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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树有根水有
源”。来自一个典型移民家
庭的李伟汉，从小在荷兰长
大，曾远赴万里来到中国寻
找自己的根脉。如今，由李
伟汉创始的中华家脉公司
正帮助更多海外华人寻根
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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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家脉创始人李伟汉——

万里寻根情系远
杨 宁 董溪若

在悉尼书写茶的故事
杨 宁 赵圆梦

守护自然
近年来，福建省积极探索数字科

技在野生动植物保护中的应用创新，
综合运用卫星跟踪、红外监测、无人
机、视频监控、卫星遥感、野外巡护
APP等信息技术手段，推进“天空地”
一体化生态感知平台建设，加快构建
野生动植物保护体系，以数字化赋能
智慧保护，维护生物多样性。

上图：近日，福建君子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操作专业无人
机进行空中巡护作业（无人机照片）。

左图：近日，福建君子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安装红外监
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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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何处来

李伟汉今年 46 岁，从小在荷兰出生长
大，来自一个典型的印尼华人移民家庭。李
伟汉六岁读小学时，一个同学说：“你的眼
睛很奇怪，和我们的不一样。”李伟汉十分
难过，回家后向母亲询问：“为什么我们和
别人不一样？”“你记住，我们的祖先是中国
人，我们要为自己的根感到骄傲。”母亲的
回答让李伟汉停止了哭泣。

“我的祖先 100 多年前就离开了中国，
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会自称为中
国人，而不是荷兰人或者印度尼西亚人？我
到底从哪里来？”为了解答心中的疑问，
2004年，李伟汉决定到中国发展，希望通过
一种落地生活的方式去了解关于中国的一
切。同时，李伟汉对家族历史的追寻也没有
停止。

李伟汉掌握了两条关键的寻根线索：
墓碑和远房亲戚。传统印尼华人的墓碑上
都会刻有他们的祖籍地。李伟汉的曾祖父
在印尼的墓碑提到了一个地名珠山。2008
年，李伟汉联系上了一位居住在厦门的远
房亲戚，在亲戚的带领下，李伟汉踏上了实
地寻根之旅。

这位远房亲戚将李伟汉带去了距离厦
门 80 公里远的一个漳州农村，那里是李伟
汉曾外祖母的老家。当他们刚刚踏入这个
村庄时，李伟汉的心中充满了好奇，但并未
感受到自己与这个地方有情感连接。然而，
当他踏进村里的祠堂门槛，看到祖先的牌

位时，一种奇妙的情感突然从内心深处涌
起。“当我在祠堂里面看到祖先的牌位时，
我突然意识到，200 年以前，我的祖先也和
我一样，站在同样的位置，望着同样的方
向。”李伟汉回忆道。

李伟汉忘不了带父亲回漳州扶摇村
（原珠山）寻根时的一个瞬间。初入扶摇村，
李伟汉感到父亲与家乡仍然明显存在距离
感。数小时后，李伟汉同父亲在一位远亲家
中享用午餐，当父亲尝到当地特色面时，李
伟汉发现，父亲突然坐直了身子，眼睛里闪
过一道光。“爸爸说，这个面竟然跟他妈妈
常做的面味道一样。爸爸的祖先离开中国
已经超过百年了，但当他吃那碗面时，终于
有了回故乡的感觉。”

桥接万里情

和李伟汉一样，在意自己来自何处、想
要知道祖先故事的海外华人非常多。在这
种朴素的情感连接诉求中，李伟汉发现了
商业机会。2012 年，李伟汉成立了一家名
叫“中华家脉”的公司，这个公司专门帮助
华人寻根和寻亲。

中华家脉主要提供两部分服务。第一部
分是定制化服务，包含两类产品，故乡亲人
的调查报告和一次回到故乡的旅行服务。亲
人调查包括：祖先是谁？为什么移民？如何移
民？中国亲戚还有谁？以及家族遗产状况等
等。第二部分是网络平台开发建设。网络平
台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建立数据库，把中华
家脉族谱、碑文等资料进行数字化存档，在

数据库中，可以在线搜索到2万本族谱；二是
刻画家族树，用户可以将他们找到的关于家
族历史的故事、照片等放在家族树中。

李伟汉对一次陪客户下村的经历印象
深刻。寻根者叫莱斯利，40 多岁，是一名多
米尼加裔美国人。她的外公则是 20世纪 30
年代从广东移民到多米尼加的中国人。莱
斯利虽然有着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但对
中国了解很少。小时候，每当她问起外公故
乡的事情，发现外公总是会回避，这激发了
她的好奇心。莱斯利最开始委托李伟汉寻
根的时候，非常理性，她说：“我只想知道外
公为什么离开祖籍地，其他方面的事我不
太在意。”然而，在寻根之后，莱斯利流着泪
告诉李伟汉，她终于理解了外公的沉默，理
解了回家的感觉和意义。

莱斯利的外公离开家乡以后便再也没
有重返，弟弟和母亲相继离世是外公心中
永远的痛，谈论家乡像揭伤疤一样。莱斯利
外公的经历是华人离散的缩影，背井离乡
求生路，虽有人再也没能返乡，但名字留在
祠堂、墓碑和族谱上，供后人回望。李伟汉
说，中华家脉成立的目标之一是建立桥梁，
连接亲人之间的内心和情感。

漫漫亦灿灿

寻根之路常常充满困难，语言是一大
障碍。许多海外华人不会说中文，提供村子
的名称往往只有字母拼写，但同音不同人、
同音不同地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位澳大利
亚华人想寻找曾祖父在华历史，他的曾祖

父名字发音为“Zhou Jucai”，调查的结果
找到了两位“Zhou Jucai”，这两人一位中
文名字是“周聚财”，另一位是“周聚才”。一
位印尼华人远祖曾住在福建省漳州的一个
小村子，这位印尼华人只记得这个小村子旁
边有一座名字为“TJOA MABIO”的庙宇。
找遍历史资料，李伟汉的团队也无法确定这
个庙的中文名称。很久之后，他们才发现这
些词是闽南语的译音，指的是“蔡妈庙”。

李伟汉团队深入了解移民历史后，建
立了中文、英文、闽南语、粤语、客家话、荷
兰语等语言之间相对应的数据库。

在城市化背景下，寻根依据的消失也
给李伟汉的寻亲之路带来困难。李伟汉说：

“六年前，有一个印度尼西亚人来寻根，在
我们带他回了祖籍地的一年后，那个村子
就全都被拆掉了。”这件事促使“中华家脉”
想把各种村子的照片和视频进行在线保
存，“对坟墓、老屋等做一个在线的保存。这
是我们做寻根的一个重要目标。”

关于未来，李伟汉谈及数字化寻根道
路，“AI工具让我们记录数据的效率提高了
很多。我们正在建立寻根的数据平台，降低
寻根的门槛，帮助海外华人自己找到家的
方向。目前这个平台在中国的数据主要集
中在南方，我们想要将这一范围扩大到全
中国。”此外，“中华家脉”试图吸纳更多年
轻人，搭建年轻人的寻根社区，“让海外的
年轻华人知道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也让
中国的年轻人知道海外华人是什么样。”

李伟汉相信，科技赋能与新鲜血液的
注入，“中华家脉”帮助华人寻根之路将

“漫漫亦灿灿”。

茶叶起源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不少华侨华人带
着中国茶跨越远洋，在世界各地书写茶的故事。悉尼华人
毛鸿昌创办了 MY TEAHOUSE（我的茶屋），在十几年来
一直坚持推广正宗的中国茶。

从零开始办茶屋

2007年，毛鸿昌决定在悉尼创办茶屋。当时的他对茶一
知半解，“选择和茶打交道也是机缘巧合”。毛鸿昌说：“印有

‘中国制造’的一些商品在澳大利亚因偏见被打上‘便宜货’
的标签。于是我打算创办茶屋，销售高端有品质的茶品。”

就这样，毛鸿昌开始了他的茶屋事业——选茶、尝茶、购
茶、泡茶、选址、店铺装饰等，一切从零开始。

起初，澳大利亚人来买茶时会问很多问题：“红茶和绿茶
有什么区别？什么茶对身体好？”毛鸿昌每一次都耐心讲解。
他坦承“茶叶知识很多都是被这样问出来的”。

“我发现书本上学到的内容完全不足以满足外国朋友的
求知欲。于是我开始向制茶师傅和茶农学习，在求知溯源的
过程中，我对茶叶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了。”

生意清闲时，毛鸿昌常练习书法：“泡茶时的心境会影响
到茶的味道。我没有练习书法的时候，用同样的水温和手法
去泡茶，茶的味道会不大一样。如果泡的茶不够甘甜，一些资
深茶友会和我打趣是不是没有写字。”

如今茶屋的墙壁上，挂着毛鸿昌用小楷体抄写的《道德
经》和其他书法作品。有时，他还会用写过的书法纸包装茶叶
送给客人。“喜欢中国文化的客人会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装纸，
将书法作品装裱起来。”

以茶会友遇知音

茶屋的名字如今叫做MY TEAHOUSE（我的茶屋）：希
望每一位前来品茶的客人都可以把茶屋当成自己的家一样，
全身心地体会茶味。

“去云南看茶山时，茶农带我来到一家茶室。一张不大的
茶桌挤了五六个人，大家都互相打招呼，一起喝茶。当时我对
几款茶产生了兴趣，于是就问泡茶的伙计。但他却说自己只
是老板的朋友，不懂太多的细节。这种以茶会友，轻松惬意，
人人都可以静心品茶的感觉让我找到了归属感，萌生了这一
名字。”

在以茶会友的岁月里，毛鸿昌收获了两位外国“粉丝”。
“2010年左右，一位名叫马尔的外国友人来到茶屋。我给他冲
泡了三种‘铁观音’，他能很详细地说出三种茶的不同味道。
这真是遇上茶道知音了。”毛鸿昌开心地说。

还有一位“粉丝”是澳大利亚人大卫。“这位土生土长
的澳大利亚人特别喜欢中国文化，从每周来品茶学茶到成
为茶屋的一员。大卫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茶文化，还独
自去昆明住了 3 个月专门学习中文。”毛鸿昌骄傲地说，

“在去年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茶和天下’文化和旅游
推介会上，大卫还成为了唯一一位给来宾表演中国茶艺的
外国人。”

坚持推广中国茶

推广中国茶是毛鸿昌在海外一直坚持做的事情。“有一
些茶商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口味，去改变中国茶原本应有的味
道，把茶变成了一门生意。但在我心中，茶更多的是一种文
化。”毛鸿昌说。

随着茶屋的名气增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店里买
茶。打开谷歌地图搜索毛鸿昌的茶屋，会发现很多澳大利亚
网民留言：“最好的中国茶！”

最近几年，茶屋也迎来了一些华侨华人顾客。毛鸿昌补
充：“与其他文化的人不同，华侨华人拥有一定的茶文化基
础，家里都会备一些茶叶，也有自己的购茶渠道。不过越来越
多的华侨华人品尝过我们的茶叶后，更愿意选择在我们这里
买茶。”

毛鸿昌有自己的心得：“茶叶的品质很重要。每一款茶都
经过我亲自品尝后才确定选购。其次，品茶看重环境。茶屋简
朴幽静，客人心定神闲，便能体会到真正的茶香。”

从创办茶屋至今，毛鸿昌深刻感受到中国茶和“中国制
造”在海外逐渐得到认可：“早年有一位新西兰的客人，看到
茶屋的紫砂壶卖400澳币觉得是天价。后来他去了上海世博
会，明白了紫砂壶的珍贵，便回到茶屋买了三把紫砂壶。现在
他也成了茶屋的忠实‘粉丝’，经常来到这里买两三斤龙井带
回家。”

“2007 年，茶屋一两茉莉花茶叶的价格是 8 澳元，很多
外国人都觉得很贵，而现在他们大都愿意花几百澳元在我
这里买茶，中国产品变成了高端和品质的代名词。”毛鸿昌
欣慰地说。

加拿大多伦多华人举办中华音乐会

近日，由当地华人文艺团体举办的“歌韵中华——经
典咏流传”音乐会在加拿大多伦多登场，也由此拉开多伦
多华侨华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系列活动的序幕。

音乐会由陈琳声乐艺术学院等主办，分为“艺术篇”
和“流行篇”上下两场。演出曲目涵盖了古曲、古风流行、
地方民歌、音乐剧选段、创作艺术歌曲等不同风格。

出席音乐会的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参赞衔领事王
彦军在致辞时表示，本次音乐会以歌唱诗、以诗和歌，让
诗歌合韵、歌咏诗意，唱出中国古典诗词之美，唱响海外
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热爱与祝福。中国古诗词源远流
长，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寄托着中国人的精神追求。
借助当代音乐更加鲜活地呈现中国古诗词魅力，丰富了
当地华侨华人的文化生活，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来源：中新网）

巴基斯坦华人为贫困家庭献爱心

近日，在巴基斯坦国庆日之际，中巴青年交流小组
联合北京同心圆慈善基金会以及知信行公益爱心团队，
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拉瓦尔品第达鲁萨拉姆中学发放
爱心物资。

中巴双方志愿者通力合作，与校方一道打包、发放
物资。本次活动对该校200户贫困学生家庭发放爱心礼
包，包括豆子、面粉、白糖、食用油等生活物资。

中巴青年交流小组副理事长闫肖表示：“我们通过
对不同小型社区的帮助，建立良好的关系，加强民间交
往，为更好地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建立了民间友谊。”

中国留学生志愿者朱子阳表示：“我 2020 年来到
巴基斯坦并开始接触参与志愿者活动，当看到孤寡老
人、贫困儿童，我会发自内心地想帮助他们。传递大爱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也想为中巴交往贡献自己
的力量。” （来源：中国侨网）

柬埔寨华校参与中国文化体验营

近日，柬埔寨贡布省禄山市公立华侨学校的师生们
在校门前整齐列队，用掌声与微笑迎接来自首都金边的
客人。当天，柬埔寨王家研究院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王丰、
柬方院长陈统崇带领孔院老师们，将主题为“同心协力
襄盛举，中柬友谊启新程”的中国文化体验营带到这所
边境华文学校。

中国文化体验营活动由王家研究院孔子学院和柬
埔寨港澳侨商总会联合主办。此次活动为同学们带来书
法、篆刻、甲马版画、灯笼、剪纸、踢毽子和投壶等丰富多
彩的中国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帮助大家收获知识，增长
见闻，让同学们更加了解中国，爱上中国文化。

来自中国广西的老师陈玲玲说：“我们正在着手培
养一支年轻的教师队伍，让华文教育事业代代相传，希
望禄山华侨学校和学生们的未来能成为校门上镌刻着
的‘欣欣向荣’四字的真实写照。” （来源：中新网）

温州开放大学意大利华侨学院开班

近日，温州开放大学意大利华侨学院在意大利开
班，该校课程以心理辅导和家庭教育为主，开班当天便
为意大利学员开设了一堂亲子讲座。

温州开放大学意大利华侨学院于2023年12月29日
成立。作为中国首个开始探索海外华侨学历教育、非学
历教育的地市级开放大学，温州开放大学为意大利华侨
学院提供线上教学课程、师资、教学计划，意大利意中文
化教育交流研究中心和意大利佛罗伦萨中文学校负责
招生、管理、宣传等。 （来源：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