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华诞，《我和我的祖国》无疑是最

受欢迎的歌曲，大江南北、大街小

巷流淌着“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

不能分割……”的旋律，听闻者常

会忍不住跟着和。可是，你没听过

印尼语版本的《我和我的祖国》

吧？在厦门，有这样一群老人，他

们为这首歌译配了印尼语歌词，

歌声里满满都是对中国、印尼两

个故乡的深情……

每周三下午三点，陈裕秀、丘

美璋都会来到位于老华侨大厦的

厦门市侨胞之家，很快地，三四十

位老伙伴也聚齐了，他们开唱一

首首脍炙人口的中国歌曲、印尼

歌曲。他们基本没有受过声乐训

练，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快乐。

中场歇息时，他们用或流畅或有

些磕巴的印尼语交谈着，忆青春

往事，说现今的儿孙满堂，情同家

人。

这就是厦门万隆同学会

CEMPAKA 歌队。CEMPAKA 是

玉兰花，在印尼，每逢庆祝或是迎

宾，CEMPAKA 洁白的花瓣就会

被轻轻地抛洒，馨香四溢。而万

隆，这个位于印尼西爪哇、雅加达

附近的城市，因为 1955 年著名的

亚非会议而被铭记。这群万隆归

侨选择 CEMPAKA 作为歌队的

名字，第二故乡的青少年往事遥

远而又真切，就像兰花的馨香若

有若无，萦绕在怀。

2008 年的一天，有几个爱唱

歌的印尼万隆归侨歌兴大发，觉

得平时自己在家哼歌不过瘾，于

是相约每周三下午聚在一起唱唱

歌。唱啥呢，当然是伴随他们长大

的第二故乡的歌曲。没有歌本，没

有伴奏带，他们照样唱得那么投

入，那么悦耳。

一周复一周，一年复一年，

“侨胞之家”传来的歌声和笑声圈

了粉。“我不是万隆人，但我也说

印尼话，我可以来跟你们一起唱

吗？”“我的家根本不在爪哇岛，可

我就是没有理由地想和你们一起

唱，行吗？”———“行啊行啊！”“欢

迎欢迎！”这个群体不知不觉中壮

大起来，如今每次都有四十来人

围成一大圈引吭高歌。最长者八

十又五，年轻的侨二代也有五十

出头了，唱起歌来各个都似姑娘

小伙。

起初，他们凭着回忆写下歌

本，后来有了多方设法收集来的

规范歌谱。起先，纯粹自娱自乐，

没有指导老师，没有演出任务，后

来吸引了手风琴手、钢琴师主动

前来伴奏。11 年来，没有变的就

是开心。连路过厦门的万隆人也

会赶来一起唱，他们说“谢谢你们

把我们带回了第二故乡，带回了

我们的少年时代！”在厦门读书的

印尼留学生也来了，他们说“没想

到，在中国可以和一群爷爷奶奶

一起唱印尼革命歌曲！”

也不全是唱歌，每一次聚会，

他们会带来种种好吃的一起分享。

离乡不离味儿，每年5月，他们会举办

盛大的Gado-gado宴。Gado-gado

这是一种印尼凉拌菜，大家分工

合作，带来特制的花生酱、空心

菜、虾片等，还有姜黄饭、千层糕。

热热闹闹地品尝着，吃饱喝足后，

又载歌载舞，甚至玩起老鹰捉小

鸡的游戏———这分明就是一群老

顽童嘛。

团结友爱是这群歌友相处的

主旋律。不需要专门筹集活动经

费，大家都积极地准备物资，谁也

不计较钱多钱少的事儿。遇到病

痛，相互看望关心，就像是兄弟姐

妹一样。

“咱们也来潮一下，建个微信

群吧”，不服老的归侨们纷纷附

和，入群后叽叽喳喳，交流着人生

的酸甜苦辣。他们由此学用智能

手机，学习各种软件，“活到老学

到老”令他们迸发出生命的活力。

当年回归祖国，祖国正值困

难时期；而今祖国日新月异，人民

生活安康，第二故乡的发展越发

令人牵挂，特别是华文教育的复

兴方兴未艾。这群归侨纷纷加入

筹集经费的行列，为建华文学校

添砖加瓦。

上世纪 60 年代归国的第一

代侨生，至今仍在福建定居的有

数万人之多。厦门从万隆回来的

老侨生仍有一两百人。这群老归

侨，与新中国共成长，也经历过风

雨和苦难，而今安享晚年，老有所

乐，他们格外惜福。两个故乡都爱

得深切。

祖国母亲即将迎来 70 岁的

生日，用什么作为贺礼呢？“我和

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

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

歌。”这样的心声，如果用印尼

语唱出来，是不是一份颇有特色

的礼物？说干就干，丘美璋和老

伴是印尼语专业的，由他们先将

歌词翻译成正式的印尼语；陈裕

秀再根据歌曲的旋律对印尼语

歌词做调整，然后大家一起再三

推敲。歌词要通俗易懂，朗朗上

口，因为歌友们的印尼语水平多

数并不太好。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厦门市

印尼归侨联谊会的元旦联欢会将

如期举行。CEMPAKA 歌队也将

受邀上台表演，再次用印尼语演

唱《我和我的祖国》，届时，在场的

1000 多名印尼归侨侨眷将一起

把心声唱给祖国听。

岁月雕刻了容颜，时光磨砺了

意志，爱国爱乡的初心未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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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希

———小记印尼语兴趣班的美食公开课
厦门市印联会印尼语兴趣

班的印尼美食公开课，在班主

任陈裕秀老师、班长陈晓鹭的

主持下，在 11 月的最后一天隆

重开课啦！

此次美食公开课的特邀嘉

宾有赵启安、林亚德、张步娣、

黄坚虹四位前辈老师，场地设

在学员陈璐的家里，陈妈妈为这

次印尼美食公开课提供了咖喱

鸡、咖喱海鲜杂菜两道传统的印

尼菜。参加公开课的部分学员也

带来了自己的拿手印尼菜或印

尼糕点，如炸虾片、香煎木薯糕、

油炸香蕉、九层糕、蜜蜂窝等等。

作为印尼语兴趣班的班主

任兼科任老师陈裕秀，策划主

持了这次公开课，她希望借此

增加学员对印尼美食文化的兴

趣，也为提高语言实践能力提

供语言环境。

从满桌色香味俱全的菜

肴，可以看出学员对参与公开

课极高的积极性。“吃货们”做

菜认真，品菜也认真，吃得津津

乐道。大家在品尝美食的同时

学习了印尼语，当然在美食的

感召与诱惑下，这堂课上每道

菜的印尼语都记忆深刻。如:

perkedel、krupuk udang、pisang

goreng 等需要震动舌头发音的

“r”，老侨嘉宾也充当老师现场

指教青年学员纠音。

这次美食公开课是印尼语

兴趣班的一次全新尝试。结束

时，大家意犹未尽，纷纷问起

“什么时候举办第二届印尼美

食公开课？”对此，兴趣班班长

陈晓鹭心中有谱：在接下来的

时间里，将会对印尼语公开课

进行更多元化的尝试，也会进

一步邀请不同的嘉宾老师参

加。希望能以丰富多彩的形式，

提高学员们对学习印尼语的兴

趣；也借活动吸引更多的印侨

二代加入兴趣班，以此传承印

联会作为中印民间使者这一桥

梁角色。

□陈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