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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芳百世

施向群
（晉江市龍湖鎮英厝頭十三施）

逝世於四月廿九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211-LILY OF THE 
VALLEY靈堂
出殯於五月六日下午一時

李旺
（漳州市鄉城區）

逝世於五月三日
現 設 靈 於 計 順 市 亞 蘭 禮 沓 大 街 聖 國
殯 儀 館 （ S A N C T U A R I U M  2 0 2 -
CHRYSANTHEMUM）靈堂
出殯於五月七日上午七時

c

訃告
蔡章澤

（晉江市金井鎮坑獅村）
逝世於五月二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208號靈堂（SANCTUARIUM 208-
CARNATION）
擇訂五月六日（星期一）下午六時出殯

盧高麗賢
（石獅市永寧鎮沙美村）

逝世於四月廿九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0-TULIP靈堂
出殯於五月六日上午十時

蔡許秀美
（石獅紫湖）

逝世於五月二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3-MAGNOLIA）靈堂
出殯於五月九日上午十時

陳蔡美玉（晉江深滬南春）

逝世於五月三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二樓209號靈堂（Sanctuarium-209 
Magnolia）
擇訂五月九日（星期四）下午四時出殯

李施玉華
（金門金沙鎮）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巴示殯儀館新廈
三樓十一號靈堂
爰訂五月八日（星期三）下午一時出殯 

蔡金礦丁憂
菲律賓青陽衍派蔡氏聯誼總會訊:本會

西文書副主任金礦宗長令尊本會工商委員炳

祥老先生，于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一點十五分

壽終于晉江市永和鎮塘下村家鄉本宅，享年

六十有八、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于

家鄉塘下本宅設靈，並訂于五月六日出殯。

 本會聞耗、經派

員前往慰問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以表

哀思，而盡鄉誼，望

如有在大陸的宗長也

前往慰問！

蔡志琛丁憂
菲律賓青陽衍派

蔡氏聯誼總會訊：本

會義診委員志琛宗長

令尊蔡章澤老先生，

不幸于西元二○二四

年五月二日凌晨零時

六 分 壽 終 于 岷 市 家

中，享壽七十有八高

齡。現停柩于計順市

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208靈堂。擇訂于

五月六日（星期一）

出殯火化于聖國聖樂

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家屬，勉其節哀

順變。

李旺逝世
菲律賓漳厦龍同海總會、商會訊：本

會醫療主任李旺鄕賢（亦即總務主任陳楊鄉

賢令夫君），不幸於2024年5月3日上午十時

二十五分壽終於崇仰總醫院，享壽七十齡，

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

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二樓202靈堂，擇訂2024

年5月7日（星期二）上午七時出殯火化於聖

國殯儀館。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問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爰訂於五月六日(星期一)下

午七時在其靈前舉獻花祭禮，屆時希全體鄉

賢自動撥冗前往參加獻花祭禮及越日送殯執

绋行列，以表哀思，而盡鄉谊。

陳永篇遺孀逝世
佳勤軸店訊：故僑商陳永篇老先生令

德配陳府蔡太夫人諡美玉（祖籍福建晉江深

滬南春），係僑商陳長夢，照明，長文，

長輝，清霜，清彩賢昆玉令慈堂，於公元

二０二四年五月三日下午四時四十六分，壽

終於岷市崇基醫院，距生於一九三０年庚午

二月廿七日吉時，享壽積閏九十有八高齡，

慈竹風凄，蓮花化生，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

亞蘭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二樓二０九靈堂209 

MAGNOLIA SANCTUARIUM，擇訂五月九日

（星期四）下午四時出殯，火化於聖國天人

樂聖堂。

民間交流如何共敘中法「甲子」情誼？
——專訪法國吳建民之友協會主席徐波

中新社北京5月4日電　今年初，慶祝中

法建交60週年「甲子晚宴」在巴黎埃菲爾鐵

塔舉辦，來自中法兩國政治、經濟、文化、

藝術、教育、科技及華僑華人青年代表等百

位嘉賓共聚一堂，慶祝中法「甲子」華誕。

作為活動的發起人和策劃者，法國吳建

民之友協會主席徐波，長期在法國從事中法

民間友好工作。近期，徐波接受中新社「東

西問」專訪，分享其參與中法民間交流二十

多年來的心路歷程，以及對中法友好關係的

理解。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籌辦中法60週年「甲子

晚宴」的初衷是什麼？

徐波：中國文化中，一個甲子，代表著

一個週期的結束和新的輪迴的開端。作為在

法國生活的中國人，我意識到「60年一個甲

子」的特殊文化意義，因此希望以此為名，

將中法兩國民間社會具有代表性的人士齊

聚，為上一個甲子的友誼畫上圓滿句號，並

共同為新的一個甲子勾畫美好圖景。舉辦晚

宴，也想藉此表達其背後的象徵意義和中華

文化內涵。

從事中法友好工作佔據了我生命中的

大部分時間。我曾深度參與中法建交40週

年慶祝活動，見證了6000名華僑華人盛裝行

走在香榭麗捨大街，埃菲爾鐵塔首披「中

國紅」；2014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任職期

間，我與希拉克總統時期的法國文化部長雷

諾一起策劃組織了紀念中法建交50週年的巴

黎大皇宮「中國之夜」，時任法國總理艾

羅率9位政府部長參加，1.5萬名法國觀眾到

場，這些都是我親身經歷的中法兩國關係的

高光時刻，經常縈繞在我的腦海。長達三年

的新冠疫情和波詭雲譎的國際政治，使當下

的中法關係面臨一些新挑戰。「甲子晚宴」

的實質，就是讓愛中國的法國人和愛法國的

中國人聚在一起，向全世界發出兩國人民將

會繼續友好的信號。

此外，中法關係是中歐關係、中國與西

方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中法關係好了，中

歐關係、中國與西方的關係也會受益，正如

1964年中法建交帶動了整個西方世界，包括

美國對新中國的承認。

因此，「甲子晚宴」以民間交流的方

式慶祝中法建交60週年，是作為獻給兩國人

民、獻給中法建交60週年的一個禮物。

中新社記者：中法關係是世界大國關係

中的一對特殊關係，60年來，中法關係始終

走在中國同西方國家關係前列，為兩國人民

帶來福祉，為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作出貢

獻。您如何理解這句話？

徐波：中法關係始終走在中國同西方

國家關係前列，從60年前毛澤東主席和戴高

樂將軍作出中法全面建交的歷史性決策之日

起，就已經奠定了中法兩國關係的基石。

從戰略角度看，奉行獨立自主是法國

外交的基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時任法國

總統戴高樂在國際事務上堅持獨立自主，使

法國在美蘇爭霸的兩極世界「長袖善舞」和

「四兩撥千斤」，在國際舞台上發揮「力量

平衡者」的角色。而法國的外交理念，正好

與中國始終秉持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走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相契合。

當今世界大國之中，中法兩國都是世

界多極化的倡導者，致力于多邊主義，倡導

國際關係民主化，希望有一個穩定繁榮的世

界。這就是為什麼當2003年美國出兵伊拉克

時，祗有法國在美國的西方盟友中站出來對

小布什說「不」。2005年，時任法國總統希

拉克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保護和促進

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作出重要貢獻，

中國予以堅定支持。2015年《巴黎協定》的

成果也非偶然，中法兩國在此次會議以及整

個聯合國氣候變化事業中的合作，推動了全

球氣候治理進程。

習近平主席強調，中法關係的獨特歷史

塑造了獨立自主、相互理解、高瞻遠矚、互

利共贏的「中法精神」。我想這是對中法關

係為何能走在西方世界前列的高度概括。

中新社記者：您長期致力于中法民間交

流工作，中法民間交流的優勢在哪裡，兩國

人民如何相互「吸引」？

徐波：兩國關係不是空中樓閣，中法民

間交流的優勢，除了戰略基礎之外，還有文

化。

我對中國和法國朋友說，要對中法關係

的未來充滿信心，這種信心源于雙方人民在

文化上的相互吸引和欣賞，是中法友好的基

本盤。兩國人民中的絕大多數對政治，特別

是地緣政治不感興趣，他們更關心每天的生

計和獲得有意思的生活方式啟迪。將文化交

流引入中法關係的核心位置，兩國關係就有

了無限的抗壓性。

60年前，戴高樂在中法建交的記者招

待會上形象地說，中國的歷史與世界一樣古

老，承認中國就是承認這個世界本來的面

貌。對法國人來講，「與世界一樣古老」的

中國，其文化魅力是永恆的。愛文化是法國

的民族基因，以及法國人的一種生活方式。

巴黎十三區有個唐人街，是歐洲最大的華人

聚居區，每年春節遊行，看熱鬧的法國人比

華僑華人還多。國樂二胡大師果敢，獲法國

文化部藝術與文學騎士勛章，是首位獲此殊

榮的中國傳統音樂家。畫家嚴培明、王度的

繪畫作品征服了法國藝術界和上流社會，張

藝謀、賈樟柯的電影在法國深入人心。

同理，中國民眾也對法國電影、文學、

藝術、米其林餐廳、路易威登和愛馬仕很有

興趣。

法國知名導演讓·雅克·阿諾在「甲子晚

宴」上的致詞讓人記憶深刻，他說自己此刻

「想家了」，想在中國的「家」。他談起在

中國拍攝電影《狼圖騰》的7年是其人生中非

常快樂的日子，在從北京到內蒙古片場的路

上，與他同行的中方工作人員和他暢談司湯

達、巴爾扎克、雨果等法國作家及其文學名

著，還有內蒙古當地的養狼人，從未去過法

國、不會法語，對法國文化卻如數家珍，這

些都令他深受震撼。可見中國人民對法蘭西

文化的熱愛！

如果還要舉例，我們還可以追憶法國大

革命、巴黎公社等法國革命思想對中國社會

的影響，談20世紀初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

談陳寅恪、林語堂、巴金、徐悲鴻、冼星海

等眾多中國文化名人在法國的遊學旅居經

歷。今天，兩國人民還通過商品貿易緊密聯

繫，譬如此次「甲子晚宴」特意邀請了一位

法國奶農，因為他把法國奶製品帶到了中國

人的餐桌，把兩國人民聯繫在一起。

中新社記者：您對未來的中法民間交流

有何期待？

徐波：國家是由人組成的，中法友好首

先要做好兩國人民的工作，其中相互理解很

重要。法國社會就像一個多面魔方，有很多

值得學習借鑒之處，也有許多典型的社會問

題，如今年初的法國農民「圍困巴黎」抗議

活動等。但看今天的法國，要有一種全面、

包容的眼光，例如法國依舊是世界第一旅遊

目的地國家，在航空、生物技術、綠色能

源、精細化農業、教育、奢侈品等領域全球

領先，在醫療、失業保險等方面的福利居于

世界前列。因此，國家之間需要持續溝通對

話，人民之間需要加深交往交流，看到彼此

的好處和長項。

2023年11月，中國對來華短期停留15天

或以下的法國公民實施免簽政策的決定，在

法國社會引起巨大反響，相信這樣的利好政

策有助于兩國的民間往來。今年也是中法文

化旅遊年，兩國人民特別是藝術界人士躍躍

欲試。還有即將登場的巴黎奧運會，中法人

民一定能利用這些難得的機會，相互交往交

流。

最後，我還想特別強調青年交流。中法

兩國領導人在中法建交60週年互致賀電時，

都提及要推進雙邊青年的交流合作。去年馬

克龍訪華後，在致函感謝中山大學的信中也

表達了「重新點燃兩國青年人對彼此國家的

興趣，推進兩國對對方青年的吸引力」的期

望。今天，年輕人獲取信息的途徑多元，有

自己的判斷力和廣闊視野，看問題比較客

觀理性，這對中法兩國人民之間的交往大有

裨益。青年人之間的交往加強了，「中法精

神」才能延續到下一個甲子年。

李志鵬：「僑」力量何以助力中法關係發展？
中新社北京5月3日電  60年前，毛澤東主

席和戴高樂將軍作出中法全面建交的歷史性

決策，法國成為第一個同新中國建交的西方

大國。在兩國建交60週年之際，法國國家科

學研究中心普瓦提埃大學國際移民研究所研

究員李志鵬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講

述法國華僑華人與兩國友好的故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法國華僑華人的發展歷史

是怎樣的？

李志鵬：法國是西歐移民大國，外來移

民在其歷史發展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華僑

華人成規模地前往法國的歷史可以追溯至20

世紀早期。歷經百餘年，他們在數量、從事

行業、地域分佈等方面發生了巨大轉變。

餐飲業的菜刀、服裝加工業的剪刀、

皮革加工業的皮刀是法國華僑華人的「三把

刀」，也是他們的主要謀生方式。

20世紀30年代，法國的猶太商人在巴黎

「工藝-廟街」區域從事皮革加工活動，他

們時常丟棄一些皮革廢棄品。華僑華人將這

些廢棄物回收並重新利用，加工出一些小錢

包、小皮夾等產品進行兜售，深受法國顧客

喜愛。一些華僑華人通過此種方式實現了早

期的資本積累，並開始經營自己的店舖。

兩國建交後，華僑華人數量不斷增加，

往來日益密切。後來，在中國改革開放的背

景下，大量有「中國製造」標籤的產品進入

法國，華僑華人的經營模式從「生產-加工-銷

售」轉變為「進口-銷售」，部分經營者實現

了進一步的商業擴張，至20世紀80年代，華

僑華人已在巴黎皮革業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

位。

20世紀90年代，經營模式的轉變讓原本

從事皮革生產的華僑華人不得不另謀出路，

一部分人湧入中餐館，中餐業在此後的一段

時間快速發展，並在菜品種類及服務方式上

出現「多樣化」趨勢。

時至今日，除傳統的餐飲、服裝、百貨

和進出口貿易外，很多華僑華人進入新興行

業，實現了從「三把刀」安身立命到參與政

治、融入社會的轉變。他們促進了資金的流

通，加強了兩國人員的往來，為推動兩國貿

易發展、文化交流發揮了關鍵作用。

 中新社記者：華僑華人在促進兩國文化

交流中發揮何種作用？

李志鵬：中法文化都是包容開放的。

早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期，包括伏爾泰

在內的很多法國思想家就對中華文化產生了

濃厚的興趣，在法國啟蒙思想家的著作和凡

爾賽宮的裝飾中都能找到中華文化元素。20

世紀20年代前後，一批批胸懷救國夢的中國

青年遠赴法國，學習新思想、新知識、新理

念，他們中產生了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國革

命的先驅和新中國的締造者，以及徐悲鴻、

巴金等文藝界泰斗。他們通過不同方式增進

了兩國民眾的親切感。

1964年兩國建交後，人文交流領域的對

話與合作日益深入，華僑華人發揮的作用日

益顯現。

由華僑華人創辦的社團組織是傳播中華

優秀文化的重要媒介。1972年，法國第一個

華僑華人社團——旅法華僑俱樂部（現「法

國華僑華人會」）成立，俱樂部開辦中文刊

物、設置中文班、法文班，並為中法經濟合

作鋪路搭橋。

此後，華僑華人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出

現，並舉辦多樣活動增進法國對中國的直觀

認識。比如，法國華星藝術團融合了民族音

樂、舞蹈、地方戲曲等藝術形式，參加「四

海同春」春節聯歡演出，展現中華文化風

采。此類文化活動也讓春節等中國傳統節日

進入法國民眾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