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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庙
驻越某知名企业负责人张

先生在越南生活多年，对两国文

化的交流与交往有着独特体会。

在他的记叙中，记录着越南王勃

庙的景色，其中既有大象与花瓶

的“吉祥平安”，也有影壁墙中“五

福临门”的美好期许。

相传王勃曾在越南陪父亲一

起度过酷暑。秋八月，由蓝江启航

踏上归程，刚刚驶入南海，即不幸

为风浪所吞噬。海水涨潮倒灌时，

把王勃的尸体顶入蓝江，被村人

发现，认出是这位中土的早慧诗

人，即刻通知他的父亲。

王福峙强忍丧子之痛，将王

勃遗体就地埋葬在蓝江左岸。当

地民众出于对他的崇敬，为之雕

像、修祠，作为纪念。

如今，不少中国游客前往越

南时，都专程前往王勃庙，来寻觅

初唐四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

邻”的才气。

王勃庙之外，中国的文庙、妈

祖庙等传统建筑也能在越南找到

踪影。

妈祖信俗
越南妈祖文化董事会会长汤

志强今年一直在为建妈祖庙的事

忙碌，这座新庙位于越南同奈省。

从莆田到越南打拼，事业有成的

汤志强坦言“得妈祖庇佑”。汤志

强说，越南生活着 100 多万华人，

有 100 多座天后宫，妈祖文化在

传播中与当地宗教信仰相互融

合，成为民众重要的精神依托。

“妈祖信俗随着华侨华人的

脚步传播至越南，如今妈祖文化

的精髓已融入当地民众的日常生

活中。”汤志强说，妈祖庙虽然集

中在当地的华人区，但影响力是

全国性的，很多妈祖庙本身就是

旅游点，信众和游客众多，可以说

妈祖庙已经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

一扇窗口，华侨华人也会继续促

进妈祖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节日习俗
“越南的很多文化习俗与中

国相似。越南也有春节、清明节、

端午节和中秋节。其中，采禄是越

南春节十分重要的习俗, 寓意祈

求富贵。采禄演化成‘采绿’，在大

年初一将带绿叶的树枝采回家供

起来，直到枝叶枯萎。”越南中国

商会川渝企业联合会会长郑夏

说，很多越南民众对中国四大名

著有所了解，中国的影视作品经

常被翻译成越语版在当地电视台

播放，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也掀起

中文学习热。

郑夏介绍，“我们的会员主要

从事饲料、家具、鞋业、纺织服装、

机械、五金、等行业的生产和贸易，

凭借自身打拼，很多人都成为各自

行业领域的知名企业家。期待在越

侨胞迎来全新发展机遇，也更有信

心为两国交往牵线搭桥。”

华文教育

越南同奈省隆庆市光正越华

初高中学校校长徐国锽表示，20

世纪 90年代初，随着越来越多的

中国企业到越南投资，当地对会中

文、懂中文的员工需求量增大。很

多华文学校在越南南部各省市、乡

镇纷纷成立，很多员工通过学习中

文找到了工作，也改善了生活。如

今，中文成了热门外语，当地很多

年轻人为了找到收入可观的工作，

都会努力学习中文。

徐国锽说：“希望随着两国的

合作不断深化，华文教育也能迎

来新机遇。在师资培训、志愿教师

交流、教材和教学设备等方面，我

们期待有进一步的探讨和交流，

共同推动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

传承中华文化根脉。”

文旅融合
越南中国商会安徽企业联合

会创始会长袁晓峰在越南从事媒

体、电商和化妆品行业。“12年前，

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越南考察，发

现当地这些领域的发展还处在起

步阶段，于是我下定决心扎根下

来，不断拓展自己的业务范围。”

“越南农林水产品丰富，盛产

火龙果，腰果，香水原料，咖啡等，

中国是越南农林水产品第一大进

口市场，也是越南第一大果蔬进

口市场。”袁晓峰表示，“上个月，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

海举行，越南燕窝展台吸引了众

多中国代理商的关注。燕窝以低

廉的价格和高品质赢得了很多人

的青睐，成功签约了很多订单，这

说明越南的优质产品在市场上有

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袁晓峰介绍，近年来，随着两

国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文化交流也

日益密切。中国游客已经成为越南旅

游业的第二大客源，越来越多的越南

民众也将中国的丽江、昆明、上海等

城市作为旅游的首选目的地。

“未来，华商在为越南带去

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的同时，

也将发挥优势，积极促进两国经

贸合作。”袁晓峰说。

（徐文欣 金旭 吴侃 来源：中

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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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很恶劣，食物和水都

很紧缺。我们只能拉水车来解

决日常用水需求。”中非民间商

会副会长许宁回顾起过往时

说。

在来安哥拉之前，许宁在

中国儿童剧院从事舞美工作。

一次，他听朋友提起安哥拉的

铝合金价格高，每平米在 3600

元人民币左右。而在中国市场，

当时铝合金价格不到 200 元人

民币。他觉得，如果情况真是如

此，应该是个不错的商机。

1999 年，许宁经朋友介绍

从北京来到安哥拉探看铝合金

贸易市场。彼时，距离安哥拉内

战结束还有 3年时间。

满街铁皮瓦造的房子，到

处是手持枪械的士兵以及讨要

钱和食物的孩子，这是许宁对

安哥拉的初印象。

在他落脚的地方，水电供

应全靠水车和发电机，夜里枪

声不断。

许宁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

回家，但都跟家人、朋友道别

了，他觉得咬着牙也得坚持下

来。

“我刚去的时候地雷比人

多，老百姓没法种地。”许宁说，

连年累月的内战导致安哥拉物

资极度匮乏，食物依靠进口，物

价极高，在殖民时期发展出来

的工业基础也消失殆尽。

见此，许宁从国内采购了

生活用品，用集装箱运到安哥

拉。

“你能想象得到吗，当时安

哥拉人都围着货柜跳舞。”

通过将中国的小商品运到

安哥拉来贩卖，许宁积累了第

一笔资金，成立了广德集团。除

了大宗百货外，广德集团也涉

足工业制造领域，生产电线杆、

彩钢瓦等。

许宁说，内战结束后，安哥

拉政府致力于维护国家安定和

重建工作，中国向其伸出援助

之手。在安哥拉做贸易的华人

和中国企业也开始转型涉足制

造业，开办水泥厂、电线杆厂

等，以降低关税和运费导致的

高昂进口价格。

战后的安哥拉面临制造业

等各类产业的生产空白，中国

企业的进入使得工业用品规模

化生产初具雏形。

此前，当地的建筑用砖基

本靠百姓在自家院子里用水泥

模具制作。中国投产的水泥厂

通过机械化生产实现了量产，

降低了重建工作的成本。本土

化生产也增强了当地应对国际

运输费用高涨的能力。

许宁记得，百货商场刚开

门时，客人数量并没有达到预

期。一些安哥拉人徘徊在商场

门口并未入内。工作人员前去

聊才知道，安哥拉人觉得商场

装潢这么好，东西肯定很贵。但

其实随着中国工厂的建立，价

格慢慢都落下来了，大家都能

以平常的价格购买日常所需。

在办厂的同时，许宁同时

斥资 300 万美元建成了长 6 公

里的广德大道，成为了安哥拉

第一条以企业名字命名的道

路。

“当地媒体记者来采访我时，

首先问的不是你创造了多少产

值、填补了多少工业领域空白，

而是你解决了我们多少劳动力

的就业需求。”许宁说，解决百姓

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安哥拉政府

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当地的年轻人乐于接受中

国企业的技能培训，学习一项

专门的技术傍身，提高就业竞

争力。工厂的管理岗位上也见

到了越来越多的安哥拉年轻

人，他们通过学习管理经验和

模式，摸索本国的工业发展模

式。

在许宁看来，安哥拉的工

业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民生

用品供给不充裕，粮食生产、医

疗保健等领域的工业化生产有

待提升。安哥拉的工业产业链

还未成形，发展单一的零部件

制造厂无疑面临市场需求狭窄

的风险。

“安哥拉现阶段的工业发

展仍然以产品为导向，慢慢健

全产业链。”许宁说。

（刘洋 来源：中国侨网）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

86 周年，在第十个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日之际，澳大利亚

澳中人民友好交流协会会长田飞

讲述了一段见证两国友好的历史

往事。

田飞介绍，1938 年 11 月，为

制造侵华战争武器，日本政府向

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采购了一

批生铁，准备装载到停靠在坎伯

拉港口的“达尔富拉姆”号货轮发

运。

码头工人们得知这批生铁的

用途后，顶住政府和矿业公司压

力，发起了长达 10 周的罢工抗

议。

码头工人们坚守正义和良

知，坚决拒绝向“达尔富拉姆”号

货船装运生铁，以实际行动支持

中国抗战，最终迫使澳大利亚政

府宣布不再向日本出口生铁。这

就是著名的“达尔富拉姆事件”。

时任澳大利亚司法部长孟席

斯因对工人立场强硬而被冠以

“生铁鲍勃”的恶名。

战后，“达尔富拉姆事件”一直

受到澳大利亚当地各界的纪念，

延续先辈的友谊，并作为两国共

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象征。

田飞说，85 年前，坎布拉港的

码头工人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抗

战，书写两国人民友谊重要篇章。

当前，两国关系回暖生温，澳大利

亚侨胞期待同各界一道，共同为

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发挥积极作

用。

“澳大利亚侨胞悼念南京大屠

杀死难同胞,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

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

不是要延续仇恨。”田飞说道。

田飞表示，自 2014 年 2 月 27

日，中国以立法形式将 12 月 13 日

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以来，澳大利亚侨胞以各种

形式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

澳大利亚卧龙岗市政府与悉尼侨

界长期每年共同在肯布拉港“生

铁鲍勃”纪念雕塑前举行纪念活

动，祭奠南京大屠杀中的中国死

难者。

2015年，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 周年时一部历时 4年

拍摄的纪录片《生铁鲍勃:1938达尔

富拉姆事件》在澳大利亚上映。

纪录片展现了中澳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中结下的深厚友谊，以及

为维护亚太地区及世界和平作出的

贡献。制片人兼导演桑德拉·皮雷

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讲述的故事

总是让我心痛、落泪，人们应该铭记

历史，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徐文欣来源：中国侨网）

听澳大利亚老侨领讲“达尔富拉姆事件”

越南的中华文化印记：

越南和中国之间有着频繁的文化交流，

两国之间的许多文化相似之处。

许宁

卧龙岗市政府与悉尼侨界祭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资料图片）

正在建设中的位于越南同奈省的妈祖庙设计图。（汤志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