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厦门和马来西亚槟城，友好交

往源远流长。自 1993 年 10月厦门市和

槟城州槟岛市缔结国际友好城市以来，

在双方政府重视和推动下，两地市民互

访频繁，经贸、教育、科技、文体等诸多领

域交往密切，成果丰硕。

今年恰逢中马两国建交 50 周年，

也是厦门和槟岛结好 31 周年。作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城市，

厦门与东南亚地区交往密切，与菲律

宾、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的 4 座城市

分别缔结了友好关系。这三十余年岁

月里，厦门和槟岛两座城市双向奔赴，

写下了一段段动人情谊。

古时候，人们常在自己家的

房前屋后植桑栽梓，当游子出门

在外，每每想起家乡，桑梓就充当

了乡思之情的寄托，久而久之，

“桑梓”成了故乡的代名词。

福建人早期漂洋过海下南

洋，迁徙至槟城一带定居。在异乡

谋生的岁月里，乡音、习俗、

族谱等就如同桑梓一

般，帮他们留住乡愁

记忆。当下，槟城与

厦门这对姐妹城市

在城市建筑、风俗

活动、饮食习惯等

仍可窥见故乡痕迹

和韵味。

都说厦门是城在海上、

海在城中，在槟城有这么一

处聚落，是村在海上、海在村中，

大家把这里称为：姓氏桥。早期来

自福建的居民下南洋，就在这里

上岸，以宗族姓氏为纽带，建立起

一片木屋村。

“姓氏桥”集中在槟榔屿港口，

早期，华人下南洋到槟城务工，没

有地方落脚，便在海岸边用木材支

起房屋，建起栈桥码头。同姓宗亲

同住一桥，相互照顾生活起居，一

条桥就是一个村。“姓周桥”是其中

面积最大的一座桥，这里还保有不

少庙宇，供奉着祖籍地的神明，延

续着香火，在这里仿佛可以听到百

年前纯正的闽南乡音。

姓周桥民众周清合在这里

住了七十多年，就在这个桥上出

生。“我的祖籍是福建原同安县杏

林社，先辈来到槟城，主要是做渔

民和一些杂工。”周清合说。

在槟城，很多人也从长辈那

里听闻当年华人下南洋的故事，

沿用先辈描述的词藻，把故乡称

为“唐山”。随着交通更加便捷，他

们也想回到那个被叫做“唐山”的

祖地看看。周清辉说，自己就有好

友前往厦门旅行、寻亲，现在两地

往来十分便利。

蚵仔煎、五香卷、满煎糕……

来自厦门的旅客走在槟城的街道

上，时常能看到熟悉的美食招牌。

在这座距离厦门近 3000 公里的

地方，亲切的家乡味道随着先辈

的脚步漂洋过海而来。岁月流转，

而风味仍存。

槟城福建面，又称为槟城虾

面，它以虾壳和虾头熬煮成的汤

为底，配上黄面或米粉，再铺上猪

肉、去壳虾、鸡蛋等配料。

槟城虾面源自于福建，与“厦

门虾面”系出同门。一百多年前，

虾面随着下南洋务工的华人来到

槟城，经过几代人的传承，与当地

饮食文化相互融合，如今，槟城虾

面已成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美食

之一。

吴宝金是祖籍福建的槟城华

人，年过七旬，年轻时就开始在槟

城三条路卖起了虾面，她的店最

近斩获了米其林奖项，下午三点

一开始营业，许多人就慕名前来，

排起长队。

吴宝金说得一口闽南语，“福

建人的福建面，从前是福建人卖，

福建人吃，现在看到这么多人慕

名而来，我觉得很欢喜、很高兴。”

虽相距千里，厦门和槟城有

着相通的文脉和深厚的情感链

接。如今，两座城市都是著名的旅

游城市，不少人就以文旅为媒，将

两地连接起来。

槟城华人郑达明从事旅游行

业三十多年，带着当地的朋友前

往厦门上百次，对厦门了如指掌，

就连小众景点也分外熟悉。郑达

明说：“鼓浪屿肯定要去，厦门的

地标。还有南普陀寺，我还知道很

少有旅行团去的‘怪坡’。”他正与

厦门旅行社合作，计划开设夏令

营，推动两地的学生互访。

桑梓之地，父母之邦，根之所

牵，情之所系。跨越山河湖海，人

们来到槟城，仿佛来到几千公里

外的另一个“老厦门”。人们听到

亲切的乡音，看到熟悉的建筑，品

尝到暖心的家乡味，处处皆是桑

梓情的印证。而厦槟之谊，也让桑

梓之情、文化之根在异乡长出新

枝、结出硕果。

（李辛颖 黄鹤 黄滨 来源：厦

门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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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槟城，这里的建筑、美食

还有闽南话，让人觉得仿佛回到了

厦门，在城里也能找到许多厦门的

元素。有条街叫lorongamoy，马来

语的意思是厦门道。

1993 年，厦槟两地结为友

城。祖籍厦门、生活在槟城的二

代华人许子根，是历史的见证

人。上世纪九十年代，许子根出

任槟城州首席部长，时值中马两

国经贸往来蓬勃发展，槟城民间

有不少呼声，希望与中国的城市

建立友好关系，许子根首先想到

的便是自己的祖籍地厦门。

许子根回忆，他和当时的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议，

对方很高兴地说可以呀，马来

西亚跟中国的贸易刚刚完全开

放，这是一个很好的机缘。

许子根的想法很快就得到

了中国方面的回应。马哈蒂尔

1993 年访问中国的时候带上了

许子根，跟李鹏总理见面的时

候也特别提到说要与厦门正式

成立友城关系。不到三个月，时

任厦门市长洪永世就亲自到槟

城签下了姐妹城市协议书。

厦槟两地正式牵手。见证

两地结好的那一刻，许子根无

比激动。结为友城后，更多的马

来西亚人关注到了厦门。

2016 年厦门大学马来西亚

分校正式开办，是中国第一所

在海外全资设立，具有独立校

园的分校，如今也是促进中马

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

许子根也在分校的设立中

扮演了牵线人的角色。时任马来西

亚总理巴达维是槟城人，许子根

陪他去中国访问，他对厦门大学

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提出双方应

该在教育上多交流，所以才促成

厦门大学到马来西亚办分校。

侨情和友城的双重纽带

下，两地互访频繁，在经贸、教

育、文体、旅游等多领域交流交

往密切，数据显示，槟城共 20

次组团来厦门参加投洽会，厦

门也数次参与槟城“槟州同乐

会”等展会活动。

自 2003 年厦门首届马拉

松赛以来，槟城州组织参赛选

手和官员参加过厦门 12 届马

拉松赛，近年厦门也派出多名

业余运动员参加槟城马拉松比

赛，获得佳绩。两市间还多次互

派龙舟队参加两地龙舟赛。

走过三十年，厦槟两地人

民对往来的需求更加迫切了。

2023 年 9 月，在两地官方与民

间的共同推动下，厦门与槟城

的直飞航班重启，从此两座城

市的手牵得更紧了，两地人民

的心也贴得更近了。

开启直飞航班后，人们中

午在厦门吃上一碗沙茶面，晚

上就可以在槟城吃上虾面，而

槟城也可以成为厦门人到马来

西亚旅行的第一站。

槟厦友好协会会长黄天隆

说：“没有直飞的时候，我们要

通过新加坡、吉隆坡、香港、广

州等地来转站，相当不方便。现

在是一个星期有三班，相信很

快每一天都要有直航航班了。”

槟城州是马来西亚华人最

多的一个州，当地华人多为福

建籍，祖籍地多位于厦门或金

门。随着直飞航线重启，槟城华

人回乡的路也更近了，不少年

轻人纷纷踏上寻根之旅。

作为槟城同安金厦公会青

年团总团长，柯仕亮一直以来

忙着帮大家联络宗亲。柯仕亮

说：“前阵子有一位会员跟我

说，他爸爸 80 多岁了，以前跟

着爷爷过来马来西亚，到现在

没有回过家乡。后来我通过厦

门集美区侨联找到了他的宗

祠，老人家回去后，很是感动。”

友城结好纵深推进，新生

力量源源不断。2023 年是槟城

同安金厦公会成立 100 周年，

公会还特地设计了厦厦、金金、

同同三只吉祥物，表达对祖籍

地的思念之情。

艺术是无界的语言，是文化

的载体，也是搭建友谊之桥的美

妙方式。三十余年来，厦门爱乐

乐团、厦门交响乐团、厦门小白

鹭民间舞团等文艺团体曾多次

赴槟城演出，槟城的合唱团、舞

蹈团、乐队指挥等团体也多次来

厦交流和比赛。两地民间艺术团

体双向奔赴，筑起一座座连心桥。

去年 12月，首届厦槟双栖艺

术影展在槟城开幕，作为电影策

展人，颜志坚第一次出海办影

展。几年前，他第一次来到槟城，

熟悉的乡音，充满艺术感的大街

小巷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颜志坚觉得，槟城像是厦门

的一个平行时空，华侨华人们在

这里已经生活了好几代人，可是

年轻一代也许从来没有踏到中

国的土地上。“我就想着是不是

能有一天，可以用电影的方式把

这些影像带到槟城，让槟城的人

可以通过影像去了解当代的中

国，这个愿望从 2018 年来一直

深埋在心里。”

把祖籍国、祖籍地的影像带

给槟城乡亲，颜志坚终于在五年

后实现这个想法。他不仅为槟城

观众精选了十部电影，还

让影展玩出新的

“花样”，走出传统

影院、走进街

头巷尾，结合

槟城的人文风

貌挑选多个放

映点，让电影

与城市景观互相

映衬。

颜志坚将这个活

动取名为“映游槟榔屿”，这十

部片就好像是宝藏地图，人们

可以跟着这个地图去探访槟城

的各个角落，去游览，去品味这

个城市的风土人情。

用音乐架起友谊之桥，当

熟悉的旋律响起，这样的歌声

也曾在厦门唱响。

2009 年，马来西亚槟城爱

乐合唱团首次前往厦门进行交

流演出，带来了《我们的心声》、

《民族颂》等马来西亚当地经典

歌曲，还和厦门老年大学艺术团

合作，共同演唱《鼓浪屿之波》。

符逸敏是合唱团成员之一，

她还保留着当年演出的入场门票。

符逸敏说：“我们去的第一天，先去

了鼓浪屿旅游，当天晚上唱了《鼓

浪屿之波》，感觉很美好。滨海城市

厦门很漂亮，像槟城一样漂亮。”

2013 年，厦门爱乐交响乐团

在郑小瑛带领下也来到槟城举办

音乐会，邀请槟城爱乐合唱团一

同演唱《土楼回响》。

符逸敏说，演唱《土楼回响》的

时候有交响乐团在伴奏，那种感受

真的是特别不同，又是在郑小瑛老

师的指挥下，是一段难忘的回忆。

如今，槟城爱乐合唱团的成员

平均年龄 60多岁，唱起歌来依旧

神采奕奕。近年来很多的厦门团队

到槟城演出，成员们都会去支持、

去捧场。“因为我们槟城爱乐合唱

团的指挥老师是从中国过来的，对

中国有那一份情，所以他很喜欢带

着我们唱中国歌曲。”符逸敏说。

马来西亚槟州人民文化协会

会长彭永添说：“我们用歌声、用

舞蹈来交流，用音乐让我们之间

的关系变得更好，增加我们之间

的情谊。也很期望我们的团员可

以再次到厦门去演出交流。”

侨情和友城的双重纽带

文化艺术搭建友谊之桥

乡愁记忆桑梓情怀

槟城的榴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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