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祖国没有忘记我们，海外

游子一直被祖国牵挂。”斯里兰卡

华文媒体人、斯里兰卡中国企业

商会首席媒体官杨诗源说，得知

“春苗行动”在斯里兰卡启动的消

息，当地同胞的微信群洋溢着喜

悦、激动的氛围，“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盼来了！”

目前，“春苗行动”已在多个

国家先后正式启动，积极帮助海

外同胞接种新冠疫苗。据中国外

交部微信公众号“领事直通车”4

月 2 日消息称，自“春苗行动”正

式宣布以来，已有 20 多万海外同

胞在不同国家接种新冠肺炎疫

苗。

多位身处“春苗行动”落地国

家的海外同胞表示，祖国的关怀

非常及时，大家从心底感谢祖国

牵挂，同时增强了抗疫信心。

“春苗行动”4月 5 日在斯里

兰卡“一带一路”建设标志性项目

科伦坡港口城营地正式启动。据

杨诗源介绍，斯里兰卡全岛设立

了 4个接种点为中国同胞接种疫

苗，正式接种前还进行了接种演

练。

“‘踊跃参与’不足以概括大

家的积极性，大家心情就像过年

了一样，现场听到最多的是‘感谢

祖国’。”已接种疫苗的杨诗源说，

现场一路有工作人员细致引导，

同胞们自觉维持良好纪律。“这份

沉甸甸的大礼包代表着祖国对海

外同胞的责任与牵挂”。

据安哥拉中国总商会副会长

高阳介绍，“春苗行动”4 月 3 日

正式落地安哥拉，在安各大商会

都参与到“春苗行动”组织工作

中。

“从人员摸底、统计报名、审

核信息到现场协调，我们争取不

落掉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中国同

胞。”高阳告诉记者，目前每天可

接种 800 人左右，预计 4 月 16 日

所有报名的中国同胞都可以完成

接种。

高阳传来的疫苗接种点罗安

达中泰医院的现场图片中，大家

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排队等

待接种。接种点有一个红色立牌，

立牌上醒目的字样写着“感谢祖

国挂念我们，我爱你祖国”。

“这正是安哥拉同胞们的心

声。”高阳说，大家一直都期待尽

早接种上疫苗，“春苗行动”让同

胞们感到很自豪，也增强了大家

战胜疫情的信心。大家表示接种

后会继续遵守各项防疫规定，维

护抗疫成果。

继 3 月 27 日在津巴布韦首

都哈拉雷正式启动之后，“春苗行

动”目前也已在津首都以外地区

开始实施。据统计，截至 4 月 7

日，津境内已有近 1000 名中国公

民顺利接种中国疫苗。

“能在津巴布韦接种到来自

祖国的疫苗，感觉很激动、自豪。”

中非经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席

赵科网上预约后，已到疫苗接种

指定医院顺利完成接种。

他介绍说，“春苗行动”在津

启动以来，成为在津同胞的热议

话题。“周围朋友都已接种疫苗，

‘春苗行动’对我们来说非常及

时。”

4月 10 日上午，为在柬埔寨

中国公民接种新冠疫苗的专项安

排在金边王家军总医院正式实

施，“春苗行动”在柬正式落地。

“能尽快接种疫苗是所有在

柬中国同胞的渴望，‘春苗行动’

的到来，让我们十分激动。”柬埔

寨江西总商会会长魏思钰说，接

种完疫苗后感觉“非常良好”，“就

像吃了颗定心丸。”

“疫苗是帮助控制住疫情的

有效途径。”魏思钰表示，“感谢祖

国的惦念，希望早日恢复正常生

活。” （中新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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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住处墙上，一本挂历上

印着“日本乌冬面，源于尤溪”的

字样。这是曾经留学日本 8年的

一个民间人士不可思议的“较

真”，为此，他 20 年来被别人称为

“不务正业”，甚至被称为“神经

病”而不曾放弃。日本乌冬面研究

机构春节前回应他并寄了贺卡，

这让他更乐此不疲。

一把祖传切面刀

牵出日本留学往事
傅树华从保险柜取出祖辈传

下来的尤溪切面刀。他说，这把刀

从爷爷传给父亲，至今有上百年

历史了。

1949 年以后，他的父亲不再

从事尤溪大条面制作的工作，而

如今的大条面也大多用机器制

作，切面刀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一

个甲子以上，要在民间找一把切

面刀都像海底捞针了。他不但完

好保存了这把切面刀，还特地让

人按旧切面刀的样子又去打造了

一把新切面刀作为纪念，平常不

肯把旧的切面刀示人。从聊这把

切面刀开始，他和盘托出自己多

年的“大条面情结”。

傅树华 1988 年留学日本。在

日本新宿日语学校的一堂日语课

上，老师介绍起当地的乌冬面。他

告诉老师，这个面和尤溪切面一

样，可能是从他老家过来的。他的

说法让中国留学生哄堂大笑。别

人把它当傅树华的思乡笑话看，

傅树华却心里暗暗认了真。傅树

华回国后，开始有意识地去了解

尤溪大条面的文化。

傅树华如今的主业是开“造

假公司”，制作仿真菜。他的作品

带到日本时也让日本食品模型界

为之惊叹。每次参加各种展会，他

的仿真菜的主打必定是那盘体积

庞大的“尤溪大条面”仿真模型。

随着公司上轨道，他开始情迷家

乡的大条面。这五年来，他每年两

次往返日本收集相关资料，去年

一年去了四次，还培训了一本“乌

冬面资格证”。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尤溪大条

面，他去民政部门注册了“沈城切

面研究所”，还多次找家乡的相关

部门，希望能引起对民间技艺的

重视，也藉此推广朱子文化。

乌冬面和尤溪有某种关联
日本最具特色的面条之一

的乌冬面源自中国，这个日本人

都承认。但相关研究者到中国

寻觅 30 年，一直无法确证源自

哪个城市。傅树华留学日本回

来后，一直想证明“日本乌冬面

源于福建尤溪切面”，这种被俗

称为尤溪大条面的尤溪切面就

是“朱子寿面”。

“尤溪是朱熹的家乡，崇祯

年间编纂的《尤溪县志》原本如

今藏在日本东京图书馆。”傅树

华提出，著名的理学家朱熹的家

乡尤溪曾经就叫沈城，他乳名就

叫沈郎。而“朱子寿面”又叫“长

命百岁夫子面”，也流传着一段

故事。

传说，朱熹出生后常哭闹不

停。在他三岁生日那天的中午，他

的父亲朱松带他到一户人家中，

对方正在吃“汤饼”（宋朝以前对

面条的称呼）。看到挨饿的父子，

主人把旁边发酵完并揉好的面团

切成长条的面下锅，经过捞煮冷

却盛放到碗里，然后用筷子喂给

朱熹吃。朱熹一吃这个面就再也

不哭了。后来，吃这个面也成为朱

熹一生的嗜好。这种“弱如春绵，

白若秋练”的尤溪大条面就被称

为“朱子寿面”，它的做法和吃法

也在尤溪县城流传下来，历经几

百年而存在当地百姓生活中。

朱子理学传到了朝鲜，再传

入日本，使日本

走上一条井然

有序的发展道

路。在维基百科的词

条“朱熹”中，关于其“学

术成就”中也有这样评价：“在中

国儒学史上，朱熹理学的作用和

影响力仅次于孔子。”傅树华认为

尤溪大条面传到日本，也跟朱熹

理学有某种内在关联。

朱熹的诗有“为有源头活水

来”的句子，从面的角度，傅树华

认为这就是尤溪大条面的文化内

涵。他坚持认为，至少有 700 年历

史的尤溪大条面就是日本乌冬面

的故乡。他提到另外一种可能的

关联。

空海和尚曾经过尤溪
很多人知道，日本最地道的

乌冬面在香川县。这个日本最小

的县有近千家乌冬面馆，以制作

“赞歧乌冬面”名扬天下。香川县

的口头传说是，奈良时代（唐朝），

本地的空海和尚（弘法大师）由中

国带回乌冬的制法传授给赞岐

人。“乌冬”在日本比较有名的老

字号写成“饂饨”（音近中国古代

面食“馄饨”）。

日本人 30 多年来多次到中

国西安等地寻找乌冬面源头无

果。他们倒是印证了空海法师到

过福州和尤溪的说法。据《福州开

元寺志》中记载，唐朝时，空海法

师因台风飘散至赤岸村（今霞

浦），后居住在福州开元寺。如今，

福州市华林路的开元寺内还有空

海法师的像。

傅树华通过查找资料和请教

专家，提出一种可能：上游尤溪的

水注入闽江，流到福州尤溪洲，尤

溪洲一带曾经有放排的尤溪人生

活。从尤溪洲到尤溪要两天的时

间，木排上的人会把尤溪大条面

煮开后直接涮着闽江水吃。空海

法师要北上长安，必须从闽江经

尤溪路过。只是，空海法师是否在

船上吃尤溪大条面或经过尤溪时

见过大条面，目前没有找到相关

记载。

日本人川原浩听到傅树华说

尤溪大条面和乌冬面的渊源时，

感觉像是在说天书。他到傅树华

老家尤溪，惊讶地发现尤溪县到

处都是“乌冬面”。川原浩认为，日

本当地的乌冬面的原始吃法像尤

溪大条面那样拌着吃，或许有一

定的渊源。

川原浩曾发了一封信给日本

香川县赞岐乌冬面研究会，没想

到对方不但回复了，还邀请傅树

华到香川县参观。川原浩和傅树

华两人到日本，与香川乌冬面研

究会副会长诹访辉生碰面，诹访

辉生听到傅树华的推论后很兴

奋。此后，双方关于乌冬面和尤溪

切面的友好交流延续下来。

“尤溪大条面应该成为中国

十大面条，名气要像孟非的小面

那样大。”如今，已是知天命之年

的傅树华，对家乡的感情愈加浓

厚。他说，虽然不在家乡生活，但

他念念不忘重新让世人认识尤溪

大条面，了解民间大条面独特的

加工工艺，保存一份民间的文化

记忆。 （人民网报道）

阴 马秀秀 吴侃

日式乌冬面

尤溪大条面

4月 5日，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疫苗接种点，中国公民排队等候接种疫苗

津巴布韦“春苗行动”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