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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音疗师：

用旋律温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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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谐音记下不认识的单

词，当记满第一个小本子时，我的

老挝语水平提升了不少。”老挝琅

勃拉邦中国商会副秘书长黄霞回

忆道。

黄霞大学时学习网络工程专

业。2009 年她前往老挝旅游，在琅

勃拉邦游玩时发现当地电子科技

市场处于起步阶段，决定留下与丈

夫开办一家公司，做电子产品进出

口贸易。

黄霞回忆最初前往老挝时，只

能乘坐大巴从昆明经磨憨口岸到达

琅勃拉邦，全程花费近5天。老挝北

部以山区为主，大巴车在崎岖山路

上行驶让人头晕目眩。而现在她乘

坐中老铁路回国仅需几个小时。

琅勃拉邦是一个旅游城镇，民

风纯朴，自然风景优美。黄霞说，中

老铁路的开通为老挝带来了诸多

机遇，除了游客增多外，不少中国

投资客前来开展与衣食住行相关

的投资项目。

黄霞还注意到，十几年前，老

挝青年的留学目的地更多是越南

等国。而现在，她周围有越来越多

的老挝青年计划去中国留学。

除交通外，中国与老挝在多

个领域都开展了密切合作。以黄

霞所在行业为例，从光纤网络铺设

到 5G 基站建设，中国企业都扮演

着重要角色。她刚到琅勃拉邦时，

当地的网速约在 128Kb/s。而现

在，周围商铺的网速可以达到

10Mb/s 至 20Mb/s。

随着老挝信息技术的发展，黄

霞根据当地市场需求增加产品线，

比如家用智能安防设备等。此外，

当地企业正寻求稳定、高效的数据

服务，以开发新的商业模式和创业

机会。

黄霞说，十几年间，她经历了

从最初向客户推销产品吃闭门羹

到如今客户主动上门采购的转变，

当地市场对中国产品的认可度逐

渐上升。

“最早的时候我们去华强北商

城里进货，都是贴牌的手机，价格

也便宜，但是老挝人不认。他们觉

得泰国进口来的电子产品虽然贵，

但是质量更好。现在不一样了。”黄

霞说。

在琅勃拉邦从事农产品加工

产业的周艳华同样感受到两国合

作带来的变化。周艳华的父亲于

2003 年到老挝投资建厂，将当地

种植的薏仁米、玉米、豆类等农作

物加工后销往中国、泰国等国。

2011 年周艳华从中国云南前往老

挝接手父亲的工厂。

周艳华回忆道，过去工厂的管

理方式相对落后。面对庞大复杂的

生产数据，工作人员需长时间伏在

案头计算产品出成率。而现在，工

厂实现了数据化管理，数据处理效

率大幅度提高。

周艳华说，信息技术的引进和

发展帮助企业获得和计算收购季

不同阶段的数据，加强了对成本的

控制，便于调整定价。老挝籍的青

年员工也掌握了计算机技能，为他

们将来的发展提供了支撑。

在生产方面，周艳华最初聘

请的技术工人全部来自中国，而

现在工厂内的技术工大部分都

是老挝人。周艳华说，当地也在

计划建设技术院校，培养农业方

面的人才。

此外，随着两国技术交流的不

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老挝客户开始

咨询并购买中国生产的农业设备。

周艳华也与当地农业部门合作，开

展病虫害防治等农业技术讲座，帮

助当地农户提高产量，激发他们参

与农业技术推广项目的积极性。

（马海燕来源：中新网）

崔懿允，一位来自广东广州的

姑娘。因为热爱音乐，想用音乐治

愈更多有需要的人，她通过自己的

努力成为了一名注册音乐治疗师，

为更多的人带来了心灵的慰藉与

疗愈。

崔懿允从小就学习钢琴，对音

乐一直保持着热爱。高中时，崔懿

允在翻阅招生简章时了解到音乐

治疗这一专业。音乐治疗不仅涉

及音乐，还结合了心理学和医学。

她认为，这是对她父亲医生职业的

传承和她对音乐的热爱在学术上

的交集。

2012 年，崔懿允考入中央音

乐学院音乐治疗专业，开启了她

的音乐治疗之旅。在 5 年的学习

过程中，她不仅接受了系统的音

乐训练，还深入学习了心理学和

医学知识。“音乐治疗是多学科

交叉的，这对我们的要求非常

高。刚开始学习音乐治疗时，我

和同学们经常要面对大量的英

文文献，理解起来颇为吃力。”崔

懿允回忆道，“但也正是这种多

样性，让我感到无比充实。”

2023 年，崔懿允来到澳大利

亚继续深造音乐治疗师研究型硕

士课程。“这个项目没有具体的课

程，主要是自己安排时间进行研

究，完成论文，所以有空余的时间

工作。去年我拿到澳大利亚的音乐

治疗资格证后就开始在当地工

作。”崔懿允说。

在养老院中，崔懿允经常与老

人们一起唱歌，尤其是那些具有对

方文化背景的传统歌曲。她经常面

对各类不同文化背景的患者，包括

欧洲、亚洲等国家的移民，以及澳

大利亚本土的老年人。“我觉得在

文化的交汇点上，音乐治疗的效果

特别明显。”她说。

“养老院有很多来自意大利的

老人。”崔懿允说。尽管她不懂意大

利语，但她会学习一些意大利经典

歌曲与老人们互动，并逐渐加深对

澳大利亚及其他文化的了解。此

外，崔懿允还会向当地老人介绍中

国的节日，如中秋节和春节，并在

治疗过程中融入中国的传统歌曲。

崔懿允说：“我很喜欢教他们唱《恭

喜恭喜》这样的中国歌曲，或者教

一些简单的粤语童谣，中间有重复

出现的中文，不懂中文的老年人也

可以快速学会。”这种跨文化的音

乐交流不仅促进了老年人和治疗

师之间的关系建立，也增进了不同

文化间的理解。

“我还在一个专门帮助慢性病

患者的华人协会合唱团中教大家

唱歌。”回想起第一次排练，崔懿允

说：“当时的预期是最多来五六个

人，但没想到那天来了 20 多人，我

很惊喜。”

歌曲的选择是崔懿允面临的

难题。“在成员中，有人讲普通话，

有人讲粤语。”她说。最初，因为会

普通话的成员比较多，所以大家都

在用普通话唱歌、练习。但崔懿允

注意到：“有一部分讲粤语的成员

在跟练时会很困难，为了跟上大家

的进度，他们回家的时候会在歌词

上标注音标再额外练习，这样会很

辛苦。”崔懿允注意到这一问题后，

便开始寻找一些同时具有普通话

和粤语版本的歌来教成员们练习。

音乐的旋律不仅仅是音符的

堆叠，更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纽

带。“我慢慢地发现他们唱得越来

越好，变得越来越自信。我觉得很

自豪。”崔懿允说。

（杨宁 李秀林 来源：人民日

报海外版）

记录海外侨胞的心之所念

当前，“共和国印记———侨心共筑中国梦”华侨文物

联展正在北京展出，展陈中一份《美洲华侨日报》刊载的

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报道尤

为引人注目。

这篇来自 75 年前大洋彼岸的报道展现了海外侨胞

对新中国成立的热烈关切，也体现了在通信技术尚不发

达的当时，华文报刊在为海外侨胞提供信息等方面所发

挥的重要作用。

刊载这篇文章的《美洲华侨日报》自 1940 年创刊，累

计发刊近 50 年，记录了美国侨胞与祖国休戚相关的发

展历程。

互联互通促发展：

众筹创刊，共应国难

《美洲华侨日报》由进步

爱国侨团美国纽约华侨衣馆

联合会（下称“衣联会”）倡办。

1940 年 7月 7 日，“七七事变”

3 周年时，衣联会为提醒海外

侨胞勿忘国难，在美国纽约正

式创办《美洲华侨日报》。

衣联会是由当时生活在

美国社会底层、饱受压迫和歧

视的华侨洗衣工人组织成立

的进步爱国侨团。当时《美洲

华侨日报》筹备委员会主任是

衣联会的英文书记唐明照。办

报需要筹集股金，每股价格

10 美元。经几个月筹备，共有

380 人入股，大部分是购买

一、两股的洗衣工人。

《美洲华侨日报》创办后，

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方针政策，报道中国抗日前线

的胜利消息，极大鼓舞了广大

华侨抗日救国的斗志和信心。

仗义执言，报海沉浮

创刊后，《美洲华侨日报》

很快迎来黄金阶段。当时，该

报每天出报对开纸 2 张 8 版，

包含要闻、中国国内新闻、美

国和国际新闻、华侨社区新

闻、副刊《新生》等内容，着重

报道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真实

情况，推动华侨抗日救亡、捐

资助饷。

1941 年“皖南事变”爆发

后，《美洲华侨日报》率先揭露

事实真相，并会同美国侨领司

徒美堂办的《纽约公报》、古巴

《开明公报》等 10 家华文报纸

发表了“十报”宣言，抗议国民

党反动派制造摩擦、破坏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恶劣行径，表

达了广大华侨要求团结抗日

的强烈心声。

1943 年，在美国酝酿出

台战时新娘移民法案的过程

中，该报派记者参加美国国会

听证会，进行集中、连续的追

踪报道和评论，反映在美侨胞

呼声，为该法案最终惠及中国

移民作出了积极努力。

1949 年 10 月 1 日，《美

洲华侨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成立的报道。10 月 3 日，

该报又用通栏特大号标题报

道了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盛

况。

1972 年，随着中美关系正

常化，《美洲华侨日报》的处境

逐步改善。1979 年，邓小平在

访美期间，为《美洲华侨日报》

题词。1982 年 3 月，该报获得

了美国人口行动委员会颁发

的非英语国际新闻最佳奖。

珍贵史料，漂洋入藏

从 1940 年创办至 1989

年 7 月 29 日终刊，《美洲华侨

日报》发行近半个世纪，是美

国华文报刊历史上存续时间

最长的华文报纸之一，记录了

美国侨胞与祖（籍）国休戚相

关的发展历程，是研究美国华

侨华人历史、中美民间交往历

史和美国华文报刊史的珍贵

一手史料。

出版近 50 年来，该报始

终坚持客观、真实的报道和

公正的评论，又因其伸张正

义、支持世界和平和人类进

步的事业，被称为“第一家向

华埠传统势力挑战的中文报

纸”。

2000 年，唐明照的女儿唐

闻生，在阔别美国半个世纪

后，以时任中国侨联副主席的

身份出访美国。访美期间，她

走访了衣联会等侨团。保存这

批报纸的原《美洲华侨日报》

社同仁向她表达了想把这些

报纸运回中国的愿望，她慨然

应允。

2006 年 4 月，在唐闻生和

纽约侨胞的共同努力下，打包

成 20 多箱的《美洲华侨日报》

由中远海运公司协助运回中

国。

目前，全套共 241 本的纸

质版《美洲华侨日报》藏于中

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并完成了

全部报刊内容的数字化。2021

年，《美洲华侨日报》合订本被

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如今，《美洲华侨日报》合

订本正静静陈列在博物馆中，

以泛黄的纸张，坚定地向世人

讲述着过往的风云变迁，展现

着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同心

同行的动人篇章。

（门睿来源：中国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