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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
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的讲话中指出，“长期以来，一代又
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不忘祖国，不忘祖
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命、
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
献。”[1]

可以看出，广大海外侨胞群体是实现中国与相关国家增
进相互了解、实现多方合作的一道桥梁，对于被一望无垠的
太平洋隔开的两个国家——中国与多米尼加共和国而言，双
方从初步了解、交往增多、联系密切、到正式建交、共同签
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多
种合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生活在多米尼加华人华侨群体
的侨心、侨力、侨智，就发挥出桥梁和纽带作用。从踏上伊
斯帕尼奥拉岛屿东部的大地开始，华侨华人群体以其团结进
取、遵纪守法的举措，向多米尼加人民展示来自东方神秘大
国的人群所具备的勤劳勇敢、踏实肯干的特征，逐步赢得了
当地人民的好感与认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中积极
作为，成为助力双方进行友好交流的一道桥梁，在漫长的发
展进程中，尤其是中多双方正式建交之后，华侨华人群体对
中多双方友好关系构建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经济合作：华侨华人群体为中多经济交流搭建桥梁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口流动受经济利益的影响，移民问
题也与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人口流动为流入国带来促进
经济发展的劳动人口，流入到当地的外来人口为了缓解生存
压力，也优先选择能够解决生计的领域，基本上都进入到当
地的经济行业，促进了本地的经济发展，“假若英国没有找
到又多又穷的爱尔兰居民作为替工业服务的后备军、英国的
工业就不可能发展得这样快。”[2]对于流出地而言，迁移到

外地的人口“还会对迁出地产生增加收入的效应”[3]，流入
到外地的人口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后，往往会把自己积累的
储蓄寄回迁出地，从而，有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迁往北
美合众国民逐年寄回家一笔钱……向国外移民不仅不需要爱
尔兰花费什么，相反地成了它的出口业中最能获利的部门之
一。”[4]对于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到达多米尼加的华侨华人群
体而言，除了为两国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外，还为加强两国
的经济交流搭建了一道桥梁。

近代中国人民到达多米尼加发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
全球范围内开展殖民征服的时间段之中，由于殖民者在美洲
地区的种种暴行导致了劳动力短缺，除了引进黑人外，还继
续扩大劳动力供给来源；同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
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部分地区自然经济的破产导
致失地农民被迫迁移到别的地区寻求生计，部分沿海地区的
人民被迫沦为契约华工，冒着生命危险出洋谋生，第一批华
人群体经历多重曲折后最终达到多米尼加共和国。19世纪后
半期(具体时间不详)，一些在古巴劳作的契约华工、或经加利
福尼亚到达古巴从事商业与手工业的自由华人(free Chinese)前
往多米尼加做短期工，如制作砖块；20世纪前20年，更多华
人从纽约、波多黎各与牙买加移入到多米尼加，1916—1919
年，有75名华人到达多米尼加，作为厨师和家庭佣工来谋
生。1935年，有312名华人前往多米尼加。20世纪40年代初
期，据《民国政府档案》“1941—1944国外华侨人口分布”
统计，这一时期生活在多米尼加的华侨为634人[5]313。1950
年，又有455名华人到达此地[6]。

早期移居到多米尼加的华人多来自广东省的台山、恩
平等县，其中吴姓最多[5]312。早期到达多米尼加的华侨华人
主要在经济领域谋生，多从事商业、餐饮、零售等服务行
业[7]。随后陆续有华人离开家乡前往多米尼加。1967年，多
米尼加华侨达到1 200人，1970年底，增加到1 500人，1984
年，生活在多米尼加的华侨华人约5 800人，但随后一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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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又从多米尼加移入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1986年，多米
尼加华侨约为1 500人，主要居住在首都圣多明各、圣地亚哥
市、罗马纳、普拉塔港、圣佩德罗-德马科里斯等地[5]312。20
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出现两次中国人移入多米尼加浪潮。
1998年，华侨人数迅速增多，达到18 000人；其中，75% 来自
中国大陆，15%来自台湾地区，6%来自香港地区[8]。根据中
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底，华人为多米尼加第二
大移民族群，约有3万多华侨华人定居多米尼加，大多来自
广东、广西和福建，主要居住在首都圣多明各和圣地亚哥等
中心城市[9]。

同前期到达多米尼加的华人一样，后期华人群体依然从
事美容服务、餐饮、零售和进出口贸易等业务，为当地经济
发展、服务业繁荣作贡献。多米尼加人民感受到来自东方大
国的华人群体所提供的热情周到便捷的服务，华人群体不单
单经营本地商品，也出售来自中国的各种特产，在首都圣多
明各的唐人街(中国城)，除了常见的各种日用百货、家具、
蔬菜水果、鸡鸭鱼肉、食品茶叶外，还有罕见的中国特产，
如来自广东、福建的龙眼、荔枝，小白菜、芦笋、糯米鸡
等。华侨华人群体通过展示、销售中国商品为多米尼加人民
打开了解、认知中国的一扇窗户，让多米尼加人民产生扩大
同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往来的愿望；同时，部分华侨华人也
把多米尼加的特产带回中国，如多米尼加雪茄、朗姆酒等，
让中国人民萌发前往加勒比地区感受那里独特习俗的好奇心
理。华侨华人群体多年以来在商贸、服务业领域的耕耘为中
多双方加强经济交流搭建一道沟通桥梁，尤其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日益步入到世界舞台的中
央，中多双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
解备忘录后，经过一些杰出华侨代表的沟通与联络，中多双
方将在旅游开发、加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中开展新的
经济合作[10]。

二、政治互信：华侨华人成为中多政治沟通的引擎

作为一种全球性大规模人口流动与迁移行为，除了有助
于经济交往、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外，在经济领域逐步成
为一种重要力量的外来移民群体，在移入国内逐渐成为一支
重要的政治力量，移入国的政治管理阶层也越来越重视这支
来自异域他乡的不可忽视的力量，移民群体凭借熟悉移出国
与移入国的政治、社会、文化与习俗的双重优势，逐渐成为
沟通移出国与移入国进行政治接洽、合作对话、社会交往的
非官方沟通力量，是“国际民间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其
母国与移居国间相互沟通的重要桥梁之一。”[11]作为一种非
官方的民间力量，移民群体凭借其灵活、自由、行为单一、
目的明确的优势，在加强母国与移居国的政治沟通、增进政
治互信的过程中发挥出难以替代的作用，生活在多米尼加的
华人华侨群体也逐步成为增进中多相互了解、政治对话、政
治互信及推动双方正式建交的一个引擎。

随着移入到多米尼加的华人数量不断增加，加之华人华
侨群体在促进多米尼加经济发展、繁荣社会经济、活跃服务
行业等领域中发挥的贡献日益突出，多米尼加政府逐步加大
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力度，围绕着华侨华人群体的一些问题，

中多双方政府在政治层面进行初步接洽。因为国际资本主义
经济大危机的影响，1932年，多米尼加政府颁布对华侨的苛
例，引起在多华侨群体的不满，迫不得已华侨群体电请南京
国民政府派官员进行交涉保护，因为当时中国与多米尼加没
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加之懦弱无能，南京国民政府只得派
驻古巴公使凌冰先生赴多米尼加进行交涉。1940年5月，中
国国民政府与多米尼加签订友好条约，并互设领事馆，多米
尼加华侨华人待遇才逐步好转[5]312-313。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于对新生东方大国的
憧憬，多米尼加政府层面曾经产生了利用华侨群体打开同中
国政治交往大门的想法，这种政治信号在拉斐尔·特鲁希略
(Rafael Trujillo)执政时期最为明显。20世纪50年代，除了鼓
励华侨群体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外，特鲁希略还计划利用华侨
华人群体来拓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联系，为此，特鲁
希略多次出入中国餐厅，邀请中国员工来倾听他与同僚的谈
话，很多中国人都深知特鲁希略的政治用意，以至于一些华
侨甚至成为特鲁希略的朋友。当时规模较大的一家华人日用
百货店主被认为是“特鲁希略的中国店”(Trujillo’s Chino)
而闻名。特鲁希略甚至聘用华裔人士作为政府雇员，并同一
位华侨代表建立起姻亲关系，通过这种途径来表达同中国
进行政治交往的渴望。学者保拉·C.帕克(Paula C. PARK)在
对多米尼加著名文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朱诺特·迪亚斯
(Junot Diaz)的名著《奥萨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The 
Brief and Wondrous Life of Oscar Wao)进行评析时，提到朱诺
特·迪亚斯在这部名著中塑造了一位名叫冈施特(Gangster)
的华侨，他任职于特鲁希略政府，而且是特鲁希略的妹夫
(brother-in-law)，主人公虽然是虚构的，但却真实反映出特
鲁希略当时希望利用华侨群体来加强同中国政治交往的积极
信号[6]。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与国际影
响力的扩大，加之华侨群体在多米尼加的地位日益提升，越
来越多华侨步入多米尼加政界，多米尼加著名华人吴树翘先
生，曾于1980年出任杜阿尔特省省长(Duarte)，以吴先生为
代表的著名华侨的政治影响力，为构建新时代中多政治交
往、外交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我国大国外交
工作的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不断推进，2018年5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多米尼加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双方政治互信、外交往来掀开新的篇章。2018年11月1日至
6日，时任多米尼加总统梅迪纳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一带
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多双方正式建交是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是“根据两国人民的利益
和愿望”[12]的正确选择，“顺应了时代潮流，符合两国和两
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13]中多双方建交由多种因素产
生的合力而促成，其中一些步入政界、成为知名人士之类的
杰出华侨代表功不可没，典型的有吴玫瑰(Rosa Ng)女士、何
塞·切斯·切科(Jose Chez Checo)先生、冯武彬先生、岑高
锋先生等。这些杰出华侨代表凭借其身份地位、在政界、商
界与文化界的影响力，向多米尼加人民介绍国际影响力不断
增大的中国，在政界曾多次论述中多双方早日建立起正式外
交关系的必要性，他们的努力与付出最终得到新时代、两国
人民与两国政府的认可。吴玫瑰女士是多米尼加华人精英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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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虽然出生于多米尼加、属于第二
代华侨，但是心中时时不忘伟大的东方祖国[14]。吴玫瑰女士
投身于政界，曾经出任多米尼加矿业部副部长、技术部副部
长，并担任总统顾问，2011年5月19日，出任多米尼加驻中
国贸易发展办事处首任代表，在中国工作多年，为促进中多
两国的相互了解和关系发展做了许多工作，是中多建交的一
名推动者和见证者。何塞·切斯·切科先生1949年出生于多
米尼加，1975年毕业于圣多明各自治大学，获历史学硕士，
2005年，被任命为多米尼加国家大事委员会总统顾问，也是
一位在多米尼加政界、文化界富有影响力的华侨人士。冯武
彬先生是多米尼加中华总商会会长，也是多米尼加政府任命
的华人事务联络官，其长期关注中多两国关系发展，也参与
了两国建交相关工作。岑高锋先生于1980年旅居多米尼加，
现任旅多华侨总会主席，在多米尼加事业有成的他，热心服
务侨胞，先后在多个侨团担任要职，积极推动中多两国建
交，组织侨胞参与支持祖国发展建设等活动。正式建交后，
任华侨代表继续推动两国进行友好交往，巩固政治互信的既
有成果。2023年7月5日，华裔杰出代表、时任多米尼加圣弗
朗西斯科德马科里斯市长的吴树桥先生率团访问广东省恩平
市，代表团一行考察恩平乡村振兴以及产业发展成果，推动
两地的互利合作向深层次迈进。吴树桥先生出生于多米尼
加，祖籍恩平市沙湖镇下凯村，这次考察也圆了他跟其父亲
回祖国、回恩平这个共同的梦想。

可见，生活在多米尼加的华人华侨群体，凭借其在经济
领域的成就后，逐步步入政界、文化界，扩大这一群体在多
米尼加的社会影响力，依靠对两个国度都熟悉的优势，在推
动中多双方正式建立、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
进程中，发挥出桥梁纽带作用，一些知名华侨代表荣幸成为
中多建交的推动者与见证者，也为巩固双方外交关系的做出
积极、有效的行动举措。

三、文化交流：华侨华人成为中多文化交融的一个纽带

移民群体迁移到新的居住地，人口迁移不单单意味着大
规模的劳动力流动，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人口流动，蕴藏
着人口群体的言语、习俗、符号等文化要素也会随之而来，
并在当地传播，久而久之就会在当地形成弥久深远的隐形文
化力量，促使本地居民对外来人群逐步产生文化认同；同
时，移民群体也会把所在国度的文化、习俗传播到母国，从
而，成为母国与迁入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文化交融的纽
带。对于移民群体的文化传播，学者关世杰提出了国际文化
传播的“珍珠链模型”，根据国际跨文化传播特色，关世杰
归纳了影响跨文化传播的八项要素：文化符号、文化产品、
杰出人物／平民百姓、文化团体／组织、大众传媒、价值
观、思维方式和信仰，其中前五项为显性成分，后三项为隐
形成分，这八项要素恰似一串珍珠，隐形成分把显性成分联
系在一起，就形成了“珍珠链模型”[15]2。根据珍珠链模型，
关世杰认为，民众与杰出人物、文化团体／企业、大众传媒
等要素构成了文化传播渠道，是开展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
分[15]58。可以看出，跨国际文化传播除了民众要素外，还有
其他要素共同促进文化传播，其中人的要素，即民众，在文

化传播进程中至关重要，其他要素的传播效果的发挥，都离
不开作为主体的民众，尤其是移居到外地的民众，“既是跨
文化传播的载体，也是跨文化传播的主体。华侨华人也不例
外。”[16]生活在多米尼加的华侨华人群体，从到达这片土地之
时起，就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多米尼加，让生活在伊
斯帕尼奥拉岛屿的居民感受到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
华侨群体也把多米尼加的一些特色产品介绍到国内，让一些
中国人民通过这些产品来感受加勒比海滨一带的文化氛围。
华侨华人群体成为促进中多双方实现文化交融的一个纽带。

自进入到这片大地上，华人华侨群体就把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传播到这里，随着移民群体的不断增加，传播力度也不
断扩大、传播渠道日益多元，中华文化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屿
上的影响力越发明显，经过长时间的沉淀、积累，华人文化
逐步引起多米尼加政府的关注与重视，多米尼加人民也对这
种一直延续下来的开放、多元、包容的华人文化展示出极大
兴趣。

华人文化经久不衰，成为多米尼加人民了解、认知、接
纳华人群体的一个隐形渠道，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
其中致力于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杰出华侨华人代表功不可
没。受家风沁润的影响，杰出华裔代表吴玫瑰女士一直致力
于传播中华文化，让来自东方的华人文化在当地落地生根。
经过吴女士长期不懈的努力，嵌入大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元素的圣多明各唐人街“中国城”于2008年4月17日正式落
成，唐人街的南北两头分别竖立着两个牌坊，南头牌坊上刻
着“四海为家”，北头牌坊上刻着“天下为公”。唐人街的
东西面有两个广场，分别是孔子广场与十二生肖广场。孔子
广场上栽种着岁寒四友的中翠竹，为这里增添了一丝青绿与
苍翠，孔子塑像树立在广场正中央，塑像的下方用中西两种
文字刻着孔子《礼运·大同篇》节录：“大道之行也，天下
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
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十二生肖广场上树立
着用大理石雕刻的栩栩如生的十二生肖塑像和观音菩萨雕
像，各个街道的两侧还竖立着大量中国知名历史人物的雕
像，“这不仅可让多米尼加的华侨和华人有文化上的认同
感，还可让更多的当地居民去认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17]

吴玫瑰女士还曾于2008年发起《多米尼加华人移民史》的编
纂项目，让多米尼加的华侨历史得以传承。文化界的另一
知名华裔岑灿豪曾获得圣地亚哥荣誉公民称号，并担任多米
尼加北部防癌协会会长20多年，努力建造了一所防癌研究医
院，创办了多米尼加文化经济协会，是一位中西合璧的文化
人[8]。上文提到的何塞·切斯·切科先生，1996年成为皇家
历史学会下属多米尼加历史学会成员，曾担任该学会秘书
长、主席；曾多次参加世界各地历史研究会议，出版过《多
米尼加历史中的郎姆酒》《多米尼加历史版图》《多米尼加
电讯业新闻业的发展》《历史全集》等多部著作，以华裔的
身份来研究多米尼加文化，致力于两国的文化交流事业。

为了加强华语教育，让出生在多米尼加的华裔少年儿童
拥有学习汉语的场合，多米尼加华侨华人群体重视兴办华
语学校，开展汉语教学。1964年，多米尼加华侨总会在首都
圣多明各创办华侨中文学校，设幼稚、初、中、高级4个班
级，供华侨子女学习，每天下班半天学习中文课程[5]314。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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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已经延续了60多年的历史，随
后扩大到4个教学点：圣地亚哥中文班、巴尼中文班、拉·罗
马纳中文班和圣弗朗西斯科中文班。20世纪70年代初，由广
东籍侨胞出资建立了以教授繁体字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培训
班；1995年，中国台湾省侨胞出资建立台湾商会附属中文学
校。伴随着中多双方经贸交流业务的增加，多米尼加政府层
面更加重视汉语教学，采取多种渠道与中国合作，开设中文
学习班。1999年多米尼加外交学院率先聘请专职汉语教师。
2003年，圣多明各自治大学也步其后尘，聘用专职汉语教
师。2008年，圣多明各理工学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
家汉办签订合作协议，国家汉办向对方派出第一批公派教师
和汉语教师志愿者。2009年7月，多米尼加华人基督教会设
立私立圣地亚哥省中文学校，供在圣地亚哥工作的华人子女
学习汉语。2009年12月，圣多明各国际学校首次把汉语作为
一门兴趣语言[18]。中多双方正式建交后，多米尼加兴起了新
一轮的汉语学习热，在此背景下，2019年5月30日，圣多明各
理工大学孔子学院挂牌成立，成为新时代促进中多教育文化
交流非盈利性、非官方性的教育机构。汉语教育在多米尼加
经久不息，众多华语学校成为传承、传播华人文化的场合。

传统节日也是传播华人文化的重要契机。每当传统中国佳
节之际，如春节、端午、中秋等，新老华侨与当地华人都齐
聚到唐人街，举行舞龙舞狮、武术表演等传统文化活动，
尤其是春节时，一些华人也会点燃香烛、祭拜祖宗，祈求
神灵，希望吉祥幸福能伴随新的一年；在爆竹声中，华侨
华人感受到辞旧迎新的隆重气氛，热心的华侨还会准备地
道的中国年夜饭、年糕和粽子，供华人与当地人民品尝。
这些经典的庆祝仪式就成为向多米尼加人民传播优秀中华
文化的载体。

华侨华人在多米尼加成为促进双方文化交流、文化交通
的媒介。华侨华人群体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多米尼
加的同时，也通过销售多米尼加特色产品、研究多米尼加人
文历史、介绍多米尼加旅游景点、宣传多米尼加悠久的历史
遗产等途径，向祖国传播多米尼加文化，为加深两国政府、
两国人民的了解与互信作出重要贡献。

四、结语

近代许多中国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前往包括多米尼加在
内的其他国家与地区寻求生计，根本原因在于西方殖民者的
一次次入侵，破坏了中国传统社会产生力，自然经济不断瓦
解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加之资本—帝国主义并没有帮助
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反而破坏、阻挠近代中国自强求富探索
进程，近代中国没能形成容纳大量失地人口的新的生产力，
这些赤贫与过剩人口只能沦落海外，“千万人将无事可做，
将不得不移往国外，”[19]形成以“契约华工”为代表的“生
产力压迫人口”[20]型移民。故此，大量华人前往多米尼加的
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和他们对中国
劳动力的劫掠”[21]；另一方面，历史上多米尼加也遭受西方
殖民者的屡次入侵，被迫纳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地土
著人口被野蛮屠杀殆尽造成劳动力缺乏，不得已引进外来人
口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显然，多米尼加人民也深受西方资

产阶级“不得不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22]之
害，中多两国就拥有曾经相似的历史经历，因此，除了少数
时期外，多米尼加人民对来自神秘东方大国的人民怀着包
容、欢迎的态度，这种共同的历史遭遇就成为支撑两个国家
人民融合的一项基础。到达多米尼加的华侨华人群体最先立
足于经济领域，在零售业、手工业、服务业等部门中搭建中
多双方经济合作的桥梁；随着这一群体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扩
大，部分杰出华侨代表步入政界、文化界，利用政治与文化
影响力致力于中多双方进行政治接洽，为双方实现政治互
信、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作出重大贡献；华侨华人群体还坚持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中华文化元素引入到多米尼加，
同时，也向祖国介绍以多米尼加为代表的加勒比独特的异域
文化，成为双方实现文化交融的一条纽带。随着正式建立、
共同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多双方政治合
作、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频次越来越密集，2022年，中国
成为多米尼加第二大进口来源国[23]，面向未来，依然需要华
侨华人群体为中多关系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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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tudy on the “Sea silk” Culture and Its Activation and Utilization in Zhangzhou

Zheng Haoyi
(Party School of Zhangzhou CPC Municipal Committee, Fu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Zhangzhou Yuegang is viewed as the only space-time point convergi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dominated by Chinese products 
and the Age of Exploration opened by Europeans, the two great civilizations of the world in China. As the only legal foreign trade port in the Ming 
Dynasty, Zhangzhou Yuegang created unparalleled achievements i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nd leaving an indelible mark on the Age of Exploration 
that continues to influence today. Zhangzhou enjoys the important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with rich historical relics and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silk road. In the new era, promoting the active utilization of Yuegang resources is conducive to the in-depth 
exploration of “sea silk”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re area of “sea silk” in Zhangzhou.

Key words: Zhangzhou; “sea silk” culture; core area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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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出版，全面呈现太平洋丝路的风貌和内涵，深入挖掘月港
的历史价值和国际影响，推动“月港学”形成。

(二)打造文化品牌，创新展示传播

助力漳州海丝核心区建设，打造海丝文化品牌，强化月
港要素的活化利用，让月港古迹“活”起来。

发掘海丝文旅“基因”。主打“闽南非遗、温泉养生、
海丝文化、滨海度假”四大旅游品牌。依托月港区域内的传
统造船技艺，和闽南美食、戏曲、建筑等特色文化，将“生
态、民俗、温泉、美食”等地方特色与活动有机融合，开发
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旅游产品，重点突出互动性和体验性。
推出国际海丝旅游节等一系列惠民文旅产品，重点发展和丰
富“海丝”遗迹、海防古迹等产品形态，对传统文旅产业进
行IP形象的重塑与孵化，实现从单一的观光型向文化深度体
验型旅游转变。

进一步加大“海丝”文化资源的挖掘、传承和展示，以
月港特色的帆船、木偶、歌仔戏和美食等为灵感，大力开发
文创产品。充分运用全媒体平台多种形式进行宣传。组织开
展好漳州木偶、歌仔戏等戏剧节，以及妈祖、开漳圣王、关
帝文化节、闽南美食节等交流活动，努力提升闽南文化的影
响力。延展活动时间与空间跨度，以节造势、以节聚人，全
面提升活动的参与性和互动性。

现有的月港海丝馆规模较小，陈列较为单一，设备较简
陋，应该选址升级重建，面向社会征集并争取其他综合大馆
调拨相关文物，打造“大航海博物馆”等高水平展馆，作为
月港海丝文化保护阵地和展示平台。推动智慧博物馆建设，
借助AI、裸眼3D等新技术手段，再现月港的历史风貌，增
加互动体验活动，打造“数字+文博”的沉浸式游览。打破
时空界限，打造“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三)搭建合作平台，强化交流互鉴

助力漳州海丝核心区建设，还要以月港海丝文化作为桥
梁和纽带，打造文化交流新窗口，大力推动海丝文化走出
去，向世界展示漳州风采。

抓住五国联合申遗的契机，复原明代福船，沿“马尼拉
大帆船”航线，举办大帆船文化节。

利用侨乡优势，充分发挥广大侨胞融通中外的桥梁纽带
作用，传达“同根、同源、同俗”的故乡情感，重点面向台
湾同胞、华侨华人开发“寻根旅游”，打造“原乡情怀—寻
根旅游”旅游产品。推动古今融合，发掘海丝文化的当代价
值，推动海丝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海丝文化
从“走出去”到“传开来”。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传承历史的重大举措，古
之月港，海舶鳞集、商贾咸聚。今之月港，乘着“一带一
路”的东风，焕发出新时代的光彩。希望在一系列活化保护
修缮措施下，漳州能延续海丝文脉，赓续荣光故事，为“海
丝”核心区的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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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ontribu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Group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Dominican Republic 

Qin Shanjin 
(School of Marxism, Tangshan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vasion of Western colonizers caused “productivity oppression of the population” in modern China, so some landless farmers 
were forced to move abroad. The widespread establishment of connections among the Western bourgeoisie forced the Dominican Republic to 
integrate into the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After the devastating extinction of the local indigenous population, colonizers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had to introduce foreign populations. The similar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both sides became a foundation for the friendly integ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to the Dominican Republic. Because generation and gene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were familiar with the history, culture, and 
customs of the motherland and the Dominican Republic, they have become the bridge to promote economic cooperation, to increase political mutual 
trust, and to achieve cultural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Dominican Republic. The formal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China 
and Dominican Republic and the signing of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had opened a new chapter in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 the future,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can still contribute to develop healthy relations of China and 
Dominican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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