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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观察

慎终追远问祖寻根
清明是华侨华人慎终追远的

重要节点，他们为亲人扫墓、祭拜

民族祖先、缅怀早期华人移民。

每至清明，旅居海外的老华

人常带着小辈祭拜先人———擦拭

墓碑、送上香烛、摆好鲜花，一遍

遍讲述着先人的创业故事。逝者

与生者，哀伤与欢乐，彼此相交，

华裔新生代在这一刻感知清明的

传统，也完成对家文化的认知。

如果说，扫墓是对逝者的祭

奠，那寻根便是对生者的慰藉。华

侨华人常在清明参加对中华民族

祖先的祭拜活动，他们对故土的

热爱之情、与祖（籍）国人民血肉

相连的激情在活动中得以释放。

今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如

期而至，海内外华侨华人线上线

下联动，参与这“溯源、寻根、凝

心、铸魂”的传统盛事。

纪念先辈移民也是华侨华人

清明的活动之一。美国加州圣何

塞华工墓园近日迎来一批前往祭

拜的华侨华人。这个墓园安葬着

近 300 位华工，百年前，他们为美

国西部建设作出贡献，却因“排华

法案”和圣荷塞华埠大火客死异

乡。法国阿拉斯市近日也举办活

动，纪念华工为一战所作贡献。澳

大利亚新州华侨华人则在悉尼华

裔军人纪念碑前举行献花仪式

……华侨华人在这些活动中铭记

历史、缅怀先烈、祈愿和平。

同中存异
随着华侨华人融入住在国程

度加深，中国传统的祭扫风俗与

海外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同中

存异、见仁见智的祭扫方式。

在马来西亚，华人公共墓园

被称作“义山”，当地人常说清明

节要“上山扫墓”或“拜山”。按当

地风俗，扫墓前要先拜土地

神———大伯公。华侨华人入乡随

俗，在拜完大伯公等土地神后，再

前往墓园祭扫，或在灵骨塔下的

拜桌祭奠亲人。

此外，有百余年历史的吉隆

坡广东义山近些年推出“绿色清

明、文明扫墓”的理念，提倡减少

祭拜品，呼吁民众自行清理祭扫

残余。当地华人纷纷以行动支

持。

部分日本华侨华人选择在家

中祭扫，有人会购买微型墓地模

型，将逝去亲人的照片镶嵌其中，

用模型进行祭祀；也有人会在住

处摆上先人的遗照，奉上鲜花和

线香，以示纪念。

此外，国外一些公园、寺庙推

出针对华人社区的祭祀服务，以

方便当地华侨华人用多样的方式

追思先人。

“云”寄思念情思未淡
新冠疫情中断了不少华侨华

人的返乡祭祖路，“云祭扫”“代祭

扫”等寄托哀思的方式随之兴起。

侨乡青田有 33 万华侨华人

遍及世界各地，为满足民众的祭

扫需求，2020 年起青田推出“云祭

祀”服务，民众可以在网上公祭英

烈、祭祀先祖。

愈来愈多的地区推出线上祭

扫平台，华侨华人可以通过网络，

在指尖诉说对逝者的思念。

疫情下，问祖寻根活动也开

启了线上通道。“中华云祭祖”网

上平台便把公祭典礼现场拓展到

云端，无法亲临黄帝陵祭祀现场

的同胞，可以通过网络云端对轩

辕黄帝进行祭祀。

据统计，今年清明节假期首

日，中国各地参与网络祭扫民众

695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275.7%。

“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

对海外华侨华人来说，无论

采用何种祭扫方式，其对故人的

哀思，对民族的认同和对文化的

延续始终不变。

（新华网、中新网、马来西亚

《星洲日报》、美国《世界日报》等）

一部剧如何才能做到常看

常新，经久不衰？

自带“热搜”体质的《甄嬛

传》可以给出最佳答案。

日前，# 今年是甄嬛传 300

周年 # 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

剧中“公元 1722 年，雍正登基”

的开篇，到今年正好是 300 周

年。

“看剧下饭”“百看不厌”“看

嬛嬛不断逆袭就是爽”……化身

“甄嬛学者”的网友们更是人人

手持放大镜看剧，“臣妾做不到

呀”等经典表情包做了一套又一

套，让《甄嬛传》的梗活跃在互联

网的每一个角落，成了万物皆可

“甄嬛传”！

然而，随着国产剧“出海”热

潮，《甄嬛传》等国产古装剧也点

燃了海外观众的好奇心。

有中国留学生说，入坑《甄

嬛传》的原因是因为思念乡音。

把电视剧当作白噪音，听着娘娘

小主们花间莺语，作业写累时还

能瞥几眼剧情。

在 YouTube 视频网站上，

评论区的外国网友互动掀起了

一股追剧狂潮。嫔妃之间明争暗

斗，各方势力裹挟其中的宫斗逻

辑对外国友人来说纯属知识盲

区，不少网友选择蹲一个剧透，

或因看不懂中文，在线“卑微”求

翻译，完美诠释“同一个世界，同

样的追剧人”。

正如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

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很多外国网

友喜欢华妃真实、自信的性格。

其中，也不乏优秀“追剧课代表”

这样总结，“华妃只是《延禧攻

略》里的高贵妃，又一个《如懿

传》里的嘉贵妃罢了。”一句话，

尽显对中国古装剧的熟悉。

近年来，中国电视剧“走出

去”步伐不断加快。《甄嬛传》作

为“出口成功”的电视剧代表，

2013 年登上日本电视台，2015

年被网飞相中并缩成每集 90 分

钟的 6 集 mini 版，同年走进了

韩国、新加坡、印度和泰国观众

的视野。

颇具中华传统文化色彩的

电视剧激发了海外观众对中国

的好奇和向往。点绛唇、柳叶眉、

手串团扇、绒花头饰，又或是仙

气飘飘的四海八荒、十里桃林，

透过这些如诗如画的中国风构

图，他们想要了解中国历史文化

的想法也就越来越强烈。

不仅是古装剧，现代剧也收

获了大批海外粉丝。

《觉醒年代》《大江大河》《山

海情》等讲述中国近代革命史、改

革开放史、脱贫攻坚的电视剧也

获得海外观众的关注与好评，在

讲述中国故事的同时，展现可信

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不少海外

观众表示，他们通过荧屏，感受到

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了解到中

国民众的现代生活。

而今年火爆“春节档”的电

视剧《人世间》开拍仅一月，就被

迪士尼预购了海外独家发行版

权。导演李路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我在片场就告诉所有主创，

每个镜头、每句台词都要有国际

视野。我们最起码要从国际表述

的角度把好拍摄关，要思考外国

人如何看待我们这五十年的变

迁。”

其实，国产剧“出海”的背后

表明，精彩的故事情节、精致的

视觉呈现等特质是海内外观众

所共同期待的内容要素。从充满

奇幻色彩和东方浪漫的仙侠古

装剧到如今描写真实生活、呈现

今日中国的现实题材剧作，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正在被世界看见。

（《三联生活周刊》）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日

前，美国多所大学放榜，弗吉尼亚

州华裔高中生张嘉华同时被六所

常春藤盟校录取，包括哈佛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

奈尔大学、布朗大学和宾夕法尼

亚大学。哈佛等多所学校还为张

嘉华提供全额奖学金，并附上了

免费机票和提供住宿，邀请他到

学校参观。

另外，西北大学、安赫斯特学

院和弗吉尼亚大学等也都给张嘉

华寄去了录取通知书。

据了解，13 年前，张嘉华的

姐姐张宏杰，也曾被四所常春藤

盟校录取。

张嘉华的父亲在接受美国

《世界日报》采访时表示，自己一

家很普通，妻子为了照顾与女儿

相差较多岁的儿子特别上心，从

小就给予他足够的陪伴，并且培

养他喜欢读书的环境。张嘉华父

亲表示，自己从小不喜欢读书，只

有高中文凭，直到工作之后，才知

道学习的重要，而妻子也为了孩

子的教育，一路上照顾与陪伴他

学习。

另外，养成良好的习惯与兴

趣也很重要，张嘉华每天睡前一

定会看故事书，培养了看书的兴

趣。他从小到大也积极地参加课

外活动，比如运动、音乐或社交

等，他非常活跃，人缘也很好。

张嘉华母亲在张嘉华一路的

学习过程中，强调不攀比，自己和

自己比就好。张嘉华父亲说：“妻

子总是跟儿子说，不管学习好不

好，他都是最棒的儿子，不用跟姐

姐或任何人比。”所幸儿子从小就

有目标，且相当努力。

华裔父母从小对儿女教育就

很重视，张嘉华父亲指出，“陪伴”

这个过程很难，可能会影响儿女

今后的发展。他表示，很多华裔家

庭由于工作太忙，父母直到孩子

上了初中、高中才开始管教孩子，

拿孩子与其他人比较，他说：“如

果一开始无法帮助他们在成长的

过程中自律，等到走歪了再指指

点点，结果可能就有所不同”。

对于儿子的未来，张嘉华父

亲说他的愿望很朴实，前途或挣

钱多少都不重要，他希望张嘉华

在大学及往后的日子里学习做人

做事，剩下的就是快乐健康，不要

为了生活、家庭而烦恼就好。他举

例道，大女儿目前在华尔街工作，

特别辛苦，他不求孩子大富大贵，

只要孩子喜欢、开心才最重要。

（美国《世界日报》）

“出海”国产剧：
华侨华人在异乡
疫情下的第三个清明 阴 徐文欣

清明，应寄追思。

对海外华侨华人来说，这份思念来得更为深刻。疫情

下，他们久未返乡，只能在异国追忆故人、遥寄怀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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