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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社电 “海丝泉州走进千
岛之国”活动日前在印度尼西亚首都
雅加达举行，现场同时举办侨批展、族
谱展和摄影展，旨在唤起乡亲乡谊，见
证中印尼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相融相
合。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城市，“千岛之国”印尼是海外泉籍华
侨华人的重要聚居地之一。“世界记忆
海丝遗珍”泉州侨批文化展分“海丝记
忆侨批”“百年沧桑话侨批”“批连两地
情义长”三部分，共展出 190余件侨批
档案资料及《侨批》主题 MV。“侨批”，
是旅居海外的侨胞寄送中国国内侨眷
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又称“银信”。

“根脉寻踪”泉州百个家族移民族
谱展分“姓氏源流”“泉州概貌”“泉州
民俗”“泉州族谱与家族移民”四部分，
旨在展示旅居印尼侨胞与祖籍地的血
脉联系。“宋元中国·海丝泉州”摄影艺
术展则通过 100幅主题摄影作品，生
动呈现泉州的历史与现代风貌。

“这个是我的姓，我看到它就像看
到‘宝物’一样。”一位朱姓印尼华人指
着族谱展上的象形“朱”字说。

黄湘江是已故印尼著名华人企业
家、慈善家黄仲咸之子，当看到族谱展
上有关父亲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内
容，他手持黄氏族谱让人为其拍照。
据“根脉寻踪”族谱展介绍，南安仙都

黄氏家族聚居于今南安市码头镇仙都
村，主要移民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
等地，家族旅居印尼代表人物为黄仲
咸。

泉州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
王斯诚说，三大主题展览回顾了华侨
华人尤其是泉州籍侨胞向印尼迁移的
历史踪迹，及其积极投身侨居地发展
建设的历程，多方位展现了两地友好
往来、文化交流的历史，续写着两地人
民“习俗交融，人文互动”的美好篇章。

印尼泉州青年商会会长施文概表
示，通过活动让我们追寻先辈足迹、寻
找乡愁记忆、寻根问祖，深刻感受到古
城泉州的深厚文化积淀。

“海丝泉州走进千岛之国”活动
在雅加达举行

华 埠 资 讯

缅甸将中国农历新年定为公共假日

据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消息 近日，
缅甸政府宣布，将中国农历新年定为国
家公共假日。

缅 甸 各 界 重 视 中 国 农 历 新 年 。
2023年和2024年，缅甸领导人敏昂莱
均出席缅华侨界和中国驻缅甸大使馆
在仰光共同举行的春节庆祝活动。活
动期间，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同敏昂莱
商讨了将中国农历新年定为缅甸公共
假日事宜。

据不完全统计，春节民俗活动已走
进全球近 200个国家和地区。加之一
些国家和地区将其列入法定节假日，中
国春节已然成为世界性节日符号。

菲律宾许氏宗亲总会中吕宋分会
举办新届理监事就职庆典

据菲律宾《世界日报》电 当地时
间7月14日，菲律宾许氏宗亲总会中吕
宋分会举行庆祝第十七连十八届理监
事会职员就职典礼。

卸任理事长许经栋在致词中说，分
会每年都举办新春联欢会、中秋联欢
会，以促进宗亲之间的交流与感情，今
年 5月份组团赴中国成都、重庆旅游考
察满载而归。新届理事长许漂亮事业
成功，是华社精英，相信在他的领导下，
会务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在菲律宾许氏宗亲总会理事长许
文忠的监誓下，许经栋与许漂亮举行印
信移交。许漂亮表示，被推选为新届理
事长，深感责任重大，愿不忘初心，砥励
前行，与新届全体理监事精诚合作，携
手宗亲续写辉煌。

中国驻峇厘总领馆举办文艺招待会

据印尼《千岛日报》电 近日，中国
驻印尼峇厘总领馆举办了一场丰富多
彩的中华艺术表演，700多名华侨华人
与峇厘民众欢聚一堂，观赏由江西艺术
团献演的文艺表演，感受中华文化的独
特魅力，现场爆发一阵阵热烈掌声。

压轴戏是峇厘家户喻晓的民歌《峇
厘岛》，中印尼语歌唱汇演，把会场气氛
推到最高潮，全场起立欢呼鼓掌，观众
们纷纷表示，希望总领馆经常举办文艺
招待会，增进中印尼文化交流，促进民
心相通。

据中新社电 2024世界闽南语金曲颁奖盛典暨
海峡两岸闽南语音乐大奖赛(以下简称“2024世界闽
南语金曲盛典”)全球启动仪式 7月 14日在马来西亚
雪兰莪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举行，标志着2024世界
闽南语金曲盛典正式拉开序幕，赛事的线上线下报名
机制也同步启动。

2024世界闽南语金曲盛典将在全球设立福建、中
国台湾、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东南亚、欧美七大赛
区，逾30个分赛区，预计举办近70场比赛。赛事拟于
今年10月分别在漳州、泉州举行全球五十强晋级赛和
全球总决赛，11月1日在厦门举行颁奖典礼。

世界闽南语金曲盛典发起人、总制片人、总导演陈
飞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新生代创作者的加
入，闽南语歌曲推陈出新，不但受到全球闽南乡亲的喜
爱，也日益“出圈”，被越来越多不同国家、不同族裔的
民众所熟悉。她希望通过今年的赛事，进一步促进闽南语歌
曲发展和闽南文化传播。

14日晚，为庆祝2024世界闽南语金曲盛典启动和中马

建交50周年暨“中马友好年”，主办方还在雪兰莪举办“中马
之夜”文艺演出。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等国的老中青闽南语优秀歌手汇聚一堂，献上精彩演出。

2024 世 界 闽 南 语 金 曲 盛 典

在 马 来 西 亚 启 动

本报讯 “去京都 访隐元”日本华
人亲子研学团日前在位于京都宇治的日
本黄檗宗大本山万福寺闭幕。该活动由

日本华文教育基金会、华文
书院、黄檗文化促进会主
办。150 多位华侨华人家
长孩子参加了亲子研学团
活动。

研学期间，学员们先后
走进黄檗山宝藏院、黄檗青
少年文化研修道场、黄檗宗
大本山万福寺等，听取黄檗
宗法师讲解印刷、稿纸等黄
檗文化内容。

据黄檗文化促进会会
长林文清介绍，17世纪，福
建福清的黄檗山万福寺住

持隐元禅师受邀东渡日本，不仅传播佛
学经义，还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

术，涉及建筑、雕刻、印刷、绘画、书法、文
学、医学等方面，在日本被称之为“黄檗
文化”，深刻影响了江户时代的日本。
1668年，隐元禅师将带去的一部方册本

《嘉兴藏》赠给日本法孙铁眼道光，铁眼
禅师经整整二十年，终于把大藏经印成，
命名为“铁眼与一切经”。

黄檗山宝藏院“铁眼版一切经版木”
收藏库被称为“日本近代印刷术的发祥
地”，收藏有6万多件黄檗宗铁眼禅师版
的雕版木，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其
雕刻的是中国的“宋体字”，然而，在日
本，这种由明末东渡的黄檗僧人传入的
字体，被称为“明朝体”文字。

华文书院书院长孙盛林表示，黄檗
文化源远流长，在中日两国交流史上书

写了独特的篇章。现在日本社会生活中
常常出现的西瓜、莲藕、竹笋、煎茶、隐元
豆以及用餐的桌椅、用餐方式等都跟黄
檗有关，可以说是遍及生活中的方方面
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旅日华人
群体，希望通过游学的方式，告诉我们的
下一代自己的文化根源。”

日本华文教育基金会理事、黄檗文
化促进会理事长陈熹表示，隐元禅师作
为民间交流的使者，他所传播的黄檗文
化体现了中日两国人民一衣带水、源远
流长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希望通过
研学活动，有更多的华裔了解黄檗文化
的历史，了解中华文化，在新时代为中日
两国文化交流交往注入新的力量。

（郑松波）

日本华人亲子团开展黄檗文化研学活动日本华人亲子团开展黄檗文化研学活动

黄檗山宝藏院收藏有六万多件雕版木黄檗山宝藏院收藏有六万多件雕版木。。（（林文清林文清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