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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交 50年来，中国和巴西务

实合作成果丰硕。巴西是中国在拉

美地区最大直接投资目的国，中国

已连续15年成为巴西最大贸易伙

伴。在两国经贸合作中，华侨华人

发挥优势牵线搭桥，他们对两国未

来经贸合作前景也充满信心。

巴西侨胞程普从事小商品进

出口生意，他在巴西打拼近30年，

生意一直非常顺利。“这几年，中国

电商蓬勃发展，我在巴西的生意也

开拓到了线上，开始为电商供货。

对我来说这是机遇也是挑战。”

2016年，巴西华人文化交流

协会主席上官建峰发现供美甲使

用的烘干机在巴西有很大的市场

潜力，于是他转战赛道，经营美妆

类产品，在尝试与探索中打造出自

己的品牌。“巴西消费者对中国产

品的认知度是一点一点提升的，我

见证了整个过程。”他说。

“随着中国与巴西的经贸合作

日益深入，侨胞也迎来更多发展机

遇和转型空间。”巴西中国和平统

一促进会永久荣誉会长尹楚平

1985 年到巴西闯荡，他从小商品

零售做起，凭借不懈努力，于 20世

纪 90年代成功创立了自己的进出

口企业，专注日用品跨国贸易。

尹楚平说，两国正加快发展

战略对接，在深化农业等传统领

域合作基础上，打造能源转型、

数字经济、低碳发展、智能制造

等前沿领域更多合作增长点。

“在巴侨胞愿为两国经贸往来合

作发挥自身优势，同时在住在国

继续树立良好的华人形象。”

（吴侃 金旭 来源：中国新闻

网、中国侨网等）

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川

菜以其独特的麻辣风味和丰富多

样的菜品，收获众多粉丝。

在海外，川菜正成为中餐文

化走向世界的“排头兵”。麻婆豆

腐、宫保鸡丁等经典川菜成为外

国餐桌上的常客，火锅更因其麻

辣鲜香受到众多食客的追捧。

走向国际舞台的川菜
20 世纪 80 年代前，由于地

理位置的原因，四川并没有像中

国沿海地区一样形成大规模的海

外移民，因此川菜在海外的传播

相对有限。当时，虽然有部分川菜

馆在美国开设，如福禄寿、成都饭

店等，但并未形成大规模的效应。

随着中国与全球交流合作的

加强，川菜被进一步推向国际舞

台。1980年，川菜馆荣乐园在美国

开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

在境外与外方合营的川菜馆。

2010 年，成都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评为“美食之都”，进一步

推动了川菜在海外的传播与发

展。越来越多的川菜企业响应号

召走出国门，如海底捞等在新加

坡、韩国、日本、美国、加拿大、英

国等地开设分店。

多彩活动助川菜出海
为提升川菜在海外的知名度

和认可度，近年来，关于川菜出海

的活动日益增多。由世界中餐业

联合会打造和主办的“世界川菜

大会”是其中之一。

自 2018 年始，“世界川菜大

会”在成都双流、资阳市、眉山市、

成都郫都、雅安市、广安市连续举

办六届。

大会不仅探讨川菜出海的广

阔前景，也交流出海中面临的一

些挑战。例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饮食文化差异、食品安全标准不

同等。

当三星堆遇见四川味
近日，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宣

布“第七届世界川菜大会”将于

12 月 11 日至 13 日在四川德阳

举行。届时，来自海内外的中餐业

者将相聚德阳，共话行业趋势、共

赏川味盛宴。

德阳不仅是三星堆的出土地，

更是美食专著《醒园录》的诞生地。

《醒园录》诞生于清朝，由李

化楠记录，其子李调元增补并最

终印制传世。李化楠做过浙江余

姚和秀水的县令，宦游江南多年，

见识、创意了很多美食，以浙菜、

粤菜为主，并和川菜融合，最早开

创了“江南菜川做，川菜江南做”

的风气。其著作《醒园录》也可称

为历史上最早的江南菜和川菜融

合的书面记载。

李调元在《醒园录》的序言中

写道：“先大人（指李化楠）至于宦

游所到，多为吴羹酸苦之乡。厨人

进而甘焉然者，随访而志诸册。不

假抄胥，手自抄写，益历数十年如

一日矣。”

现存的《醒园录》中记载了

120 多道菜式，上卷主要记载荤

菜的做法和保藏方法，下卷主要

记载糕点、蔬菜、酱菜、饮品、乳

品、蛋品的制做法。最有特色是豆

制品的酿造和加工，这同中国自

古以农立国传统生活方式有关。

《醒园录》记载了美食的制作

方法，更融入了作者对生活的热

爱。正如今日出海的川菜，是食客

们的心头好，也是远方游子魂牵

梦绕的故乡味。

（徐文欣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等）

当热情桑巴邂逅中华文化

中国与巴西，分别位于东西半球。从 16

世纪海上贸易的邂逅，到全球化背景下的深

度交融，华侨华人和巴西民众跨越山海，相

知相交，共同种下友谊的种子。

中国人移民巴西的历史超过

200 年。自 1809 年起，首批中国

茶农经历千辛万苦漂洋过海来到

巴西种茶授艺。他们还送来果树、

香料等经济作物，今天巴西人厨

房用的很多调料和食材，如八角、

桂皮、杨桃、龙眼等都源自中国。

随后多次分批来到巴西的中

国劳工，还参加了修铁路公路、开

采金矿、修造船只、生产火药等，

他们还经商、开餐馆，为城市繁荣

发展贡献力量。1855年在修建巴

西佩德罗二世铁路一期工程中，

大约有 5000名中国劳工因瘟疫、

霍乱等献出了生命。

为纪念中国移民为巴西的

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2018 年 6

月，时任巴西总统特梅尔签署法

令，将每年的 8 月 15 日设立为

“中国移民日”。

如今，巴西的华侨华人已超

过 30 万人，华侨华人在各行各

业取得优异成绩，同时努力融

入、回馈当地社会，开展扶弱助

贫、赈灾纾困等爱心活动，以善

行回馈“第二故乡”。

巴西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不同的族裔文化相互交融，形成

了独特而多元的文化风貌。

巴西和平统一促进会永久

名誉会长王俊晓旅居巴西 39

年。他说，里约狂欢节是巴西全

国规模最大、国际知名度最高的

狂欢节，被称为“地球上最盛大

的表演”。当地民众对舞龙舞狮、

武术等非常感兴趣，中华文化受

到了热烈欢迎。

王俊晓回忆称，2018 年他

受邀参加桑巴大道巡游，深切体

验到热情桑巴与中华文化的“碰

撞”。“我换上了一身中国北方武

士的装束，第一次站上以长城文

化为主题的花车，当地民众用中

文说‘你好’‘谢谢’的回应至今

让我记忆犹新。”他说，除了熊

猫、兵马俑等中国元素外，参与

“得益于针灸我的肩周炎有所好

转，后来我的亲戚朋友纷纷来接受

中医诊疗。”来自巴西山城科蒂亚的

苏埃里·平托很认可中医的疗效，常

常参加在当地举行的中医义诊。

这样的中医义诊每月一次，

由巴西中医药学会组织。“义诊

活动已经坚持 21 年，学会先在圣

保罗南部义诊，随着学针灸的巴

西学生增加，就分出力量在科蒂

亚增设义诊点。”巴西中医药学

会执行会长叶富坤说。

他表示，最初在巴西推广中医

并不容易，1973 年他初到巴西时，

当地人认为用一根针治疗

病痛简直是天方夜谭，他

要背着针药工具包在大街

小巷找病人。“经过中医人

多年深耕，如今针灸、推拿

等治疗方式越来越受到当

地人认可，中医药已经走

进巴西人的生活。”

随着在拉美地区逐渐得到

认可，中医药发展也逐渐体系化

和专业化。作为世界中医药学会

联合会的创会成员，巴西中医药

学会近年举办了近 10 次国际中

医师、针灸师专业人员水平考试

（南美考区），考生来自巴西、阿根

廷、智利等南美各国。

巡游的侨胞朋友也穿上了和茶

叶相关的服装，展现两国文化交

往的历史和渊源。

在巴西东北部最大城市累西

腓市，当地将 2024 年设为“中国

年”。累西腓华侨华人协会会长

卢功荣介绍，2022 年当地政府就

将中国春节设立为官方节日。

“从喜庆的春节氛围开始，当地

民众渐渐喜欢上中华文化，彼此

间的欣赏和尊重是掀起‘中国

热’的重要原因。”

“中餐馆在当地随处可见，煎

炒烹炸的中国美食‘圈粉’无数，

很多巴西民众对中式烹饪情有

独钟，还有中国茶道、书法展览

等也很受追捧。”卢功荣说，20 多

年间，他见证着华侨华人一步步

融入当地生活，与当地民众结下

深厚、真挚的友谊。

巴西青田同乡总会永久荣

誉会长叶王永说，在圣保罗州，

中国的国庆节也被定为“中国

文化暨移民日”。巴西以文化融

合而闻名，与中国相关的节日

增多表明两国文化的相互欣

赏，也反映出当地社会对华侨

华人的认可。

巴西华人的历史与今天

当热情桑巴遇见中华文化

中医药走近巴西民众生活

务实合作为侨胞带来机遇

2024 年 8 月 15 日晚，北京居庸关长城点亮灯光，庆祝中国与巴西建

交 50周年。中新社记者贾天勇 /摄

巴西圣保罗15所功夫

学校联袂打造的105.91米

舞龙，创下“巴西最长龙”

纪录。

中新社记者林春茵 /摄

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在圣保罗大学举行龙舟赛，庆祝巴西“中国移民日”。

圣保罗汉语桥俱乐部供图

巴西民众体验中国传统医学针

灸按摩。中新社记者莫成雄 /摄

“文化中国·锦绣四川”印度尼西亚站活动在雅加达举行。中新社记者李志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