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华人世界 责编：陆秋明 版式：陈捷钧

2024年4月19日

电话：（0591）87873681

E-mail：fjqb09@126.com

3月 29日，在秘鲁著名爱国侨领何
莲香生前故居，中国驻秘鲁大使馆公使
次旺平措向何莲香家属转交了中国国
务院侨务办公室唁电。

当地时间 3月 14日，秘鲁著名爱国
侨领、社会活动家何莲香逝世，享年 98
岁。

何莲香 1926 年出生在秘鲁利马，
祖籍广东。虽然秘鲁与中国远隔重洋，
但何莲香一生始终致力于拉近两国距
离，在两国经贸、人文交往的多个领域
留下奔波的身影。

何莲香自小在当地华文学校读书，
父母“要常保爱国之心”的教育，也铺就
了她心系中国的人生底色。她曾在采
访中吐露：“我的心里有个根，这个根牵
动着我对中国的眷恋与热爱。”

何莲香 11岁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
战争的消息传到秘鲁，引发华社震动。

小小年纪的何莲香也积极投身秘鲁侨
胞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为筹集善款，
她与青少年儿童一起在秘鲁各地组织
义演、上街卖花。一年多时间里，秘鲁
侨胞们积少成多，共筹集到约 100万美
元。

从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何莲香加入
中南美洲最早的一份中文报纸——秘鲁

《公言报》。《公言报》总编辑孟可心告诉
记者，当时，报社工作环境艰苦，办报亦
有风险，但为了侨胞能够知晓万里之外
的故土新闻，何莲香始终心怀激情，在
报社坚持耕耘25载。

92岁生日时，何莲香仍心系《公言
报》和读者。她通过《公言报》寄语说，
现在祖(籍)国强大了，华侨华人要更加
团结，为祖(籍)国多作贡献。

中国与秘鲁建交的过程也有何莲香
的一份努力。1969 年，秘鲁开始考虑

与中国建交事宜，决定借当时中国对外
贸易部副部长周化民访问邻国智利之
机进行接触。他们找到何莲香，委托她
带一封信给中方代表团。何莲香随即
在周化民访智前夕赶到智利首都圣地
亚 哥 ，将 信 交 给 中 国 驻 智 利 大 使 馆 。
1971 年，中秘正式建交。何莲香也由
此被称为“中秘建交的使者”。

2001年，年过古稀的何莲香创办了
秘中商会并担任总经理，组织企业家赴
华 参 加 广 交 会 ，直 至 2023 年 方 才 卸
任。回忆起创办秘中商会的初衷，何莲
香表示，中国与秘鲁的贸易关系非常重
要，成立商会也是她一直以来的愿望。
如今，秘中商会的规模与影响日渐扩
大，除中资企业外，许多秘鲁企业也加
入其中，共同推动两国经贸往来。

2017 年 ，何 莲 香 获 颁“ 中 华 之 光
——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2018

年，秘鲁国会秘中友好小组为何莲香颁
发荣誉证书，表彰她在两国政治、经贸
和文化领域所作贡献。2019 年，何莲
香获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纪念章，彼时她说：“我出生在秘鲁，
但是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液，我们身在
海外，不能忘记自己的根。”

回忆起何莲香，孟可心印象最深的
是她的精力充沛。“90多岁高龄时，她仍
然每天都要到秘中商会的办公室去一
趟。”孟可心说，何莲香喜欢与人交朋
友，也十分乐意与年轻人打交道。正因
如此，秘鲁侨胞常亲切地称呼她为“何
妈妈”。

“何莲香为人清正，大公无私，在侨
界留下了‘莲子已成荷不老，幽香依旧
遐迩传’的美名。”国侨办唁电如是写
道。

（门睿 来源：中新社）

追忆何莲香：秘中友好使者 一生心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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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籍侨商林文猛
蝉联缅甸中华总商会第36届会长

据缅甸《金凤凰》电 日前，缅甸中华
总商会举行第 35届全体理监事第三次会
议，并举行第36届会长选举，祖籍福建的
林文猛蝉联会长。

林文猛首先回顾第 35届全体理监事
工作。他说，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及各界
的关心指导下，总商会发挥社团优势，促
进推动缅中两国友好发展；坚持弘扬中华
文化，重视支持华文教育；关爱弱势侨胞，
为旅缅侨胞排忧解难；重视涵养华人新生
代力量，壮大总商会团队建设，创新合作
发展。2023年5月，总商会荣获第十届世
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华社之光”荣
誉，实至名归。

印尼泗水福莆同乡会
向低收入居民分发520份爱心包

据印尼《千岛日报》电 近日，印尼泗
水福莆同乡会主席陈子忠带领理事魏瑞
兰、江祖耀等开展献爱心活动，分别向会
所附近贫民、环卫工人等分发520份爱心
包。据妇女部主任兼爱心活动筹委会主
席魏瑞兰介绍，每份爱心包里装有 3公斤
白米、2瓶食油、1罐甜炼乳、10包方便面
和 2包饼干，希望通过爱心活动减轻低收
入居民的生活负担。

泗水福莆同乡会成立以来，除了开展
乡亲间的联谊外，也重视开展公益活动，每
年斋戒月期间，都会举办爱心捐献活动。

菲中友谊促进会
举行首届职员就职典礼

据菲律宾《世界日报》电 菲中友谊
促进会日前举行庆祝成立暨首届职员就
职典礼，菲律宾政界、菲华社团代表等应
邀出席。

创会会长黄一泓讲述了菲中友谊促
进会创会宗旨和初心及庆典筹备过程，对
社会各界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菲律宾福建总商会会长蒋晓玮女士
荣膺荣誉会长并担任大会监事员，她希望
菲中友谊促进会敦亲睦邻，成为促进菲中
友谊的一股重要力量。

据美国《侨报》电 首届“闽剧文

化推广日”活动 4月 13日在美国纽约

布鲁克林举行，专业演员们的精湛演

出，赢得现场上百名闽籍侨胞及现场

观众拍手叫好。活动由纽约州参议员

曲怡文、福建老人互助会、纽约亲子互

助会和法拉盛友谊闽剧团联合主办。

曲怡文表示，纽约日落公园与八

大道社区是许多闽籍乡亲和移民家庭

落地生根的地方，而帮助推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与艺术是她上任以来一直

积极推动的重点工作，“能让我们闽籍

家庭在社区里免费欣赏到家乡的传统

戏曲，对我特别有意义。”

首届首届““闽剧文化推广日闽剧文化推广日””活动活动

在美国布鲁克林举行在美国布鲁克林举行

“华侨华人是中国武术海外传播
的重要力量，他们将武术带到世界各
地并推广传播开来，可以说华侨华人
是武术‘在地化’传播的主力军。”近
日，首都体育学院教授孟涛接受记者
采访时如是说。

孟涛说，最初，华侨华人在海外传
武主要是自卫防身和生存所需，如今，
华侨华人已经由为了生存被动地进行
武术技术传播，转变为主动地开展武术
文化传播。具体而言，当前华侨华人传
播武术的路径和人员构成都更加多元。

孟涛指出，从传播路径上看，既有
高水平竞技武术传播，也有扎根学校
的武术教育传播，传统武术馆校的传
播水平也在逐渐提升。从人员构成上
看，传播武术的华侨华人中有很多是
出生在海外的华裔后代，比如马来西
亚武术总会会长张金发，长期致力于

武术在东南亚一带的推广；也有一些
从国内专业队退役后，受邀赴各国执
教的专业运动员和教练员，比如原北
京武术队优秀运动员孙建明，20世纪
80年代起在日本开办武术学校，后来
执教日本国家武术队，培养出了一批
又一批优秀运动员；文莱国家武术队
教练李辉原来是河北武术队教练，执
教文莱国家队后，使文莱的竞技武术
水平迈上新台阶。

孟涛以华人移民在美国传武的历
程为例具体阐释。她说，19世纪中期，
华人移民随着加利福尼亚州的“淘金
热”成规模地来到美国，这些“金山客”
中不乏具备精湛武艺之人。那时武术
主要在唐人街里流传，以自卫防身为
目的，很少传授其他族裔。

孟涛说：“我曾对几位美国武术圈
中的前辈进行访谈，美国华林寺的创

办者陈培回忆，初到美国时曾在其叔
父餐馆打工，常遇到吃饭不付钱的顾
客，他的一身武艺在保护餐馆利益时
派上了用场；美国伯克利大学武术俱
乐部创始人方国旋在谈到早期武术在
美国的境况时说，那时华人大多聚居
在唐人街，走到外面难免遭到欺负，这
时候就不得不打；美籍华人裴康凯则
创办了美国武术学院，是较早将现代
武术带入美国的武术传播机构。”

如今武术在美国的传播境况与过去
大不相同，武术已被不同肤色、不同族裔
的人所熟知。孟涛表示，武术已不仅仅
是防身的技击术，其文化内涵和健身作
用更多地被挖掘，很多美国大学还在开
展了对太极拳在健康促进、慢性病干预
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武术在美国的传播
已经华丽转身，实现了多平台、多路径、
科学化的传播与发展。（来源：中国侨网）

华侨华人是武术“在地化”传播的主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