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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木匠》是一部由在澳大

利亚的华人和中国留学生创作的历

史音乐剧。故事围绕 20世纪初受

迫于“白澳政策”的华人木匠如何

反抗排华展开，灵感来源于一部关

于澳大利亚华人木匠的纪录片。

主人公阿陈从广东漂洋过

海，怀揣梦想抵达墨尔本，在老师

傅阿木的悉心指导下慢慢成长为

一个优秀的木匠。

但“白澳政策”的施行让华人

生意者举步维艰。阿陈和其他华人

木匠们该如何在政策的打压下建

立起自己的金字招牌？他要经过多

少道考验，才能和同样来自广东的

妻子阿梅在澳大利亚团聚？

“我的朋友李俊彬是马来西亚

华人。他在看到纪录片后深有共

鸣，于是便希望制作一部音乐剧讲

述这段历史，展现来自广东的华人

移民群体的家庭观和坚韧精神。”

该剧的制作人兼扬琴手刘冰

瑶说，整部剧的核心在于“反抗”：

华人生意者反抗当地排华市场、

华人反抗不公的移民政策等。

在“白澳政策”下，华人木匠

的家具必须打上华人制作的标

签，以便和其他种族区分开来。他

们也无法和在中国的家人团聚，

如果想把妻子带来，会遇到很多

移民政策上的阻碍。

整部剧中让她最有共鸣的一

首曲子叫做《By the Rules》。老师

傅阿木总是教导年轻的华人木匠

们要低调，按当地人的规则来。但

在阿陈看来，面对明显的不公，忍

气吞声的结果只会让华人群体陷

入更为难堪的境地。勇敢发声是

破除不公的第一步。

为了兼顾创作的艺术性和历

史的真实性，李俊彬、刘冰瑶和伙

伴们一起到澳华历史博物馆了解

当年的历史故事，观看华人木匠

所用的器具等，将真实的历史人

物和事件融进创作中。

澳华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也曾

是一名华人木匠，在听到他们的

故事后立即表示对该剧的支持，

并寻求项目合作，将音乐剧与博

物馆的展出相结合，向更多人讲

述这段历史。

刘冰瑶说，前来观剧的不仅有

当地华人，还有很多其他族裔的移

民。他们对这个故事很有兴趣。

“与当地历史直接相关的故

事更容易让观众进入剧情，也能

激发他们以不同视角解读历史的

兴趣，并从中体会其他民族的文

化观念和习俗。”刘冰瑶认为，寻

找与海外观众生活相关的话题切

入进行创作，更易让观众有亲近

感，向华人剧目“敞开心扉”。

在音乐的制作上，刘冰瑶和

朋友们将扬琴、笛子与吉他相结

合，并加入说唱元素。在她看来，

糅合不同乐器的声音特质、融合

中西曲风可以为海外观众带来耳

目一新的感受。不少音乐家正在

寻求类似的跨界合作，比如，华人

二胡演奏家与澳大利亚弦乐四重

奏乐队合作、古筝演奏者与管乐

队的合作等。

“与西方元素的融合并非改

变了中华文化的特质，而是以一

种贴合受众文化习惯的方式讲述

我们的故事。这同时也是对创作

者能力的考验。我们还将继续学

习和探索。”刘冰瑶说。

（刘洋 来源：中国新闻社）

林艺嘉，一位出生于安徽合

肥的 95 后钢琴家。她 7岁开始学

钢琴，毕业于德国汉诺威音乐学

院钢琴系，师从该院钢琴系主任、

世界顶级赛事日内瓦国际钢琴比

赛冠军罗兰·克鲁格以及三项国

际顶级钢琴大赛头名获得者亚

历山大·辛普夫。

至今为止，她已经在数十项

重要钢琴赛事中获奖，包括 2021

年意大利罗马肖邦国际钢琴比

赛第三名及“意大利国会众议院

议长奖章”。

7 岁就开始学钢琴的林艺

嘉，10 岁便选择去考北京中央音

乐学院附小，没想到，这一去便很

幸运地被中国著名钢琴演奏家、

教育家凌远教授收入门下。

凌远教授曾任中央音乐学院

钢琴学科主任，门下人才辈出，包

括被称为“钢琴魔女”的国际一线

钢琴演奏家王羽佳也曾师从于

她。凌教授曾说，“艺嘉有着很敏

感的、与生俱来的音乐资质，有潜

力成为职业的音乐家。”在凌教授

的指导下，林艺嘉的琴技有了飞

跃式的进步，也就是从那时起，她

想将钢琴作为职业，坚信钢琴演

奏就是终身追求的目标。

如今，林艺嘉即将攻读演奏

家学位（等同于演奏博士）。谈及

这些年在海外的求学之路，林艺

嘉印象最深的也是这些名师们

的顶尖专业素养。

“我在国外的前后两任主课

老师都是在国际最顶级钢琴比

赛中曾获得第一名的钢琴家，他

们在汉诺威音乐学院任教多年。

在钢琴演奏的水平上，老师们一

直都保持着业内顶尖水准，上课

的时候，无论学生弹什么曲子，他

们都可以立刻示范出几乎是录制

CD 的水平，并且熟识所有重要

音乐作品和文献。”

在有教学任务和音乐会要演

奏的情况下，老师们依然会每天

坚持练琴，且还在其他时间不断

学习多种相对冷门的曲目。在这

种环境下，林艺嘉受到老师们潜

移默化的影响，受益匪浅。

这些年，林艺嘉陆续参加了

多次国际性赛事。其中，在 2022

年第 30 届罗马肖邦国际钢琴比

赛中，她凭借出色的演奏获得评

委们的高度认可，最终获得钢琴

组别第三名及“意大利国会众议

院议长奖章”。对于在比赛中获得

的殊荣，林艺嘉谦逊地表示，得奖

固然开心，不过，从小到大，每一

次比赛对她而言也都是一种琴艺

上的积淀。

对于如何缓解在比赛中的紧

张情绪，林艺嘉表示，主要靠充足

的准备以及全身心地投入，尽量让

自己摒弃杂念，去享受演奏本身。

“在德国学校每位教授的班

里，都有定期的班级演奏课。这是

一种班级内部的小型上台形式，

很多教授甚至一周举办一次，观

众仅限于班里的学生。在大家面

前弹琴可以起到一些体验上台的

效果，对真正比赛和音乐会上台

很有帮助。经过在这样的场合演

练之后，再去比赛也能减少一些

紧张情绪。”

弹琴近 20 年，如何能做到

对钢琴保持着一如当初的热爱？

林艺嘉笑着说，自己其实有很多

偶像。

在上个世纪公认的大师级演

奏家里，林艺嘉喜欢里赫特、吉列

尔斯、鲁宾斯坦、肯普夫、哈斯姬

尔等。在当代年轻钢琴家里，林艺

嘉比较欣赏中国钢琴家陈萨、韩

国钢琴家文智英、赵成珍、德国钢

琴家罗兰德·克鲁格、美籍华裔钢

琴家陆逸轩等。

其中，对林艺嘉影响最深、意

义最特殊的是文智英。

文智英出生于 1995 年，是当

代一流的女钢琴家，历史上第一

位获得布索尼国际钢琴比赛冠军

的亚洲人，也是继钢琴大师阿格

里奇之后唯一一位年仅 19 岁时

就同时获得了日内瓦和布索尼两

项顶级赛事冠军的女钢琴家。

“看了她的演奏视频后我发

现，她不仅技术控制力高超，录音

堪称范本，更重要的是，她演奏的

音乐清新自然，在传递出细腻、深

刻的情感同时还可以充满激情，

每一个音符都能直击人的灵魂，

每一次听她的演奏，都让我体会

到仿佛时间静止一般。”

对于现在正在学琴的青少年

们，林艺嘉唯一的建议就是要努

力保持内心的热爱。

“因为热爱，才可以经得起风

吹雨打和考验，砥砺前行。每个人

都有潜能，能否将潜能挖掘出来

并使之成为卓越的才能，取决于

如何培养它。”

（何颖来源：中国新闻社）

近日，长篇侨乡题材小说

《远道苍苍》入选 2023 年茅盾

文学奖候选名单。台山籍华裔

作家刘怀宇正是以新宁铁路的

建设为背景，讲述了华侨陈宜

禧的传奇人生，让海内外台山

人通过文学作品更加了解和热

爱家乡。

台山的华侨历史要从淘金

热说起。19 世纪中期，许多台山

人怀揣着“淘金梦”，前往美国

加利福尼亚挖掘金矿。1863 年，

美国首条横贯大陆的铁路———

太平洋铁路动工。据历史学家

估计，约 1 万至 1.5 万名华工参

与修建了美国横贯大陆铁路。

考虑到这项工作的难度和危险

性，华工数量甚至更多。到工程

后期，中国劳工在所有工人里

已占八成以上，其中大部分来

自台山地区。

大批华工在异乡挥洒了汗

水，却得不到承认。1882 年，美

国推出《排华法案》，暂停华人

移民赴美，拒绝所有华人劳工

进入美国，在美国的华人移民

不能成为公民。于是许多台山

华侨决定将多年积攒下来的血

汗钱带回家乡，用于建设侨墟，

发展商业和教育。

在台山，“十步一侨物，百里

一侨墟”。一座座侨墟，是华侨

先辈珍贵情感的历史见证，也

是他们血浓于水的家国情怀。

而侨墟的崛起和发展离不开台

山新宁铁路的开通，这是中国

第一条民办铁路，其创建者正

是陈宜禧。

陈宜禧在美国西雅图火车

站当过清洁工、筑路工，靠着

“顶硬上”的劲头，他寻找各种

机会学习，渐渐成长为技术人

员。1904 年回到家乡后，他提出

建设新宁铁路计划，提出“不招

洋股，不借洋款，不雇洋工”的

“三不”主张。1906 年 5 月 1日，

新宁铁路正式动工，1909 年通

车，从台山斗山至江门北街，全

长 100 多公里。铁路开通后，海

外华侨欢欣鼓舞，大批侨汇汇

入当地，用以侨墟建设和家乡

发展。

“我们可以从陈宜禧一生

的经历中，获得很多启示和鼓

舞。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如何在

逆境中坚持抗争，如何在多元

文化的环境中立足生根，并不

仅是要有尊严地生存下来，还

要展现出自己的风采和意义。

同时，他在铁路建设方面做出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为我们

提供了实用的经验和启示。”刘

怀宇说。

刘怀宇的父亲刘子毅生前

20 多年坚持搜集撰写关于陈宜

禧和新宁铁路的史料和故事，

在父亲去世后，刘怀宇继承父

亲的遗志，经过 5 年的调研和

沉淀，创作了这部小说。

刘怀宇说，为了创造这本

书，她来往于太平洋两岸，走访

江门、台山、新会、西雅图等地，

走进小说主人公曾经生活过的

山村、城市、森林，呼吸那里的

空气，感受那里的阳光，甚至去

陈宜禧当初淘得第一桶金的地

方采风。她还借助英语和网络

资源的优势搜寻陈宜禧的寥寥

踪迹，并很幸运地在华盛顿大

学图书馆找到了陈宜禧当年的

英文信件和账本。

“支撑我写作的动力来自

父亲的嘱托以及海外第一代华

侨的创业故事。书写他们的人

生，就是向包括我父亲在内的

华侨华人的生命历程不断靠

近，也是一种对前辈在海外奋

斗同时又心系祖（籍）国的精神

传承。”刘怀宇说。

（金旭 来源：中国侨网）

华裔作家笔下的台山：

陈宜禧的故事从未褪色

华裔青年钢琴家林艺嘉：

始于热爱，忠于坚持

主创团队在澳华历史博物馆门前合影

钢琴家林艺嘉

演出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