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厦门沙茶面、莆

田卤面、沙县拌面……还

有福建人不知道的“福建

面”？

这盘来自吉隆坡金

莲记的“福建面”，用酱油

炒制而成，卖相朴实，吃

起来是干香软滑好滋味，

在当地无人不知无人不

晓，已然是马来西亚旅游

攻略里被推荐的美食之

一。

创始人王金莲来自

福建安溪，取名叫“福建

面”，意为福建人炒的面。

在今天马来西亚的

街头巷尾，还能见到许多

印刻着“福建 DNA”的小

吃。

它们不仅寄托着制

作者们浓浓的乡愁和回

忆，更传承着福建人当年

来南洋谋生时坚韧不拔、

自强不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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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街的黄皮肤，入耳既有福州话也有闽南

语。异国他乡的街头，为何处处见“福”？

让我们一起穿越马六甲海峡，探索“下南

洋”的重要站点———马来西亚。

福建没有的“福建面”

福州和诗巫，都有这条路

马来西亚诗巫有“黄

乃裳路”，福州有“乃裳

路”。福州和马来西亚的

诗巫，怎么都有一条“乃

裳路”？

黄乃裳是谁？

一百多年前，正是福

州人黄乃裳带着 1118 名

福州十邑移民历尽艰辛，

开垦蛮荒，在马来西亚沙

捞越诗巫开辟出一个“新

福州”。

120 多年后的今天，

诗巫的变化已远超他设

想的“新福州”，依托一

代代新移民发展壮大，

成为了当地远近闻名的

“中国城”。

“中国肝脏外科之

父”吴孟超，5 岁时也曾

远涉重洋到马来西亚

诗巫投奔父亲。直至

1940 年，17 岁的吴孟超

决定离开生活了 12 年

的马来西亚，回到祖

国。

好巧，你也是“厦大人”

厦门大学有多大？大

到一个学校，可以横跨两

个国家！

2016 年，厦门大学马

来西亚分校迎来首批新

生入学，这是中国大陆高

校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

分校，被誉为“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上一颗璀

璨的教育明珠。

1921 年到 2011 年，

从厦大校主陈嘉庚用他

在马来亚赚的钱，返回故

乡倾资创办厦大，到厦大

筹建马来西亚分校，跨越

90 年的历史回响，是福建

与马来西亚间的独特情

缘。

值得一提的是，马来

西亚是海外唯一拥有完

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

家，这里的华人子弟可

以学习华语，更有许多

海外的华人子女跨国、

跨海到马来西亚学习华

文。

送王船，做好事

火烧王船，燃起的熊

熊烈火，延续着六百多年

来闽南人走向海洋的共

同历史记忆。

这项广泛流传于中

国闽南地区和马来西亚

马六甲沿海地区禳灾祈

安的民俗活动。自 15 至

17 世纪形成以来，随着

“下南洋”和海上贸易，逐

步从中国闽南地区传播

到东南亚地区。

2020 年，由中国与马

来西亚联合报送的“送王

船———有关人与海洋可

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

共同成长，互相成就

还记得曾经代

表世界羽坛巅峰的

“神仙打架”———林

李之战吗？

近日，世界羽联

官方宣布，中国羽毛

球名将林丹和马来

西亚名将李宗伟入

选 2023 年世界羽联

名人堂。

两位运动员之间

的竞技已谢幕，他们

缔结下的深厚友谊也

映照出福建与马来

西亚的特殊缘分。

福建省与沙捞越州签署相关合作备忘录

福建与马来西亚交往历史

渊源深厚，友谊源远流长。

从一百多年前福建人前往

马来西亚，到如今福建和马来西

亚发挥互补优势，双方在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不断走

深走实，结出了累累硕果。

今年是中马建立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10周年。5月13日，福建省

与沙捞越州签署相关合作备忘录。

相信福建与马来西亚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美好画卷将更加精彩。

（林蕙钧 郭金铭 周若楠 来

源：福建日报）

实践”联合申遗成

功，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

这是中国第一

个和“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联合申遗成

功的项目，也是厦

门首个申报成功的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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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统考现场

探索“下南洋”的重要站点———马来西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