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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下午2时许，江门台山
大江镇和乐村的本翘雷公祠里人声鼎
沸。

在不到20平方米的屋子里，几名
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年逾六旬的“洋
面孔”老人拿着两张摄于1892年的旧
照片和一份更早前的英文资料，与当
地镇村干部、雷家村民一起对照雷氏
族谱与和乐村雷氏细分族谱，想从中
找到一位名字叫Louie Goon［台山
话发音大概叫“雷滚（或官、军、均等与
滚字的本地发音相近的字”］的人，这
是他们的爷爷。

两个多小时过去，虽未能在族谱里
找到“雷滚”，但经过反复核对，几位老
人基本认定自己是和乐村附近雷氏其
中一脉的后人。原因有二，一是他们爷
爷的结婚登记资料中记录的家族成员
名字“（h）ok kuo或（h）ok guo”，与
雷氏族谱里出现的“学国”的台山发音
极为相似；二是当年和他们爷爷一起外
出的和乐村邻居祖上三代的成员，均能
在雷氏族谱里找到准确的对应人。

“我们还没找到确切答案，却又
产生了非常奇妙的感觉，因为这是我
们第一次离祖辈这么近！”Doug
Lougoon先生眼含热泪地说道。

Doug Lougoon 是家族里的老
四，同行的还有二哥Brian Lougoon、
五妹Maryanne Darroch及他们的5
位后辈等。

这次寻根之旅源于170多年前的
历史际会。

1853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发现金
矿，此后，不少台山华工陆续前往，并
在后来历史上的淘金重镇——本迪戈
（Bendigo）驻扎下来。按照 Doug
Lougoon一行人的描述，爷爷“雷滚”
大约在1880年抵达该地区。

由于奶奶是爱尔兰人，母亲是英
国和爱尔兰混血儿，Doug Lougoon

等人作为第三代，长相上已看不出丝
毫中国人的样子，但是他们的言语和
行为却流露出浓浓的中国心、中国情。

“也许我们身上爱尔兰人基因比
中国人基因多一些，但我们的中国情
结更加突出。”Doug Lougoon拍了
拍自己的胸口说。

原来，受爷爷和父亲的影响，几兄
妹从孩提时代就经常参与本迪戈的华
人社区活动，并一直深爱着中国文
化。Maryanne Darroch 记得，自己
从8岁起就随大人们参加与中国相关
的各类节日和舞龙舞狮等活动，几十
年来未曾中断，“总是全家都参与其
中，十分特别”。

“跨越7000多公里回来寻根，对
家族来说有多重要？”

“非常重要，这是我们一直想做的
事情。”Doug Lougoon说，父亲晚年
曾有回乡寻访的愿望，但因年纪太大
终未成行，这也就变为了家族近年来

想要完成的共同愿望。
虽然这次没能在雷氏族谱里找到

爷爷的准确姓名略有遗憾，但是几位
老人都认为已经取得了很大突破，会
试着找到更多信息，希望很快能得到
更准确的答案。Brian Lougoon还
说，如果条件允许，想尝试通过DNA
测试来进行确认。

离 开 本 翘 雷 公 祠 后 ，Doug
Lougoon一行人来到附近的雷氏大
宗祠，认真聆听雷氏族人介绍门联上
对仗的“祖与宗、枝与叶、荣与秀”等的
释义，然后进祠面向祖宗灵位虔诚祭
拜，添油上香。

进香后，几兄妹都流下了泪水，他
们说自己无法解释这种奇妙的情绪。

礼毕，按照宗族传统，前来祭拜的
后人要在册子上签名留念。族中老人
建议，最好是中文名字。

这次活动由澳大利亚江门总商会
牵线搭桥，副会长梁志军全程翻译，他

根据大家的英文名字发音并结合中文
内涵，现场为他们一一起名：

“Brian Lougoon，叫雷伯仁吧，
是家族里的大哥哥，谓之伯父，讲仁
义。”

“Doug Lougoon，叫雷德吧，取
《道德经》其中一字，谓有德之人。”

“Maryanne Darroch，就叫雷美
恩吧，是美丽、感恩的意思。”

……
就这样，一行人终于拥有了自己

梦寐以求的中文名。
“我非常喜欢美恩，在雷氏大宗祠

得到属于自己的中文名，特别有意
义。”Maryanne Darroch高兴地说。

受几位老人的影响，家族里的年轻
人也经常参与当地华人社区的活动，学
会了舞龙舞狮。在雷氏大宗祠，同行的
几位后辈有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舞
狮，在祖辈的故土上展示了他们在
7000多公里外学到的中国技艺。

表演结束后，Doug Lougoon请
求族中一名老人现场演示了一段打
鼓，还咨询了鼓点节奏、力度等问题，
希望年轻人们努力记住，以后表演时
尽量做到“原汁原味”。

当天 17 时许，寻根之旅结束，
Doug Lougoon一行人拉着雷姓村
民们合照。“我们都是亲戚，感谢大家
的热情接待，相信我们很快会再回
来。”Doug Lougoon说。

澳大利亚江门总商会理事梁志东
是这次寻根之旅的重要牵线人之一，
他于几年前受邀参加大金山地区一年
一度的清明节舞龙活动，并首次了解
到Doug Lougoon家族想要寻根的
诉求，后在江门市各级侨务部门的支
持下促成此行。

“他们找的是祖父还是曾祖父？”
当记者向梁志东再度确认相关信息，
他脱口而出回答：“他们找的是他们
自己。”

澳大利亚大金山中华公会是澳大利亚历
史悠久的中国文化社区代表，自19世纪淘金
热时期起便与华人移民的历史紧密相连，对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怀有深厚的热情。大
金山金龙博物馆则是当地一个主要展示华人
历史遗迹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地标，内有
藏品3万多件，包括长100多米的巨龙、玉辇
（用玉做的马车，据说价值连城）、古钱币等。

Doug Lougoon 正是澳大利亚大金山中
华公会会长、大金山金龙博物馆的主席，因此
这次历程对他而言，既是一次亲人寻根之旅，
也是一次文化寻根之旅。

记者留意到，连日来，他总是佩戴着一条
上面绣有金黄色“龍”字的红色领带。龙，可
谓是以他为代表的一大批海外华人的重要精
神图腾。

10月10日至12日，Doug Lougoon一行还
参观走访了江门侨梦苑、启明里、长堤历史文
化街区、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台山市华
侨文化博物馆、新会圭峰山玉台寺及多家企
业，体验中华传统文化，了解侨都发展风貌。

在参观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期间，当
Doug Lougoon发现馆内大金山金龙博物馆创
始人——台山籍华人雷扬名、江门先侨前往澳
大利亚淘金以及江门龙狮文化等相关信息时，
他哽咽了，说在这里能感受到与澳洲华人社区
非常相似的氛围，觉得十分亲切。他骄傲地向
我们介绍大金山金龙博物馆里关于龙文化的
相关展陈，称大金山地区长期与“龙”结合在一
起，特别是每年的“东方节”，当地华人都会用
舞龙来庆祝，从1892年到现在几乎没有中断
过，舞龙巡游活动在国际上都很有声誉。他还
表示博物馆正在进行扩建，将收藏长120多米
的长龙。

在两馆相互赠送书籍和资料后，Doug
Lougoon 希望彼此接下来能加强互动，探讨
交流合作，共同依托博物馆载体讲好中国人、
中国文化的故事。 （张茂盛）

澳大利亚“洋面孔”跨越7000多公里回江门台山寻根

“我们第一次离祖辈这么近！”
□记者手记

龙是海外华人
的重要精神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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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杨双云

10 月 7 日至 15 日，侨见江门
2024·华侨华人及港澳美术家江门写
生交流活动在江门举办。活动由市
政协指导，市政协书画院与市公共外
交协会主办，邀请了涂志伟、司徒绵、
司徒维健、李金明等25位华侨华人、
粤港澳美术家齐聚江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
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扩大
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近年来，江门
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实
施“侨都赋能”工程，充分挖掘和利用
本土丰富的华侨华人文化资源，着力
推进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国家平
台建设。

9天时间里，江门别具一格的自
然景观与人文特色为美术创作提供
了丰富的灵感。25位美术家激情创
作、佳作频出，共创作作品100多幅，
从不同维度展现了江门绿美村庄的
美丽风光，呈现了新时代江门的发展
面貌。

“江门真是画家的天堂”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包括现场写

生、艺术沙龙、作品观摩、名家分享等
环节。10月7日至12日，25位美术家
深入台山、开平两地进行实地采风与
写生创作。江门美丽的乡村风韵和独
特的侨乡文化，点燃了美术家们的创
作激情。他们将灵感和情感倾注于笔
端，将江门之美落于纸上，以笔抒情，
以画传意。

“江门真是画家的天堂，有太多好

风景值得描绘，特色元素很多，民风也
很好。”韶关翁源籍华侨美术家涂志
伟表示，他希望画出更多江门美景，以
此表现江门的侨乡文化。

碉楼是江门的一张名片。开平籍
华侨美术家关旭耀认为，碉楼是侨乡
建筑的一个特殊类型，设计融合中西
方风格，展现华侨对家乡文化的自豪
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江门有一种
令美术家着迷的魅力，这次我选择碉
楼为主题，就是想展现这里最独特的
一面。”关旭耀表示，江门有画不完的
题材，他还要继续画下去。

祖籍恩平的侨胞郑海明饱含热泪
地说：“我从来没回过家乡。写生过程
中，我总会感到有种莫名的冲动，就像
在用画笔来寻根。”棠下籍华侨美术家
杨军也沉醉于故乡景色，他说：“江门

的乡村独具特色，榕树、芭蕉、骑楼、木
船，这些我都特别喜欢。”

华侨美术家司徒绵在开平赤坎出
生长大，他的绘画主题始终围绕故土
故人而展开，很多作品记录了五邑华
侨华人早期赴美谋生的血泪辛酸，得
到海内外观众的喜爱。他说：“我出生
于侨乡，熟悉华侨们的辛酸血泪史，也
觉得有必要将这些画出来，让更多人
了解那段历史。”

此次回到赤坎，司徒绵感触颇深，
“活动拉近了我与家乡的距离，见到了
老朋友，也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希望以
后能多见面、多交流”。

涂志伟则表示，他将当代艺术的
新思维、新视角融入这片充满历史和
文化气息的山水之间。希望自己的作
品能激发观众对自然、历史、文化的深

入思考，也为江门这片宝地注入更多
的文化活力。

“活动选在江门并非偶然”
此次活动聚集了来自美国、加拿

大、法国、澳大利亚等地的华侨华人美
术家，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美术家，其
中包括10多位在海外有着巨大影响
力的油画家，有利于进一步发挥海内
海外“两个江门”的独特优势，为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江门实践汇聚力量。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广东省写意
油画学会主席杨尧认为，这次交流活
动选在江门并非偶然。江门不仅诞生
了被称为“中国油画第一人”的李铁
夫，同时涌现了一大批五邑籍油画名
家。江门的百年油画史是中国的文化
遗产，也是中国和世界对话、向世界讲

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渠道。
杨尧说：“这是一个承上启下、再

创辉煌的活动，不仅为艺术家们提供
了汲取养分的机会，也让观众在观赏
高水平艺术作品的过程中感受时代的
变迁。”

在市政协书画院理事王飞宇看
来，这是一次取经之旅。他认为，中
外美术家们的创作理念存在很多不
同，交流碰撞很有必要。作为著名侨
乡，江门举办此次活动，对加强海内
外美术交流、增进与五邑籍华侨华人
的情感交流、讲好江门故事也具有重
要意义。

“很感激涂志伟、司徒绵等老师的
经验分享，这是一个很好的观摩、学习
机会，有助于加强中外美术家的感情，
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美术水平。”广东省
写意油画学会名誉主席李金明说。

10月13日，美术家们创作的作品
在市美术馆展出。展览现场，五邑大
学学生庄紫茵与朋友看得津津有味，

“这是一场高水平、高质量的油画展，
让我学到了不少艺术表达的技巧”。

同日下午，市政协书画院华侨历
史题材美术创作名家分享会在市文化
馆举行，司徒绵在会上分享了他的创
作心路、艺术思考，并展示部分华侨华
人历史题材佳作，再现了早期华侨华
人对美国西部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作为本次写生交流活动的组织者
之一，开平籍华侨美术家司徒维健表
示，文化交流有助于促进民间友好，对
于推动中外美术事业发展具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希望更多美术家能以此为
契机，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用艺术形
式讲好江门故事。

25位华侨华人和粤港澳美术家齐聚侨乡

用艺术形式讲好江门故事

“三百年开埠建墟，两家族竞耀争
辉，一侨领彪炳史册。”这是对江门开
平赤坎镇百年华侨史的精妙概述。其
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氏、司徒氏两
大家族为家乡发展暗中“较劲”的故事
更是享誉中外、流传至今。

百年后，关氏与司徒氏的两位后
人从海外归来，一起参加侨见江门
2024·华侨华人及港澳美术家江门写
生交流活动，在10月10日回到赤坎华
侨古镇，齐用画笔描绘家乡新貌。

赤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百年
前，赤坎上埠关族、下埠司徒氏两大家
族的良性竞争，推动赤坎发展为岭南
地区独树一帜的商贸重埠。这种现
象，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都实属罕见。

两个家族的竞争集中体现在各自
建设的图书馆上。1925 年，旅居美
国、加拿大、菲律宾等地的司徒氏家族
侨胞筹钱在赤坎下埠长堤兴建司徒氏
图书馆，免费向族人开放。几年后，关
族也在上埠兴建了关族图书馆。两个
图书馆一个在赤坎镇堤东，一个在赤
坎镇堤西，遥遥相对，建筑风格极为相
似，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多年来一直默
默相守。

司徒氏后人、华侨美术家司徒绵
在赤坎出生长大，1987年出国学习绘
画，后定居美国，现在是美国油画家
协会大师级会员。

“这两个姓氏的华侨众多，名流辈
出，因此相互攀比、激烈竞争。在家乡

发展上总是你建什么，我也建什么，而
且尽量超越你，过程非常有趣。”谈起两
大家族祖上的“较劲”史，司徒绵清瘦的
面容变得神采奕奕。

关氏后人、华侨美术家关旭耀同
样出生成长于赤坎，现定居加拿大，是
加拿大艺术家联盟最高署名成员。时
隔多年再一次来到关族图书馆前，他
感慨万千：“两大家族都十分热心于家
乡建设，非常关注文化传承，一直以来
相互竞争、彼此融合。这种竞争是良
性的、有益的，既促进了家乡发展，也
造福了一方乡亲。”

关旭耀与司徒绵年纪相仿，兴趣相
投，都喜欢绘画。年幼时，两人在赤坎
的家仅隔着一条河，也很早就有了交

集。“司徒绵比我更早开始系统地学习
油画，每次他从学校回来，都会给我分
享学到的油画知识，也会把油画作品带
回来给我欣赏、学习。”关旭耀坦言，这
对他的艺术道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后来，两人先后离开家乡，前往国
外学习艺术。关旭耀在加拿大，司徒绵
在美国，两人不常见面，但仍保持联系，
互相分享并尊重对方对艺术的执着。

“他是一个很有天赋又十分努力
的美术家，吸收了西方油画的优秀技
法，在油画领域有很高的造诣。”司徒
绵评价关旭耀的作品色彩亮丽、造型
生动，给他带来了不一样的启示。

时过百年，赤坎华侨古镇换了模
样，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度假区。接

受采访时，司徒绵兴奋地指着旁边的
一条小巷子说：“我的家就在里面，现
在保护得很好。”相比于司徒绵，关旭
耀回来的次数较少，故乡的日新月异
让他诧异。关旭耀在关族图书馆前接
受采访时，一位老者过来问他是哪家
的，为何会讲赤坎话，关旭耀笑着回
答：“我也是赤坎的，以前就住在河那
边。”

如今，两人再次回到故乡，回到百
年前两大家族竞争的地方。他们用手
中的画笔，将故乡深厚的文化底蕴转
化为生动的艺术形象，这既是回望两
大家族的历史变迁，也是寄托两人对
故乡的期许与祝福。

（朱磊磊 蔡昭璐 张茂盛）

百年前共促家乡发展 百年后共绘家乡新貌关氏、司徒氏两族后人
回赤坎写生续写“较劲”佳话

江门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
化魅力，记载和传颂着大量华侨华人爱国
故事。以此为题材的油画作品，就像是窥
探过往的万花筒，不仅是艺术的展示，更是
对历史的再认识，通过画笔记录下那个时
代华侨华人的人生百味：修铁路的华工、在
洗衣房工作的华人、美国唐人街的景象
……每一幅作品都承载了华侨华人对家国
的思念和对未来的梦想，也映射出他们在
海外奋斗的感人故事，可以吸引更多年轻
人关注和了解华侨历史，感受先辈们的精
神风貌。

江门地区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重要的
前沿阵地，应该发挥侨乡美术之力，深挖、利
用好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艺术作品讲好侨
乡故事，激发社会各界对华侨华人历史的关
注，加强海内外华侨华人的联系，进一步推
动华侨华人创作群体的壮大，传播和弘扬华
侨华人的爱国精神，唤起更广大受众的情感
共鸣与家国情怀，推动侨乡美术事业蓬勃发
展。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州美术学院
教授杨尧：

多维交流促进侨乡美术
向新而行

江门诞生了“东亚画坛巨擘”李铁夫，在
他的影响下江门油画得风气之先，侨乡文化
更是为外来油画的本土化和江门油画的多
样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因此，江门油
画一直秉承着开放、包容和创新，形成鲜明
的风格面貌，并输出大量人才和好作品。

然而艺术创作的发展需要新的力量来
支撑。进入新时代，只有站在一个全新视
角上，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和审视，进而反
观自己的艺术，才能获得前所未有的体验。

这次的美术交流就是一个良好的开
端。通过多维交流，美术家们能从中获得灵
感、互相学习、提高技艺。此外，用画笔描绘
出祖国发展的新面貌，也能激发出更多华侨
华人对祖国的兴趣与关注，有助于进一步向
外推广中华文化，为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迈
开更大的一步。

期待更多美术家加大创作力度，以根植
于中国的审美和发展格局，挖掘更多侨乡元
素，让江门油画向更多元的方向发展，促进
侨乡美术向新而行。

美国油画家协会大师级会员司徒绵：

推动侨乡美术事业
蓬勃发展

声音

↑侨乡景色生动地浮
现在美术家的作品中。

→美术家们来到赤坎
华侨古镇，共同开展创作。

Doug Lougoon一行人与当地镇村干部、雷家村民一起核对信息。 Doug Lougoon家族的年轻人展示他们学到的舞狮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