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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台湾彰化县溪湖镇李氏族人、亲友代表等12
人跨越海峡，来到南安眉山乡观山村山腰自然村李氏
祖祠寻亲认祖。这是山腰李氏后裔迁居台湾200多年
后，巧遇姻亲搭桥引线，彰化李氏宗亲首次回到故乡寻
根谒祖。

相聚
返乡谒祖共叙爱乡情

“欢迎回家！”当天，天气晴朗，山腰李氏宗亲热情
接待了来自台湾的乡亲，并带领他们参观了山腰李氏
祖祠。李氏祖祠内，侨乡简介、祖祠历史、李氏迁徙史、
李氏字辈、春祭活动等资料，让彰化李氏宗亲频频拿起
相机拍照，交谈中拉近了距离。

随后，两岸李氏宗亲在山腰祖祠举行祭祖活动，向
先祖鞠躬行拜谒礼，用最虔诚的情感和传统的仪式，缅
怀先祖、祈求保佑、感恩追始，共叙血脉亲情。彰化李
氏宗亲又来到观山村农耕文化馆和观山艺术馆参观。
建在古厝里的农耕文化馆和观山艺术馆是眉山乡第一
座以闽南地区旧时农家生活、农耕为主题的文化馆和
第一座艺术馆，看到相似的农耕器具，台湾乡亲都觉得
十分亲切。

彰化李氏宗亲还参观了眉山乡家风记忆馆。家风

记忆馆以姓氏家训、家风楹联、侨批家风、廉善传家等
方面为主题，涵盖了修身、齐家、立德、立言、处世、从
政、读书、惜时等方面，详细介绍姓氏、楹联、侨批中蕴
含的家训格言、家风家训故事，讲述了李氏祖辈筚路蓝
缕的创业过往以及血脉亲情。在李氏宗亲文化交流会
上，两岸李氏同胞热络交流互动，从李氏历史渊源、字
辈族谱姻亲往来等话家常，为家乡建设建言献策，彰显
了拳拳赤子心、殷殷爱族情以及爱国爱乡情怀。

契机
美好姻缘铺开寻根路

这次寻根的契机，来自 200多年前的一段美好姻
缘。“清朝年间，部分山腰李氏族人迁居台湾彰化。200
多年前，一位台湾彰化李氏后人娶了南安溪美镇山村
一巫姓女子为妻。200多年来，台湾李家和溪美巫家一
直保持联系。”山腰李氏后裔李渭生介绍，此次来寻根
的便是台湾李家和溪美巫家的后代。去年，台湾李家
萌发了寻亲谒祖的想法。但时隔上百年，家乡是否在
眉山乡，他们并不确定。

今年 2月 27日，巫家后人巫国营带着李家字辈资
料到眉山山腰了解情况，他先到观山村老年协会询问，
再与李氏族人联系，发现彰化李氏的字辈与山腰记载

的字辈相符。字辈是名字中用于表示家族辈分的字，
是中国传承千年的重要取名形式。根据字辈这一重要
线索，他们判断彰化李氏的根就在山腰。此后，在巫国
营的牵线搭桥下，观山老年协会会长李青山与彰化李
氏族人取得联系，敲定了返乡寻根的日期。

圆梦
两岸同根同源一家亲

这已不是他们第一次想要寻根。山腰李氏后裔李
纪波说，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李昭旗就曾来到山腰寻
根，与李氏族人取得联系，回到台湾后还进行了书信往
来，后因通讯不便等原因断联。此次李家和巫家后人
也是寻根心切，多年来，寻根愿望不曾改变，幸得姻亲
牵线搭桥圆了寻根梦。前来谒祖的李先生说：“感谢宗
亲盛情招待，以后会常来常往，把宗族情谊延续下去，
带更多人回乡认祖。”

“追本溯源，海峡两岸李氏同根同源、同祖同宗、血
脉相连，两岸一家亲。”李青山说，此次寻根之旅增强了
两岸李氏宗亲之间的联系和文化交流，为共同传承发
扬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家族情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
时也为更多的宗亲投身家乡建设、共同参与乡村振兴
提供了平台。 （陈灵 石倩雯）

200 年 了 ，终 于 跨 越 海 峡 回 南 安

7月18日，由中国侨联主办，福建省侨联、福州市侨
联、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承办的2024“中国寻根
之旅”夏令营福建幼高专营开营式在福州举行，省侨联副
主席齐志、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林伟川、加拿
大福建华联总会主席郑棋飞等与来自美国、加拿大、英
国、德国的50名华裔师生参加开营仪式，齐志为营员们授
旗。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副书记邹雄伟主持
开营仪式。

“虽然路途遥远，但我还是非常高兴能回到祖籍国参
加这次的寻根之旅。”今年12岁、出生在美国的林凯文能
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在家里爸爸妈妈都坚持用中文跟我
对话，让我不能忘了自己的母语。虽然这次的夏令营名
额很紧张，为了能让我近距离的接触及了解中华文化，妈
妈第一时间就帮我报了名。”林凯文表示，感谢北美华人
华裔寻根协会这个平台，用心组织华裔青少年回祖籍国
参加寻根之旅夏令营，也感谢祖籍国给大家这么好的机
会，让他们可以近距离地接触、了解中华文化，领略祖籍
地的大美河山，期待和老师们、同学们一起渡过这个有
意义的、难忘的寻根之旅。

郑棋飞表示，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此次夏令营的
课程安排丰富多彩，希望营员们能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

把学习过程中所见、所闻、所看记录好，回到居住国后向身
边的同学、朋友讲好中国故事，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据林伟川介绍，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前身为
福州协和幼师)是中国第二所幼师学校，是目前还在运转
的最老的幼师学校，由美国人安毓明(Bertha Allen)
于1915年创办。1932年，曾在美国留学两年的黄世明
从安毓明手中接过校长职务，带领学校开始了幼教中国
化本土化的转型。

林伟川表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华裔青少年虽然生长在异国他乡，但根在中国，希望同学
们通过“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亲身体验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听”传统故事、“写”中国书法、“学”中华武术、“跳”汉
唐舞蹈，“阅”闽山闽水、“品”八闽风味、“看”福建发展，同时
续写“鼓岭缘”故事，做好新时代中外交流的使者。

开营仪式后，在接下来的9天中，营员们将参观福州
非遗文化体验馆、福建华侨主题馆，游览上下杭、闽江夜
景，参观“鼓岭家族故事展示馆”“鼓岭历史建筑展示馆”、
鼓岭万国公益社,赴莆田聆听岛屿潮音、参访湄洲祖庙，
游览厦门鼓浪屿等名胜古迹，学习中国书法、篆刻、古典
舞、双节棍等，领略福建的山清水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感受祖籍国的蓬勃发展脉动。 （陆秋明 翁亦宁）

近日，由晋江市委统战
部、市侨联、市教育局主办
的 2024“ 中 国 寻 根 之
旅”——菲律宾晋江五友校
青年联谊会夏令营活动开
营，来自菲律宾的 55名华
裔青少年寻根晋江，开启为
期10天家乡之行。

走进母校，传承父辈风
骨。营员们访问了晋江华
侨中学、晋江一中、陈埭民
族中学、晋江五中(晋兴职
校)、罗山中学，走进父辈
们曾经就读的母校，了解母
校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感受母校的文化魅力；探寻父
辈们在母校学习留下的珍贵印记；传承父辈刻苦学习、努
力上进的优秀品质和爱乡爱校精神。

游历家乡，领略大美晋江。营员们走进晋江经验馆、
晋江博物馆、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泉州海交馆、海外陶瓷
展览馆等主题场馆，深入了解家乡的历史底蕴和海洋文化；
在清源山、五店市、梧林古村落、龙泉书院、草庵、东石古寨

等文化名胜，感受家乡的文
化魅力；走进戏剧中心、来
旺良品堂、东石伞都产业
馆、泉州科技馆、安踏 982
创动空间等特色展馆，体验
非遗技艺和科技魅力。

碰撞交流，学习中华文
化。营员们共学猜灯谜，齐
唱闽南歌；观提线木偶，赏
掌中乾坤；体验烘焙、烹饪、
陶艺、舞龙、南音、剪纸、五
祖拳、射弩、高脚马、蹴球等
特色文化，参加学生社团活
动，观赏精彩的文艺表演，

领略世遗泉州和多彩晋江魅力。
菲律宾五友校青年联谊会主任陈瑛琪表示，此次“中

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由在菲校友自发组织并自费参加，意
义重大。活动的核心在于让在菲华裔青少年通过夏令
营，了解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找到自己的文化根源，成
为推动家乡与住在国之间交流合作的桥梁纽带。

（曾均燃/文 晋江市侨联供图）

前不久，“侨行八闽 福见未来”
2024年国内高校闽籍华裔留学生八闽
行活动在福建开展，30名闽籍华裔留
学生回乡研学，感受故土乡音，留下难
忘记忆。以下分享马来西亚闽籍留学
生、北京大学 2023级国际关系学院硕
士研究生庄雯蔚的家乡印象：

在我的印象里，“福建”常常出现在
我的生活中。

她出现在遥远的传说里。每年正月
初一之后，长辈们还会一直忙活，在初八
深夜开始在家门口设祭坛，摆甘蔗，初九
一大早前往寺庙祭拜祈福。每当家中小
辈问起为何要在门口摆甘蔗的时候，爷
爷总是说，很久很久以前，海上的倭贼到
岸上无恶不作，烧杀抢掠，乡民们一路逃
跑，眼见就要被贼人追上时，眼前突然出
现一片甘蔗林，祖先们逃进甘蔗林躲避，
借此逃过一劫。乡民们认为这是天公的
恩赐，因此在这一天祭拜天公；同时因为
甘蔗林救下一村老小，因此也在门口摆
上两根甘蔗。

她出现在言语和故事中。长辈们
在家交流鲜少使用普通话，父亲跟我们
说这是闽南语，是他的爷爷从“福建泉
州”带过来的，那是他的故乡，是我们的
祖籍地。他当初背井离乡下南洋，来到
槟城白手起家，经营了一份不错的业
务，只可惜英年早逝。

她出现在家谱中。二伯在21世纪
初来过一次福建，寻到了祖籍地，从那
里带回了一份新的族谱。新的族谱将
爷爷和父亲这两个辈分的名字补齐
了。后来，父亲代替了二伯接起与祖籍

村联络的任务，但双方的联络一直仅限于线上。
2020年一次机缘巧合，父亲带领我们一家前往祖
籍地祭拜祖庙。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福建，一开始
觉得非常陌生，但听着亲切的口音，还有部分相通
的闽南话，反倒是觉得有趣起来。

她出现在祖辈们来往的书信中。闽籍留学生
八闽行活动带我们参观了侨批博物馆。博物馆详
细介绍了何为侨批、侨批的溯源、水客与批局的发
展，并展示了初代侨民的辛酸、侨批中对故乡与家
人的眷恋、文化在海外的传承与交融。一开始我
对此并不在意，但随着对侨批了解的深入，“祖籍”
不再只是一个符号，它似乎突然变成了一条绵延
不绝的丝线，将我和福建连接起来。这条丝线上
缠绕的是一个个传说，是一声声家乡话，是一位又
一位先人，是一封又一封侨批，是一代又一代华裔
与故土之间无法断绝的联结。

“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福建幼高专营开营

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回家乡 寻访父辈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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