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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福建迎来华侨华人“寻根
热”，疫情三年的阻隔让游子归家的愿望
更加迫切。寻根之路上，闽籍侨胞有的找
到断联已久的血亲，有的带下一代回来

“认路”，有的更新对祖脉文源的认知，有
的寻到创业逐梦的机遇……寻根的故事不
尽相同，但都指向一个终点——把根留
住。

祖脉留根：“带着孙辈回乡，
总算继承了祖父遗志”

“100多年前，爷爷从古湖村前往马来
西亚谋生，一直惦记着家乡。今天我们终
于带着孙辈回乡，总算继承了祖父遗志。”
2023年9月，年逾八旬的马来西亚华侨吕
宝珍、吕妙月堂姐妹找到了位于厦门市同
安区古湖村的祖厝和族亲。在家乡，她们
与吕氏宗亲会详细对接族谱，并提供马来
西亚的子孙名字，用于将来族谱重修时将
其编写进去。（图①）

同月，年逾古稀的荷兰华人卢国莲圆了长达 40年
的寻根心愿。厦门市古庄村卢氏宗祠内，不懂中文的
卢国莲看到“范阳”灯号与自己祖辈在印尼的墓碑信息
一致时热泪盈眶。宗祠里还有许多与她家中相似的物
件和文字，她围着宗祠拍照，用英文作详细标注。

寻根数十载，一朝圆梦，其背后是海外侨胞、归侨
侨眷和侨务工作者的一场场接力赛。

此前，厦门市同安区华侨历史学会一行赴马来西亚
拜访闽籍华侨华人社团，向他们介绍同安区侨联“心系
桑梓”公益寻根服务。其间，吕妙月说出了家族多年的
期盼。回国后，根据有限信息，学会辗转找到古湖吕氏
宗亲会，核对族谱等资料后找到了吕妙月的祖屋和堂
亲。

卢国莲成功寻根的关键，在于活跃在八闽侨界的热
心人士的帮助。卢国莲曾经走遍荷兰、印尼等国家寻
根未果，直到在网上通过一位荷兰籍侨胞联系到义务
帮助寻根的归侨陈有理。20多年来，陈有理帮助10多
个国家的200多名华侨华人实现“寻根梦”。根据墓碑
照片等信息，陈有理很快锁定卢国莲的祖籍地。

在福建，不少华侨华人和吕宝珍、卢国莲家族相
似，祖上早年下南洋谋生，随着家族长辈的老去，故乡
渐渐成了遥不可及的远方。但根脉意识自古就刻在福
建人的基因里，不论走到天涯海角，心里想的还是“落
叶归根”。为解开海外侨胞的寻乡之愁，福建探索出一
系列办法。

发挥侨乡优势，组建专业服务队。涉侨单位人员、
侨界热心人士、侨乡文史专家等收到海外华裔求助后，
便跋涉全省村庄寻找线索。在此过程中，他们获得许
多珍贵相片和海外族谱等资料，通过翻译整理研究，不
断丰富地方侨史档案，在家乡与海外之间架起信息互
通之桥。

借助数字科技，打造便捷新平台。福建上线南洋华
裔族群寻根谒祖综合服务平台，利用数字福建建设成
效和侨情梳理研究成果，建立谱牒方志、姓氏宗祠、宗
亲社团、海内外侨情等信息数据库，通过“数据采集”

“数字化转换”“智能检索”等环节，实现“一键寻根”。
讲好寻根故事，增强情感互动性。省委统战部主管

媒体《福建侨报》在微信公众号推出“寻根故事”专栏，

以见事见心见细节的表达方式引发华侨华人情感共
鸣，带动更多人追思祖脉源流。利用专栏后台评论功
能，及时答复寻根求助留言，牵线各地侨务部门、基层
组织，帮助多个家族在短时间内找到家乡。

文源铸魂：“对祖籍国文化的爱，
深深融汇在血液里”

2023年1月8日起，疫情防控政策平稳转段后，福
建省连续开启一系列线下“文化寻根”活动，海外华侨
华人纷纷涌入家乡，感受璀璨的中华文明，体验闽山闽
水“福”文化。

11月，在暖意融融的初冬，福建省侨办、省侨联携
手缅甸华侨华人社团，以“带你回家”为主题，举办首届
缅甸华裔青年寻根活动，邀请35名从未回过家乡的青
年回来感受乡音乡情。（图②）

“在老家，伯母用福州话喊我吃饭，就像奶奶喊我
一样，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缅甸第三代华裔张伟耀
说，“虽然奶奶离开多年，但家里保留了逢年过节吃鸭
蛋线面等福州饮食文化，在福州吃到家的味道，倍感亲
切熟悉。”

“家乡把华侨历史文化挖掘展示得特别好，很多故
事我在缅甸从未知道，陈嘉庚等华侨先辈为国为家倾
尽所有的赤子情怀让人铭记。”参观了陈嘉庚纪念馆、
泉州华侨博物馆后，华裔新生代曹美爱说。

同月，国侨办、福建省侨办邀请了美国、澳大利亚、
匈牙利、奥地利、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韩国8个国家
的华文作家学者组团来闽采风，以“寻访侨厝故事 续
写海丝情缘”为主题，感受福建文化特质。（图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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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知名作家、惠安
籍华人朵拉受祖父影响，爱喝茶、听南音，“对祖籍国文
化的爱，已深深融汇在我的血液里。”

研究中国当代新诗、台港澳暨海外文学 60余年的
刘登翰说，八闽大地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能为华文
作家提供丰富的创作灵感。采风活动是一个引子，让

我们勿忘福建，常来常往。
华文教育被海外华人称为“留根工

程”，是赓续中华文脉的薪火。作为全国重
点侨乡，助推华文教育发展，福建有独特优
势，也有崭新成果。

2023年寒暑假期间，共 29期海外华
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夏（冬）令营活动
在八闽大地开展。福建各级侨联与海外侨
团、华文学校内外联动，组织华裔青少年回
到家乡，找寻文化根脉，追溯祖先足迹，增
强身份认同。

2023年 12月，福建成立 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华文教育联盟，首批共56家海内
外成员单位加入，围绕教师培训、人才培
养、校际交流等6个方面开展合作。同期，
福建省中华职教社与菲律宾华教中心签署

“华文教育+职业教育”合作备忘录，省内学
校与海外华校签订 10余份校际交流合作
协议，文化教育的“朋友圈”不断壮大，资源
共享的协作网越织越密。

长期以来，福建侨务部门着眼长远，久
久为功，持续开展华裔青少年交流活动，打

响“中国寻根之旅”“亲情中华”“中华文化大乐园”等品
牌，常态化举办海外华校管理者和华文教师培训班，通
过师资“造血”助力海外华校提高办学水平，为华文教
育事业添砖加瓦。

同心圆梦：将个人的寻根故事
融进家乡发展的时代大潮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福建侨胞万里
寻根，不仅为了追寻祖脉和文源，更在于与家乡人民同
心同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023年5月，福建省代表团出访东南亚，与闽籍华
侨华人深入交心、共叙情谊，邀请他们常回家乡看看，
当好新福建建设的“参谋者”“参与者”和福建对外开放
的“联络员”，共享福建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让乡
情的纽带延绵不断；11月，第三届世界闽籍华侨华人社
团联谊大会暨福建省海外联谊会第六届理事大会在福
州市举办，来自 99个国家和地区的 1100多位华侨华
人共话桑梓之情，共谋发展之计，12个项目完成签约，
投资总额120亿元；12月，第一届中国侨智发展大会在
福州市举办，海外人才回乡献智出力，26个项目达成初
步合作意向，涉及金额逾70亿元。

此外，福建省侨办还率队赴上海、北京等地举办世
界闽侨青年精英汇，海外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根与
魂 梦与业”主题，聚焦赓续传统、回归创业展开热烈交
流；赴日本、泰国、缅甸举办招商推介会，促成 13个意
向项目签约；举办第三届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福建
考察团招商推介会，39个国家79名海外华商参与投资
考察和洽谈……一场场聚智引才活动，既饱含福建广
纳天下英才的诚意，又体现海外乡亲回乡创新创业、助
力新福建建设的热切。

昔日，福建侨胞有一分钱出一分钱，有一份力出一
份力，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作
出非凡贡献；今天，福建侨胞秉承老一辈华侨的精神情
怀，带回资金、技术、人脉，返乡施展才华抱负，在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福建实践中贡献力量，谱写属于这个
时代的寻根故事。 （陈芝 朱婷/文 林晨歌 朱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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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3日，第三届世界闽籍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暨福建省海外联
谊会第六届理事大会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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