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壁画由不同华埠地标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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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宇宙，星河灿烂。闪烁繁

星中，一些小行星以人的名字命

名，这是一项国际性、永久性的荣

誉。而这其中，有多颗小行星以杰

出侨领的名字命名，成为“夜空中

最闪耀的星”。

陈嘉庚星
1990 年 3 月 31 日，国际小行

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在国

际《小行星通报》刊物上发布公

告，将中国紫金山天文台于 1964

年 11 月 9 日发现的第 2963 号的

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陈嘉庚星”。

陈嘉庚是知名侨领，被誉为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874 年

10 月 21 日，陈嘉庚出生在闽南

渔村，而后创业于东南亚成为“橡

胶大王”。陈嘉庚一生奉行“国家

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

展，全在于教育”的理念，在各地

创办和资助学校达 118 所。

1911年，陈嘉庚先后创办了集

美小学、集美中学、师范、水产、航

海、商科、农林等校(统称集美学校)

和福建省最早的综合性大学———

厦门大学。第 2963号小行星以陈

嘉庚名字命名，与其为科学教育事

业所作的贡献密不可分。

陈嘉庚是“科教兴国”的先

行者。在倾资兴学过程中，他非常

注重培养科学技术专门人才，集

美学校很早便有了商科、航海、农

林等专业。他还尽可能地利用自

己的影响力，在全国倡导科学教

育。1949 年，陈嘉庚向全国政协

第一次会议提交 7项提案，其中

之一是：“科学建设为建国首要之

图。查现在全国各中学有科学馆

之设备者寥寥无几，欲培养科学

人才，实应自中学始。”该提案全

部为大会所采纳。

中国科学院为了纪念陈嘉庚

对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向国际小

行星命名委员会建议把第 2963号

小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并获得

国际小行星中心认可。

李陆大星
李陆大是东南亚著名的慈善

家、实业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

最早一批为家乡捐资兴办公益事

业的海外侨领代表。

祖籍福建安溪的李陆大生前

虽身居异邦，却心系故土，积极参

与家乡公益事业。慈山学园、俊民

中学、安溪一中、陆大医院、官桥

医院，以及颖如大桥、振羽大桥等

都留下了他的慈善印记。据不完

全统计，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007 年逝世的 20 多年间，李陆大

或兴教助学、兴医惠民，或修桥造

路、修缮古迹，累计捐资 1.5 亿元

人民币。

为表彰其在中国公益事业的

贡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将编号为“3609”号的小行星命名

为“李陆大星”。

1996 年 4 月 16 日，在“李陆

大星”命名典礼上，李陆大说：“中

国是我的故乡，我在这片土地上

出生成长，这里是我的根之所在。

我虽然旅居海外多年，但中国一

直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当我在

海外创业略有成就时，最大的心

愿就是能为故乡和故乡的父老乡

亲奉献绵薄之力。适逢中国改革

开放的大好时机，使我有幸能一

了多年夙愿。”

陈伟南星
陈伟南 1919 年出生于广东

省潮州市沙溪镇，1937 年赴港谋

生，当过店员和小贩，香港沦陷后

回乡务农。1946 年再度赴港，艰

苦创业，先后创办香港星洲胶业

有限公司、香港星洲贸易有限公

司、香港屏山企业有限公司。他用

数十年的努力创立了雄厚基业，

其桑梓情怀也愈发浓烈。

数十年来，陈伟南捐资数千

万元在潮州市潮安县沙溪镇建立

宝山中学；帮助母校韩山师范学

院(原韩山师专)修建教学楼、校史

馆、校道、东校门、西校门等，捐资

总额 800 余万元，加强教学设施

和师资队伍建设；捐资百余万元

港币给予潮汕星河奖基金会，奖

掖优秀的潮汕学子……据不完全

统计，陈伟南在教育、文化、医疗

等公益事业，累计捐资逾一亿元

人民币。

2008 年 11 月，经国际天文联

合会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紫

金山天文台发现的编号为 8126

号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陈伟南

星”。

在授予命名证书时，紫金山

天文台称，之所以将陈伟南的名

字刻上天穹，是因为他是德高望

重的爱国实业家和慈善家，奉行

“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的格言，

将全部精力贡献给中国的文化教

育和慈善事业。

（冉文娟 来源：中国新闻网）

07侨居海外2023年 2月 24日

编辑：林硕 美编：蔡晓伟

www.xmweekly.com

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乃

至整个马来西亚，“福”字亮

相频率极高。马来西亚为何

处处见“福”，它深入马来西

亚华人生活有何文化和历史

根源？

据马来西亚文化学者菲

尔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以

前，“福”字用于人名相当普

遍，只是近年随着新一代父

母取名观念的改变，使用率

才有所降低。走在马来西亚

街头，“福”字处处可见，比如

庙宇用“福广宫”或“广福

宫”。“福广”和“广福”一语双

关，既包含了广东和福建两

大籍贯，又表现了华人在海

外的愿望———祭祀或拜神带

来福运。

此外，“福德祠”“福德正

神”庙宇也随处可见。在槟城

的大伯公街，有一座始建于

1850 年的福德正神庙。事实

上，这就是马来西亚华人社

会的土地庙，寄托着人们对

惜福、有福、享福的期许。

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

上，几乎一致认定“有史迹可

考”的第一家华文私塾，为创

立于 1819 年的槟城五福书

院。

“福”的深厚含义植根于

中华文化。早在甲骨文中，就

有“福”字。“福”字的甲骨文表

达的是巫师向祭坛敬酒，可见

通过祭祀可以得“福”。古人相

信万物有灵，为了生存，他们

除了跟大自然对抗，还对其有

精神上的敬畏和寄托，那就是

祭祀祈福。“福”字的构造，也

表达出古人对得到“福”的一

种坚定不移的意愿。

马来西亚华人对“福”的

青睐，既有中华文化传承，也

有深刻历史根源。为追求幸

福生活，马来西亚华人先辈

背井离乡，出外谋生。他们来

到异乡为异客，面对未知，心

灵需要慰藉，于是把对生活

和生命最好的祝愿寄托在祈

福里，跟“福”有关的事物和

习俗一代代传承下来。

马来西亚是一个文化多

元的国家，各种文化互相影

响。马来西亚很多华人习惯

用方言给孩子们取名字，

“福”字可以是 FOOK（粤

语），也有HOCK（闽南方言 /

潮汕方言），其他民族对华人

名字里的这些发音已耳熟能

详。

“福”是不同族群共同追

求的目标，每到农历新年，

“福”字到处可见。一些对华

人而言代表幸福的事物也被

其他族裔采用，例如舞狮。今

年刚过去的印度裔庆典大宝

森节，吉隆坡的主要活动就

邀请了舞狮团祈福。“此外，

从华人过年红包文化衍生出

青包（马来裔）文化、紫包（印

度裔）文化，我们很高兴看到

这种融合。”菲尔说。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全

人类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愿

望，这可以说是超越宗教、种

族、社会的。

近年，人类见证了很多惊

心动魄的变化。面对灾害和

苦难，祈福体现了人们对幸

福的追求和向往。祈福之余，

还要共同惜福。全人类要共

同努力追求幸福，珍惜幸福

而不是破坏幸福，这是“福”

文化给世界最好的启迪。

菲尔，原名陈焕仪，祖籍广

东潮阳。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

州乔治市，福建师范大学文学

博士，已出版10本著作。

（陈悦 来源：中国新闻社）

在海外，喜庆的春节活动拉开

了唐人街的新年序幕。在红火的氛

围中，华埠也在展现新的生机。

华埠风景线更新
在美国纽约，一副新壁画为曼

哈顿华埠商业改进区带来一抹“春

日暖阳”，寓意在新的一年，华埠社

区能够繁荣，充满爱与希望。

壁画中容纳了不同华埠地标，

还有凤凰、舞狮、奶茶、火锅、麻将

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和平”“喜

悦”“爱”等字样装饰在周围，为华

埠注入新活力。

创作者华裔艺术家陶晋希望

富含中华文化的壁画能够丰富华

埠风景线，以此吸引更多游客造访

并带动经济。

守护华裔社区居民出行
在旧金山，华埠白兰站自开通

以来吸引了不少人前去打卡。当地

华裔新老移民们化身“交通大使”，

帮助乘客即时了解乘车信息，保障

乘客安全。

交通大使唐先生介绍，白兰站

可以直达湾景区与米慎湾等多个

华人社区，到白兰站的乘客 90%是

华裔长者。“他们来到新的环境，有

相同语言的人可以提供帮助，便不

会觉得惊慌。”他说，因为可以说流

利的中文和英文，他还为很多游客

担任向导和解说。

前往乘坐地铁的刘婆婆说，一

进地铁，看到和自己语言相通的交通

大使上前帮忙指路，感到很亲切，也

不会担心自己搞不定怎么坐车了。

提升旅游体验
温哥华华埠是加拿大最大的

唐人街，也是北美最大的唐人街之

一，其历史可追溯至 19 世纪后期。

日前，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向

温哥华华埠基金会拨款逾 180 万

加元，以支持该基金会振兴温哥华

唐人街、提升旅游体验的倡议。

该笔资助将通过加政府太平

洋区经济发展署的旅游救助基金

提供。其中 130 多万加元将用于对

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华埠掌故

博物馆以及中山公园等标志性社

区建筑进行现代化改造，譬如增设

新的节能照明设施，升级店面门

窗、新标牌及遮阳篷，翻新砖瓦等。

其余资金将用于扩大“点亮唐

人街”户外庆祝活动。该项活动每

年 9月举行，为期两天。这一活动

在去年吸引了约万名游客到访唐

人街。

加拿大政府表示，该笔资金将

帮助温哥华华埠社区维持数百个

就业岗位，并为代表性不足的群体

创造约 50 个就业岗位，吸引上万

名游客。

迎来开发发展
在马来西亚，关丹市政厅拟在

阿亦布爹区开发唐人街，设立牌

楼，开展具有中华色彩的活动，以

突显当地华人社区习俗，打造吸引

更多游客的旅游产品。

关丹市市长韩旦表示，期望这

项计划可以得到华社的积极参与，

带来更多商业机会之余，也推动中

华文化的传播，发扬华社文化特

色。

当下，多地华埠因地制宜，规

划长远，成为一道饱含中华文化元

素的独特风景线。希望唐人街的明

天会更好！

（金旭 来源：中国新闻网）

马来西亚学者菲尔
谈“福”文化在马来西亚

华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