更是一次心灵的
回归。

“这是俺家乡。欢迎来到我家乡。”澳大利亚泉州

籍华侨诗人、《中文学刊》社长兼总编庄伟杰从踏上故
土泉州的那一刻起，嘴角就抑制不住地上扬。久未归
家，此行与来自各国的文朋诗友一同回来，家乡的每
一处发展变化、大家的每一次称赞，都让他充满自豪。

他聊起故乡、回忆亲人，分享最甜蜜的儿时记忆。
小时候，奶奶最疼他，姑姑每年春节前从南洋寄回来
的侨汇，是他压岁钱的主要来源。“那个时候过年，我
都能有 10 元的压岁钱。”说话时，他笑得合不拢嘴：

“这钱可真是特别珍贵啊！”侨汇带来的快乐，夹杂着
对祖母偏爱自己的无尽怀念，让旅澳 30多年的他，直
到这一刻还在品尝其中滋味。

“我听说这个活动会来福建，马上推掉其他行程。
别的地方也很好，可我真的太想福建了。”惠安籍华三
代朵拉是马来西亚知名作家、画家。

朵拉的文学作品中总是带着浓浓的“乡愁”。她从
小与祖父住在一起。记忆中，祖父总爱听南音、爱喝
茶，稚嫩的她那时还无法理解。20世纪 90年代，她第
一次坐上飞机，踏上厦门的那一刻，她喃喃自语道：

“这是福建，是祖父心心念念却最终没能回来的故
乡。”想到此，她情不自禁地落泪。

在泉州，她在小巷子里兜兜转转，偶遇南音。“你们
在听什么？为什么和我祖父听的歌一模一样？”她问
乡亲。得到回复后恍然大悟，祖父听的是“南音”，源
自家乡福建。原来，祖父那一刻不是在听南音，他是
在思乡啊！一刹那，她无比心疼已逝的祖父，心疼那
个念乡情切却终生无法如愿的老人。

她对泉州的爱与日俱增，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回
来。“回乡是我的使命。每次回来，我都在心里默念：
祖父，我又替您回来了一次。”她也开始听南音、爱喝
茶，博大精深的茶文化让她着迷。“对祖籍国文化的
爱，已深深融汇在我的血液里。”

“故乡是原乡，故乡永难忘……”朵拉说。
相较于庄伟杰和朵拉，出生在湖南的美国洛杉矶

华文作家协会会长黄宗之对福建仿佛要显得陌生些。
此前，他从父亲的只言片语中听说福建。父亲毕业于
黄埔军校，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过武汉保卫战。他是
军人，也是严父。在 1995年，他最小的儿子黄宗之决
定自费出国时，病榻中的父亲不但没有阻止，还拿出
全部积蓄倾囊支持儿子远渡重洋求学。儿子去国不过
10多天，他便撒手而去。

“我离开后，他也失去了精神支撑。”黄宗之痛惜地
说。他依然记得父亲曾拉着他的手告诉他，“黄家是
从福建迁到湖南的。”

“这几天，我一直在寻找，想找到家族与这里的契
合点。意外发现，福建竟然这么好。我要将这些心路
历程都写入我的书中。”黄宗之对记者说，“这次不仅
是一般意义的采风，更是我的文化寻根之旅。”

世界华文文学与侨乡福建

100多年前，受中国“五四”新文学影
响，散居海外的华人拿起手中的笔进行
白话新文学创作，海外华文文学由此发
端。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
育的华侨华人怀揣梦想、走向世界，他们
中的很多人已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并未
直接从事与文学相关的工作，却寄情于
华文文学，自主自觉用中文创作，将乡愁
与异居他乡的人生体味诉诸笔端，为海
外华文文学带来新生机。

“以中文写作源自他们的文化根脉，
由于各种因素，这样的选择却往往使得
他们的创作很难为当地主流文学所认
可。”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监事长、福
建省作家协会顾问杨际岚表示。“因此海
外华文作家一般都依靠本职工作在异国
他乡安身立命，艰难而执着地维系着华

文文学梦想。”
“我热爱文学，但后来幸运地学医，并因为硕士论

文的研究成果受邀到美国从事科研与学习。我曾在美
国的医药公司和医疗机构工作，将特殊的工作经历融
入创作中，以工作支撑我的文学梦想。”北美中文作家
协会终身会员董晶如是说。

幸而伴随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全球范围内“中国
热”“汉语热”的出现，世界华文文学持续升温，取得巨
大进步。

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领域举办学术交流活动以来
便参与其中，且研究中国当代新诗、台港澳暨海外文
学 60余年的刘登翰对此深有体会。“此前在厦门参加
一场中华文化论坛，我惊喜地发现，还有来自非洲的
华文作家。这表明我们的世界华文文学作家已遍布世
界各地。”

“近年来，菲华文学作品引起国际文学界的关注与
认可，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出版。”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
会长许东晓表示。福建既是全国重点侨乡，又是台湾
同胞的主要祖籍地。1984年 9月，全国第一本专门介
绍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期刊《台港文学选刊》就
诞生于福建。菲律宾华侨华人大多来自福建，“在菲
华文学的世界里，福建就是故乡。”许东晓说。

八闽大地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当前，福建正全
力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核心区建设。“相信这次福建行能为大家提供丰富的
创作灵感。这只是一个引子，希望各位朋友勿忘福
建，常来常往。”刘登翰寄望。

“期待福建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深厚文化内涵，继
续打造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重要基地，做中西文化交流
的‘灯塔’。”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艾尤说。

（朱婷 文/图）

以华文文学为名
遇见一场久违的“福”缘

在华侨博物院，华文作家戴小华在墙上的纪念图
片中发现自己的身影。彼时，她受邀赴美国洛杉矶出
席世界华人女作家大会。

刘登翰为读者签赠作品《一个华侨家族的侧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