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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银锑）7 月

22 日，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

青年委员会举办“探寻企业文

化 感受多彩艺术”特色活动，

走进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

司、厦门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

限公司、“会动的”《清明上河

图》厦门站，厦门印联会青委会

会员、在厦印尼留学生代表等

60 余人参加了活动。

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会

长陈晓鹭表示，此次活动带领

大家体验厦门高质量发展成果

以及传统艺术之美、人文之韵，

同时深化“侨二代”“侨三代”间

交流互动，继续弘扬爱国爱乡

传统，增进相互了解，深化彼此

友谊。

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副

会长兼青委会会长陈雪芬说，

参加本次活动的人员年龄跨度

很大，既有 88 岁的归侨，也有

8 岁的小侨友。活动旨在丰富

厦门印尼归侨“侨二代”“侨三

代”对航空工业科技等高新企

业的了解，同时感受传统文化

艺术的魅力。

感受航空业工业发展

活动第一站走进神秘、新奇

的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

晴朗的天空下，银白色的飞机向

大家敞开了胸怀。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侨二

代”“侨三代”们了解厦门太古

发展历程、业务工作。据介绍，

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厦门太古”）是亚太

地区其中一家领先的飞机维

修、修理及大修服务供应商，以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为基地，拥

有能同时容纳 12 架宽体飞机

和 5 架窄体飞机的 6 个飞机

库，雇用约 4400 名员工。

厦门太古提供一系列的机

身服务，包括机身维修、整装、客

舱整装及客机改装货机服务，另

外，该公司也在中国各主要机场

提供航线服务。

“侨二代”“侨三代”们在飞机

零部件陈列展厅，亲眼见识了飞

机的部分零部件，了解它们的

材料组成、性能；近距离观察私

人定制客机模型，并进入空客

公务机 1:1 客舱模型亲身感受；

在太古翔安维修基地一期工程

模型旁，感受在建的厦门新机

场。讲解人员介绍飞机所使用的

轮胎，并邀请大家触摸感受。

现场很多“侨二代”“侨三代”

纷纷表示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

参观体验活动，航空工业和想象

中的很不一样，了解了和飞机制

造有关的故事，很有意思，是一

次难得的体验。

探寻可口可乐背后的故事

接下来，大家来到厦门太古

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一起探

寻可口可乐背后的故事。

在可口可乐公司解说员的

带领下，大家一起走进了制造部

的参观走廊，俯瞰整个生产过

程。现代化的生产线上，各项工

序在机器的操作下有条不紊地

进行着。

可口可乐公司解说员带领

大家一边参观，一边解说，介绍

了每一个生产过程。厦门太古

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创立

于 1996 年，占地面积达 7 万平

方米，四条现代化生产线。让大

家感到惊奇的是，每分钟生产

1000 瓶可乐的生产线上，看不

到几个员工。大家感受到可口

可乐高效的管理机制，以及致

力于环保的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

在可口可乐博物馆，珍藏

着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可口可

乐纪念瓶。“老佛爷”设计的可

乐瓶、兵马俑造型可乐瓶、施华

洛世奇水晶瓶以及各个时代不

同造型的可乐瓶等，让你享受

可乐瓶的视觉盛宴。

博物馆以红色为主，有只很

大的北极熊，还有很多的复古可

乐海报，可乐风十足！大家拿出

手机不停地拍拍拍，“太适合放

在朋友圈里秀一秀啦！”侨友们

边拍边兴奋地说。

“穿越”历史长河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中国

馆，一幅动态版《清明上河图》，

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日前，这

一中国馆的“镇馆之宝”登陆厦

门。

“会动的”《清明上河图》围

绕《清明上河图》及北宋文化运

用高科技手段，还原约一千年

前中国城市与文化的繁荣景

象。原画卷笔下的人物、舟、车

都“活”了，日夜更迭的都市场

景，动态人物、繁忙的汴河漕运、

喧闹的街市、还有飞禽走兽……

让你仿佛置身于繁华的北宋汴

京城。

“侨二代”“侨三代”们观看过

后无不称赞不已，既惊叹于作品

恢弘的气势和新颖的表现手段，

更折服于中国艺术文化的伟大

成就。

南音古乐展演在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举行
7 月 21 日晚，“西塞山前白鹭

飞”———南音古乐展演在吉隆坡

中国文化中心举行，吸引约 200

名周边市民参与。

来自厦门欧厝南音泥土计

划、厦门市观音山音乐学校、泉

州白奇回族南音社师生代表团

与马来西亚雪隆同安会馆南音

组、马来西亚瓜雪暨沙白县福建

会馆南音乐团等马来西亚南音

社同台演出，双方在曲艺交流中

传承闽南文化，传递浓浓乡情。

除了精彩的演出，现场还设有互

动环节，让民众有机会近距离接

触南音传统乐器并体验乐器演

奏。

厦门市侨联主席陈俊泳视

频致辞表示，南音是闽南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海外闽

籍华侨华人凝聚情感、维系乡情

的重要精神纽带。南音对许多祖

籍地为福建的大马乡亲来说，是

心灵上的慰籍与难忘的乡音。南

音得以流传至今，并保有鲜活的

生命力，得益于众多爱心人士、

社团组织的传承与坚守。

展演导聆人吕韶风介绍道，

南音是中国最古老的乐种之一，

发源于福建泉州。南音随着闽南

人的足迹，远播到以南洋为主的

华侨聚集地。南音保持着大量中

国古代的音乐文化和信息，是华

夏传统音乐的“活化石”。它源

于晋唐时期，黄河流域大批的居

民先后南下到福建南部，把河洛

和中原的音乐带入了福建南部

一带，逐渐与当地的文化音乐相

融合，形成了源远流长、清淡雅

致、古朴优美的音乐风格。

展演共有九个节目，包括风

打梨、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

感谢公主、暗想暗猜、永以为好

（乐舞）、一身爱到君乡里、咱双

人、因送哥嫂、梅花操等经典传

统古音古韵。中马双方同奏千

年雅韵，共谱乡音乡情。琵琶、

洞萧、二弦、三弦及拍板等乐

器，辅以丰富优美的唱腔，带观

众领略南音古朴典雅的艺术风

格和文化魅力。

今年 80 岁的林先生祖籍福

建安溪，他在子孙的陪同下特意

前来欣赏南音古乐的演出。他

说，1955 年与家人飘洋过海来

到南洋，南音是他从小就耳熟能

详的音乐，是他故土的乡音，也

是最温暖亲切，无法割舍的回

忆。

现场也有不少第一次接触南

音古乐的民众，其中马女士受访

时表示，第一次聆听用闽南语吟

唱的南音，虽然有些歌词听不明

白，但还是浸沉于令人平缓舒适

的曲调中，相当有特色和魅力，未

来她也会向更多的亲友介绍南音

这一门古老的音乐艺术。

过去，南音是风靡马来西亚

的中国民间文艺形式之一。随着

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南音曾一度

走向式微。即使如此，如今一群热

爱南音的音乐人通过传承和坚

守，让南音在马来西亚得以薪火

相传。

（来源：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

南音古乐演奏———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