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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异国他乡撒下民族舞的种子

3333333333333333333 创办佩兰舞蹈艺术中心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繁华的唐人街上， 一间宽

敞明亮的练功房里， 每个

周末， 都有上百名女孩聚

集在此， 跟随何佩兰学习

中国民族舞。

中国民族舞科班出身

的何佩兰 30 年前移居千

岛之国菲律宾。 当时，当地

鲜有人知晓中国民族舞，

谈及中国的民族艺术，大

多数人只知道舞狮舞龙。

何佩兰决心让更多人看到

中华民族舞蹈艺术的风
采。 30年来，她筹办舞蹈

团、创办舞蹈艺术中心，多

年如一日致力于弘扬中华

文化， 用辛勤的汗水在异

国他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

中国民族舞蹈的爱好者和

传承者。 与此同时，何佩兰

还一直为推进中菲两国之

间的民间文化交流奔忙

着。

何佩兰

笸菲律宾佩兰舞蹈艺术中心董

事长

笸菲律宾中华民族舞蹈艺术
团团长

笸天津海外联谊会理事

笸福建省海外杰出女性联谊
会理事

笸菲律宾华新联公会/新联商
会妇女主任

文/

?
鸥

2222222222222222222

?
邀
创
办
中
国
民
族
舞
蹈
团

    “虽然中国和菲律宾文化不同、民情不

同，但是艺术是相通的。菲律宾民众大多能
歌善舞，每次我们挥动绸扇或是转起手绢，

他们都觉得很美，还会借我们的手绢，学着
一起转。”移居菲律宾多年，舞蹈专业出身

的何佩兰，始终没有放弃中国民族舞这个
爱好。30多年间，何佩兰在菲律宾的土壤

里撒下中国民族舞的种子，并一路呵护它

发芽、开花。

在中国向全世界发出“一带一路”倡议
的 2013年，何佩兰在马尼拉成立了自己的

舞蹈艺术中心，从那时候开始，每年至少公
开演出近 20场。只要有机会，何佩兰都会

和同台演出的菲律宾当地舞蹈演员交流切
磋，“他们教我跳菲律宾的土风舞，我教他

们跳中国的民族舞，虽然形式完全不同，但

都各具魅力，我们会因为舞蹈成为好
友。”

以舞交友，这是何佩兰在菲律宾传播

中国民族舞背后的良苦用心。何佩兰说：
“文化的交流是最直接的，也是最易深入人

心的。我相信，两国民众之间更多民间的了
解、好感与文化共鸣，能够帮助中菲收获更

多合作硕果。”
何佩兰的学生最大的二十出头，最小

的才四五岁，她们有些是在海外出生长大

的“华二代”，有些是菲律宾当地女孩。在教
学员跳舞的同时，何佩兰还会讲述舞蹈当

中蕴藏的中国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伴着那
曼妙的舞姿、轻盈的步履，在越来越多菲律

宾民众的心中，中国变得更加亲切。
何佩兰在异国他乡几十年如一日教授

孩子们中国传统舞蹈技艺，影响了许许多
多的舞蹈爱好者。同时，通过她的努力，中

国民族舞渐渐在菲律宾这个千岛之国艺术
百花园中展现出耀眼的魅力。

    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华文化，近几年来，

在祖国文化复兴政策的推动下，何佩兰积
极组织海外文化社团到中国开展文化交

流，再把所学内容带回到菲律宾，传达给关
心中国发展的侨民和当地朋友。

2018年，何佩兰组织学员参加寻根之
旅专题夏令营，把艺术中心的一批华裔子

孙带回福建，带着孩子们在祖国学习中华

民族舞蹈专业技术、学习民间非遗文化、了
解中国的文化及中华民族的底蕴。

2019年，何佩兰又带着“寻根之旅”夏

令营来到美丽富饶的福建惠安，让孩子们
了解惠安悠久的历史和民俗及饮食文化，

并鼓励孩子们也成为弘扬中华文化的传播
者。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全世界按
下了“暂停键”，何佩兰舞蹈艺术中心积极

组织孩子们参加中国侨联举办的为期两个
月的“亲情中华 为你讲故事”线上夏令营

学习活动，让孩子们通过网络互动，加深对

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何佩兰深情地说：“共同的根让我们情
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

梦让我们同心同德。抗击疫情初期，我们海
外华人为祖国加油、为武汉加油！我们舞蹈

艺术中心与菲律宾各社团组织一同录制了
为中国加油、武汉加油的视频，祝福祖国抗

疫成功。为了使祖国的亲人们尽快脱离困

境，我们参与捐资，贡献微薄之力，购买抗

疫用品运回中国。新冠疫情发展到今天，大

多数海外华人选择坚守当地，与当地民众
民众一起抗疫。我们都相信，疫情一定会过

去！祖国疫情的控制，给全世界带来了希
望！”

    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繁华的唐人街

上，一间满是中国元素的练功房里，每个周
末，都有上百名女孩聚集在此，跟着何佩兰

学习中国民族舞。这里是何佩兰的舞蹈艺
术中心，热情洋溢的扇子舞，婀娜多姿的绸

缎舞，风情旖旎的民族舞……身着印有中
国书法“舞”字的练功服，孩子们跳起中国

舞有模有样。

2013年，在许多当地华人家长的呼吁
下，何佩兰成立了自己的舞蹈艺术中心。现

在，佩兰舞蹈艺术中心已得到当地主流社
会的认可，每年的演出邀约不断。

在异国他乡播撒中华艺术的火种，何
佩兰直言，“几乎每一天都面临困难”。最难

的时候，一把扇子、一条手绢都得从中国定

制。然而，看到孩子们练舞时沉醉其中的神
情，何佩兰从未想过放弃。每次授课，何佩

兰都坚持用普通话与孩子们交流。在她看
来，教孩子们中国民族舞，不只是教会她们

如何欣赏美、表现美，更是为她们建起一座
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桥梁。“比如维吾尔

族的舞蹈热情欢快，孩子们在学习舞蹈的

同时，知道了新疆盛产葡萄；学跳傣族舞，
孩子们明白了孔雀是这个民族吉祥的象征

……我希望让孩子们感受中国的民族风，

并由此对中国的地理、历史、文化有更多的
了解。”

马尼拉处在热带，常年高温。每次给孩
子们上完一堂舞蹈课，她总是大汗淋漓，

“常常一天换三套衣服都不够”。但是每当
看到孩子们努力学习的模样、沉浸其中的

神情，一种由衷的欢喜总会在她的心头荡

漾开来。“我就觉得我必须坚持下去，带着
她们冲。”何佩兰说。

    何佩兰出生于福建厦门

鼓浪屿，毕业于厦门艺术学
校舞蹈专科，后进入厦门市

歌舞团工作，1987年随家人

定居菲律宾。

回忆起 30 多年前初到
菲律宾的情景，何佩兰至今

仍记得面对一片“中华文化
沙漠”的无奈：“几乎什么也

没有，一片空白。”那个年代
的马尼拉，虽然已有不少华

人在此生活，但是很少能够

听到中国歌曲，中国的民族
舞更是罕见。
不久，当地一所华人学

校邀请何佩兰协助创办中国
民族舞蹈团，何佩兰一口答

应。

跳民族舞，不能没有中
国民乐。但在那时，要找到

适合民族舞的中国民乐，可
不容易。那个年代不像现

在，可以在互联网上直接找
音乐，何佩兰只能在回国的

时候到国内的音乐商店找

寻所需的音乐资源。每次她
都会买很多录音带，最早是

卡式音乐盒带，后来是 CD、
DVD。因为不同的舞蹈所需
的音乐都不一样，有时候听完几盒卡带

也找不到一首合适的曲子，所以，单单
为舞蹈选择音乐，就要耗费她大量精

力。有时为了创新，还要自己剪辑制作
音乐。

正是因为何佩兰对中国民族舞的大
力推广，使得中国舞在菲律宾的影响一

点点扩散开来，一所又一所学校邀请她

教授中国舞，许多社团组织也邀请她担

任艺术指导……何佩兰就这样一直耕耘
在中国民族舞的园地里。

何佩兰回顾，在菲律宾这么多年，
曾任教于菲律宾嘉南中学、菲律宾侨中

学院、菲律宾圣公会中学，以及各种社
团、单位，培养了不计其数的中国民族

舞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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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佩兰在教孩子们跳舞

■ 何佩兰与当地华人社团一

起为中国抗击新冠疫情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