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陪伴，让岁月多了一份美好。

那些拥有宠物的海外侨胞，

在或平淡或跌宕的日子里，与他

们的宠物互相陪伴。偶尔，这些

“奇妙朋友”还会解锁特殊技能，

给侨胞的生活带来“意外之喜”。

猫咪也爱臭美？自拍照惊呆

主人
当宠物独自在家时，它会做

什么？一名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

学生有天回到家，发现家里的

ipad 上有一团白色的猫毛。于是

她打开 ipad 决定检查一下，结果

在相册里发现了……

她的宠物猫留下的自拍照！

照片里，这个名叫“二牛”的

猫咪盯着屏幕，舔着爪子，甚至

“还给自己整了个闪光灯”。

这名留学生在短视频平台

上，将自己无意间发现宠物猫会

自拍的事情，录成短视频分享出

去，引来数万用户关注。

网友纷纷评论道：“太可爱

了！‘二牛’太聪明了，它已经在学

自拍了。”“它是要把这些自拍发

给谁看？”

隐藏的“舞王”！鹦鹉成全家

“开心果”
“节奏感太强了，太有音乐天

赋了。”被这样形容的，是美国华

裔电影人伍玫家里饲养的白鹦

鹉。

这只鹦鹉名叫“哒哒”，它喜

欢发出“哒哒、哒哒”的声音，因此

得名。在全民居家避疫的日子里，

伍玫有更多时间待在家中撰写和

编辑电影。

她发现，当有音乐响起时，哒

哒开始踩着节奏摇头晃脑，翅膀

打拍，翩翩起舞。“它要酝酿一下，

若有所思，然后或快或慢，或全身

摇动。”

这只鸟还很喜恶分明，遇到

不喜欢的音乐，就站在那里动都

不爱动，对音乐听而不见。“它

最喜欢新疆歌曲、墨西哥曲子，还

喜欢蔡琴的歌。”

就这样，喜欢跳舞的伍玫，有

了与她“共舞”的小伙伴。她也时

常忍不住停下舞步，给哒哒录像，

不放过任何难得的镜头。

哒哒还很通人情，甚至有时

候会生出嫉妒的情绪。伍玫说，哒

哒和主人亲密无间，“我讲电话，

它过不久就会在旁边一直发出声

音，要人关注它。”

不过如果哪天主人将它放到

睡房，它却不会惊扰主人的睡眠，

在主人醒来之后，先是用肢体语

言和主人问安，确定主人要起床

活动，才发出声音。

足不出户的时期，这只宝贝

鸟成了全家的“开心果”。

宠物巨蜥成“网红”，吃饭睡

觉“坐拥”大批粉丝
有些人饲养的宠物并不具备

特殊技能，但当你看到它是什么

动物时，就足以让你称奇。

一只在美国的家养红色巨型

蜥蜴，曾一度走红网络。在网上的

照片和视频中，它大多是趴在华

裔女主人身上睡觉，或是吃着水

果或鱼肉。

这只名叫“马盖仙”的蜥蜴，

在刚被女主人陈燕及其丈夫从网

上买回来时，还是一只壁虎般大

小的瘦小蜥蜴，后来长成了一只

7.5 公斤胖胖的巨蜥。

陈燕每天用筷子给马盖仙喂

食，录制的视频会吸引大量粉丝

观看。

马盖仙还曾和一只在网络上

走红的刺猬展开进食比赛，最后

在食量和种类上胜出。

不少视频中，马盖仙还会爬

上床趴在陈燕身上睡觉。

陈燕表示，由于夫妇俩对马

盖仙一直很温和，它从小就在床

上和沙发上与主人一起睡觉，他

们也避免喂活物，因此它很亲人。

陈燕形容马盖仙像宠物狗一

样，从不咬人而且很聪明。马盖仙

还收到世界各地粉丝的礼物，曾

一度成为宠物界的蜥蜴“网红”。

不论是什么宠物，不管它是

否特别，它们与主人间有爱的相

互陪伴，让生活显得有趣有盼。

（澳洲网、美国《世界日报》、马来

西亚《诗华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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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送王船在马来西亚主要

的流传地区———马六甲，在这座

以多元文化融合著称的历史名

城，探访送王船的历史和现实。

在新建成的送王船博物馆，

全程参与送王船申遗的马来西亚

侨生公会总会长颜泳和指着两张

1919 年马来西亚送王船时所拍摄

的照片，其中一张还是近期才发掘

出来的。“这是马来西亚最早的送王

船影像资料，也可能是世界上现存

最早的送王船影像资料。”

颜泳和介绍，两张照片反映

的场面都颇为热烈且拍摄日期相

差 10 天，“这证明了在一百年前，

送王船在马来西亚具有深厚的民

众基础，才能吸引如此多参与者且

单次活动持续至少 10天时间。”

除了这两张珍贵的照片，博

物馆里还收藏了众多百年来马来

西亚送王船活动的老物件：两块

字迹已略显模糊的虎头诰定告示

牌，留下 1919 年、1933 年马六甲

两次送王船活动全程记录；颜色

已经发黑的木轮，则是当年运送

王船的用品……

送王船在马六甲，亦不仅是

历史。

博物馆所在的勇全殿，就是

十九世纪初由当地华人建造，落

款道光十九年的正殿匾额，述说

着其 200 年的历史。传承至今，勇

全殿依然香火不熄，且是马来西

亚送王船传承单位之一。

就在勇全殿外，一座崭新的

牌楼十分显眼，这是去年 11 月马

六甲最新一次送王船时树立的，

牌楼上的对联写道，“池爷巡狩万

民安，游王代天护马国”。颜泳和

说，新冠肺炎疫情给民众的生活

和心理都带来很大影响，送王船

本就是民众表达“御灾捍患”的祈

愿，希望能由活动给当地民众带

来心灵的慰藉。

马六甲民俗学者苏汶财表示，

送王船继续传承需要吸引年轻人

和马来西亚各个族群积极参与，

“只要抓住年轻人的力量，就能让

它传承下去。”

今年只有 14 岁的苏鑫烁就是

最新一代送王船的传承者。他说，自

己6岁的时候就由父亲带去观看送

王船仪式。去年11月，鑫烁更是在送

王船仪式中充当鼓手，成为当年最年

轻的参与者之一。他略带羞涩地说，

能参加这样的活动，觉得责任重大，

也能从中体会到先辈的文化。

马六甲的鸡场街早在 2008 年

即以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成为世

界文化遗产，在马六甲城区内，就

有一座鸡场街申遗成功的纪念雕

像。如今，送王船申遗成功的纪念

碑也已基本落成，碑顶雕刻着一

艘扬帆起航的古船。颜泳和介绍，

他特意将纪念碑选址定在海边，

与马六甲海峡相伴。他说，古代海

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地位铸就了

马六甲的历史辉煌，送王船的海

洋文化特色，正可激励这座历史

古城传承海洋精神，也象征这座

古城积极参与“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的愿望。

颜泳和还计划将纪念碑所在

地辟为送王船公园，不但可以作

为送王船永久性的烧场，也可以增

设各种亲海娱乐设施，让民众和游

客可以在这里和古老的马六甲海峡

亲密接触，感受海洋文化。

马来西亚教育部副部长马汉顺

在送王船申遗成功庆典上表示，希

望送王船申遗成功，能够进一步激

发马六甲的文化和旅游潜力，也推

动马六甲和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密

切文化交流。 （中国新闻网）

□韩辉

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下午

4时到 5时，总能在东京等地街

头看到一些身着绿色背心的

人，他们手持工具和大袋子，一

边走一边捡垃圾，再统一按规

定处理好。背心上印有卡通熊

猫头像，以及日文“闪亮小分

队”字样。即便是在日本疫情期

间，这种志愿活动仍在继续。

“生活中肯定有很多人误

解过你，无须辩解，用行动证实

吧。”

组织者阿雅（化名）这样讲

述发起这一志愿者活动的初

衷。

从留学到工作，这名中国

“80”后在日本一晃就待了十余

年。2017 年，她在日本埼玉县川

口市西川口车站附近开了第二

家四川麻辣烫店。

西川口车站附近店铺聚

集，其中七八成为华人经营，又

被称为“中国城”。近年来，日本

媒体多次报道这些店铺给当地

经济带来了活力，但也总不忘

加上一句，“只是当地垃圾问题

堪忧”。

阿雅没想到，自己第二家

分店刚开张，就有日本媒体上

门采访，问她如何看待周边垃

圾问题。

垃圾不是自己扔的，垃圾

问题也不都是华人店铺造成

的，不过阿雅不想浪费时间作

无谓争辩。她是行动派。

阿雅曾在中国国内多次献

血，留学时在日本“311”大地震

后去福岛做过志愿者。她说，

“助人为乐”“热爱祖国”都是自

己从小受的教育、坚持的价值

观。因此，看到日本对华人有误

解或刻板印象，看到周边有问

题要解决，她认为尽己所能行

动起来是“理所应当”。

她立即给周围华人店主们

写了倡议书，呼吁大家齐心协

力把环境搞好。

“既然我先倡议，我就先自

己做。”2018 年 2 月，阿雅第一

次走上街头“捡垃圾”，独自一

人。

“刚开始可能很多人不理

解，甚至用异样眼光看我。但我

这个人最不缺的就是勇气。不

管别人怎么看，坚持做下去。越

来越多的人认可我，并愿意加

入进来。”

从一个人义务服务，发展

到 200 多名在日华人志愿者参

与行动；从西川口车站一地，发

展到池袋、上野、横滨等多地。

志愿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足

迹越来越广。

持之以恒的华人志愿者活

动给西川口环境带来了可观变

化。NHK、共同社、朝日电视台

等多家日本媒体也都注意到他

们。相关新闻播发后，一些日本

观众写来明信片或书信，表达

支持和谢意。

“好几次，日本人特意开车

停到我们面前，摇下车窗对我

们说‘谢谢，你们辛苦了’；还有

一些当地老人，看到有志愿者

带着儿童参加清扫活动，会走

上前充满爱意地摸摸孩子的

头，竖起大拇指说‘你真了不

起’。我们心里暖暖的。”阿雅认

为，这些不仅是对志愿者的鼓

励，也是对在日华人的认可。

“我们只是做了很小的一

个活动，但希望通过这份长期

坚持，用行动让日本人看到在

日华人的素质。”

华人志愿者的行动既证明

了自己，也造福了周边。眼见环

境好了，当地政府正在考虑扩

大对“中国城”周边基础设施的

投资。另据阿雅了解，西川口以

前年度商业集会很少邀请华人

店铺，但现在都会发来邀请。

“熊猫是中国的象征，日本

人也很喜爱熊猫。”阿雅特意选

择了熊猫这个中日民众都喜爱

的正面形象作为志愿活动的标

志。

诚然，近年来，日本有不少

针对华人或中国的负面报道，

有关日本对华人或中国印象不

佳的民调新闻也颇引人关注。

但阿雅希望用实际行动消除误

解，也盼望中日民众不断增进

对彼此的了解。

就如这支志愿者队伍的名

字———“闪光小分队”，阿雅希

望在日华人更多“闪光点”能为

外界看到。

也希望，这样的“闪光点”

越来越多，汇聚成中外交流更

大的正能量。

（《新华国际头条》）

□梁异

在日华人志愿者参与清理环境的志愿活动

年 月 日，马六甲海边的送王船申遗成功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