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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黄埔摇篮中长大的孩
子。”年逾九旬的张琍玲6月15日在
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一场黄埔军校建
校百年纪念活动中发言时，语带哽咽
地说，身为中华儿女、身为黄埔后裔、
身为张振国的女儿，“我以先辈为傲”。

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之际，加
拿大黄埔校友后裔联谊会在多伦多
以线下线上结合方式举办纪念活动。

现居蒙特利尔的张琍玲专程赴
会。其父乃黄埔六期学员、抗日将领
张振国。“我今年已91岁，心有余而
力不足，现在只能做‘啦啦队’。”张琍
玲呼吁：“我们中华儿女、黄埔后裔，
统一还没有成功，大家还要努力！”

黄埔一期学员、黄埔军校第二任
校长关麟征之子关伯雄说，在抗日战
争期间，有万千将士牺牲。其中有黄
埔的，有不是黄埔的；有共产党的，有
国民党的，也有无党派的，“但他们都
是我们要尊敬的中华民族的英雄”。
他希望两岸同胞团结，早日实现统一。

抗日将领韩多峰之女韩进雯表
示，黄埔军校由国共两党合作创办。
今日黄埔百年校庆，军号仍响、军歌仍
唱，军魂依旧在。“任何人想把台湾从
中国分裂出去，我们绝不答应！”父辈
奋斗一生就是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和
统一，后辈一定要努力工作、努力奉
献，为祖(籍)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黄埔三期学员、抗日将领戴安澜
之孙戴茗磊认为，在中华文化中，强
调的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提倡的
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
识。黄埔精神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在
黄埔时代浓缩并爆发出的精神能
量。它的血脉、枝叶和根都源自中华
传统文化。

加拿大黄埔校友后裔联谊会名
誉会长陈丙丁表示，黄埔精神一直激
励着包括自己在内的无数海外华人
关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期
待大家携手齐心，为了中华民族的振
兴、为了中国的完全统一尽自己的一

份力量。
出席活动的中国驻多伦多副总

领事程洪波表示，爱国、革命是黄埔
精神的核心基因所在。希望加拿大
黄埔校友后裔联谊会坚持创会初心，
继续当好联络黄埔校友及其亲友以
及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桥梁纽带，积
极支持、深入参与两岸和平发展、融
合发展进程，不断凝聚壮大反“独”促
统的声势和力量。

来自加拿大各地的黄埔学员、抗
战将士后人以及华人社团代表、青年
学生、教育工作者、公益活动支持者
等近400人出席这一主题为“传承黄
埔精神，百年历史纪念”的活动，探讨
黄埔军校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
及意义。多伦多的线下活动现场亦
展示相关史料档案，艺术团体则演奏
演唱台湾民谣及抗战时期的民歌等。

加拿大黄埔校友后裔联谊会于
2022年9月在多伦多成立。

（余瑞冬 来源：中新社）

加拿大华人纪念黄埔军校建校百年
华 埠 资 讯

“亲情中华·欢聚柬埔寨”大型文艺演出
在金边举行

据中新社电 “2024 亲情中华·欢聚柬埔
寨”大型文艺演出当地时间 6月 15日在金边举
行。这场演出旨在弘扬中华文化，增强对海外侨
胞与侨社的服务和联系，为全柬华侨华人送上来
自祖(籍)国的问候和祝福。

演出活动由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国
驻柬埔寨大使馆联合主办。中国驻柬埔寨使馆
公使衔参赞赵海燕，柬华理事总会荣誉会长刘明
勤，柬埔寨中国商会会长林士强，柬埔寨中国港
澳侨商总会会长黄瑞华等以及当地华侨华人
3000余人观看演出。

日本华侨华人妇女联合会
举办成立10周年庆典

据中国侨网电 近日，日本华侨华人妇女
联合会(以下简称“华妇联”)成立10周年庆典在
东京举行。来自日本各地及海外的百余位姐妹
和各界嘉宾汇聚一堂，共同见证了华妇联 10年
发展的辉煌成就。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参赞赵明出席庆典并致
辞。他说，华妇联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
程，见证了每一位华侨华人妇女在异国他乡付出
的辛勤和努力，希望每一位会员继续秉持初心，
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相关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共
同推动华侨华人妇女事业发展，为中华文化的持
续传播与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活动中还举行新旧会长交接仪式，第二届会
长雪平円宣布由李建平担任第三届华妇联会长，
并颁发了聘书。

以中巴韵律感知两国建交50年

据中新网电 “庆祝中国巴西建交 50周年
——巴东北部中巴音乐巡演(纳塔尔场)”日前在
巴西北里奥格兰德州首府纳塔尔市举行。活动
由中国驻累西腓总领馆与北里奥格兰德州政府
合作举办。中国驻累西腓总领事兰和平、北里奥
格兰德州州长贝泽拉、各界友人、华侨华人、中资
企业、留学生等600余人出席。

兰和平在致辞中表示，中巴拥有各自厚重的
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包容互鉴中实现对世界文
明多样性的尊重，携手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欢迎大家以中巴韵律感知两
国建交50年深厚友谊，畅想美好未来。

据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消息
日前，为庆祝中巴建交 7周年，中

国驻巴拿马使馆成功举办“茶和天
下·雅集”中国茶品鉴活动。中国
驻巴拿马大使徐学渊、巴各界代
表、驻巴使团、媒体代表等近百人
出席。

活动上，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展
示了技艺，进行了二胡、古筝和非
遗木偶表演。来宾们兴致勃勃地
品茶、欣赏，沉浸在中国文化带来
的喜悦中，对难得的美好体验赞不
绝口。

据《欧洲时报》电 “雪液清甘涨井泉，
自携茶灶就烹煎”“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
香”……日前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办
的云茶之“颂”茶文化诗词分享会上，用中
文起名的比利时青年齐奇、唐梦璃和中国
青年齐政文，分别吟诵《雪后煎茶》《茶灶》

《山泉煎茶有怀》等多首唐诗宋词，带领活
动参与者走进中国文人用“茶+诗”的方式
营造的典雅意境。

中国既是茶的故乡，也是诗词的国
度。从传说中神农尝百草发现茶，到陆羽
著《茶经》细说茶；从“南方之嘉木”，到“人
在草木间”；从煎茶、点茶，到工夫茶；从幽
谷隐士，到市井俗人……茶从历史中走
来，一步步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
世界，而无数文人墨客，又留下众多吟茶
颂茶的诗词佳作。

齐奇、唐梦璃、齐政文三人吟诵的品

茗诗词由白居易、陆游、朱熹等创作。或
描写大雪过后，取用雪水和甘泉，用小炉
灶煎茶、烹茶、品茶的宁静时刻；或描述诗
人在曲溪石台中与朋友品茶赏景论道，以
及在泉边煮茶轻酌慢饮的情景。中英文
双语的朗读及细腻解读，让现场观众沉浸
于中国人在茶和诗里的浪漫与智慧。“落
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藏着的是悠然之
趣；“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蕴含绵长
情谊；“一毫无复关心事，不枉人间住百
年。”满是人生哲理。

“喝茶、吟诗，是中国古人的日常，也
是一种极致的浪漫。”作为一个在比中混
血家庭长大的孩子，齐奇最想给比利时人
推介的中国文化就是茶与诗。

今年24岁的齐奇自幼在中国长大，后
回到比利时求学。他的诗歌启蒙来自妈妈
教的《咏鹅》。“以这首诗为例，短短18个字，

就将鹅的形态动作表现得惟妙惟肖。”齐奇
说，他和他的朋友，“都觉得唐诗很酷”。

钟爱中国文化的齐奇，在脸书、抖音
等互联网平台开设多个账号，推介中国、
比利时文化。“基于特殊的文化背景，我既
能读懂中国诗词，又能读懂欧洲诗歌。用
自身所长为中欧文化交流搭建桥梁，是我
的价值和目标所在。”齐奇说。

唐梦璃因对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惊
艳一瞥，选择学习中文。此前，她曾到上
海大学交换学习过一年。

“我最喜欢李白的诗。每次读他的
《静夜思》，都好像能看到当时的情景。”虽
然比中文化存在些许差异，但丝毫不影响
唐梦璃感受唐诗宋词的美。

为便于现场观众理解中国茶诗词，在
比利时教中文的中国青年齐政文还详解中
国茶及中国诗词的历史、特点等。“虽然中欧

的诗歌形式有所区别，但人类的情感是共
通的。”齐政文说，大家在繁忙之余都会向往
茶世界的悠然自得，也都能感受到“且将新
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的超然与洒脱。

比中经贸委员会主席贝尔纳·德威特
被“茶+诗”的中国世界所打动。“茶象征着
和谐、对话、交流，以及对彼此的尊重。
诗，则让我们对生活和未来充满热情与憧
憬。”贝尔纳·德威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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