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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訴說中國情 建中美民間橋樑
藉藝術互聯網等增進交流 讚港中西交匯提供好土壤中美博弈下的中美博弈下的

香港力量香港力量系列之二 當國際政治博弈的陰雲籠罩

太平洋兩岸，中國青年、美國

青年如何取態？與匯聚中西文化的香港有千絲萬縷聯繫的青年，

又可以怎樣擔當橋樑作用？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在香港和美國兩

地都生活多年的青年、對中國充滿好感和好奇的美國青年，以及

早年從香港移民美國的華裔後代，他們都表達了對加強彼此交流

與合作的願景。他們透過自己的親身經驗，體會到中美民間，特

別是青年間對增強溝通和相互了解的嚮往；他們希望透過藝術、

互聯網等年輕人喜聞樂見的方式，搭建多元豐富的交往途徑，而

擁有香港背景的青年，在其中可以擔當更積極和重要的角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恬恬、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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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青年「文化尋根」
冀助中美民眾增了解

●徐曉晴認為，國家的影響力提升，意味
着香港青年也有了更多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恬恬 攝

▲朱天籟在中國期間，與各國歌唱家一起
演唱《我愛你中國》。 受訪者供圖

▶朱天籟在中國巡演期間與各國青年演員
在一起。 受訪者供圖

●Ethan
Wan 在深圳

交流時與同學一
起探索當地。

受訪者供圖

頂着一頭鬈髮、膚色黝黑、笑容爽朗的美國男中音歌唱家朱天籟（José Luis Maldonado），談到自己
與中國的緣分時，眼裏閃着熱切。這位正在密西根州立大學攻讀聲樂表演博士學位的歌唱家，自2019年
首次踏上中國土地，從蘇州運河畔的驚艷，到與街頭警察的暖心互動，再到他的中文名朱天籟，都是這次
中國行的收穫。因為這次中國行，他和這片東方國度結下不解之緣。

「真實體驗遠比刻板印象更有說服力」
2019年，朱天籟受iSing國際青年歌唱家藝術節的邀請，展開為期一個多月的巡演。首站蘇州的水鄉風光，瞬

間顛覆了他對中國的想像。「運河邊的市集讓我想起意大利威尼斯，空氣清新得超乎預期！」他回憶，西方媒體
常炒作中國的污染問題，但親眼所見的蘇州卻充滿詩意，「這提醒我，真實的體驗遠比刻板印象更有說服
力。」
在這座古城裏，一段與警察的互動更讓他感受到中國社會的溫度。每日清晨，朱天籟前往排練場

時，總會遇見一位表情嚴肅的警察筆挺地駐守在大門旁。朱天籟笑着模仿那位警官緊繃的神情，
說：「連續幾天見面後，我決定打破沉默。」某日，他鼓起勇氣揮手喊了聲：「你好！」原本面
無表情的警官竟瞬間嘴角上揚，點頭問候回應，然後馬上恢復嚴肅。
「那一刻我愣住了，」朱天籟回憶，「我知道他專注於工作，卻仍願意展現人性化的溫

暖，這對身為有色人種的我意義非凡。」他坦言，美國的警民關係緊張，甚至時常陷入警民
對立的風暴，「在美國，我必須時刻注意言行，避免與警察衝突。但在蘇州，這位警官讓
我感到安全，他的專業與善意並存，這種平衡太珍貴了。」
儘管對中國印象極佳，朱天籟坦言文化差異仍是一大挑戰。他舉例說，初到重慶

時，自己就對人車混行的交通秩序感到困惑，「但後來我發現，這背後有種獨特的
默契——司機總會耐心禮讓行人。」這種觀察，讓他重新思考「差異」的意義：
「與其批判，不如試着理解背後的社會邏輯。就像歌劇中的和聲，不同聲部碰
撞，才能創造更豐富的層次。」這種理念，也體現在他對中美關係的觀察
中，「藝術家不該被零和思維綁架。」他直言，「有人覺得中美競爭是你
死我活，但我相信合作才能共贏。」

讚港文化窗口作用大
巡演期間，朱天籟還在重慶長江師範學院開設大師班。「有學

生願意付我500美元上一堂課，」他驚嘆，「這在美國是難以想
像的，卻顯示中國市場對藝術的渴求。」朱天籟計劃今年5月
取得博士學位後，到香港和內地演出。他說，香港是中西
文化交匯的窗口，透過香港，西方藝術家能更順暢地接觸
中國內地市場。說到中國內地市場，朱天籟眼裏滿含期
待：「這裏不僅有深厚的文化底蘊，更蘊藏着蓬勃發
展的藝術市場潛力。」他說：「相信每一次登

台都是新的開始，我希望能與中國觀
眾和藝術家共創更多難忘的

瞬間。」

夜色中的紐約街頭，一名亞裔女生緊握背包快步前
行，耳邊是呼嘯而過的警笛。同一輪明月下，香港維港
的燈火溫柔映照着歸家的人群。這兩幅截然不同的生活
圖景，是美籍華人青年徐曉晴親歷的「雙城記」。「紐
約朋友總問：『香港安全嗎？』我反問：『你敢深夜獨
自走在街頭嗎？』大家好像都覺得對方的社會危險，這
中間顯然存在誤解。」徐曉晴說。
出生於美國、成長於香港的90後徐曉晴，高中返美
攻讀藝術，之後繼續在美深造。她坦言，在美國，亞裔
身份是一把「隱形的枷鎖」，「在紐約的大都會歌劇
院，以前鮮少有亞洲面孔做主角，」徐曉晴說，「歌劇
這種西方藝術，長着一張西方人的臉似乎是一種天然優
勢。」但今年，她欣喜地看到更多的中國人擔任主角，
甚至執掌指揮棒，「國家的影響力提升，意味着我們香
港青年也有了更多機會，」徐曉晴說，「這給了我們走
向世界的底氣，但更重要的是『怎麼走』。」

偶遇一曲對唱「爆紅」證大眾冀跨越標籤
社交平台日益成為當代民間交流、打破隔閡的鑰匙。
去年的某一天，徐曉晴正在澳門威尼斯人就餐，一名外
國船夫划着貢多拉悠然靠近，對方一邊彈着吉他一邊高
唱歌劇《我的太陽》，這熟悉的旋律使她忍不住回應，
兩人即興合唱的影片在社交平台爆紅，收穫千萬流量
（掃碼睇片）。「留言區許多人說『看哭了』『好鼓
舞』，這證明大家都渴望跨越標籤，用藝術對話。」她
感慨道。
疫情期間，徐曉晴回到香港發展，成為香港歌劇院青
年歌唱家中的一員。近年來，她經常與香港青年演員們
一同回內地表演，「每次回內地表演都有驚喜。」她
說，「走過很多城市，發現內地的歌劇院，無論是建築
設計還是硬件設施，都發展得如此先進，許多甚至都超
越香港。」
她認為，香港背靠祖國，擁有的獨特優勢無可取代，
香港青年熟悉中西規則，能成為文化與商業交流的橋
樑。「很多外國藝術家都想進入中國市場，卻找不到門
路，他們會聯絡我，請我幫忙透過香港進入內地。」

2024年中國（黔東南）國際民歌合唱節，經她引薦的
意大利歌唱家來到貴州多地演出。在那裏，她見證
這位意大利歌唱家主動穿上苗族服飾，與各國青年
演員們一起演唱中國民歌，「西方人對中華文化
其實很有興趣，只是缺乏了解渠道。」徐曉晴
說。
這裏還有一個有趣的插曲令她難忘：在當地

遊船時，他們偶遇當地少數民族青年。見到
這群外國友人，青年用當地樂器牛腿琴即興
演奏起歌劇名篇，大家再一次即興合作，
民族聲音與西洋樂章再一次交融。「音樂
是全人類的財富，它能夠跨越語言和文
化的障礙，將人們聯繫在一起。」徐曉
晴感慨道。

藝術無國界 冀促成雙向奔赴
然而，這類交流卻因政治緊張而
日益稀缺，但她相信：「藝術家
有國籍，但藝術沒有國界。」徐
曉晴凝視窗外中環的璀璨燈
火，語氣堅定：「我期待中美
兩地青年在文化藝術領域深
化交流，相信香港青年能
在其中發揮橋樑和紐帶的
作用，也能在促進雙向
奔赴的過程中，迎來自
身價值和事業的更大
發展。」

「老實說，我當初申
請這所港校的交換項目

時，原以為目的地是香港，
卻發現被分派到了深圳校區。」

來自美國的21歲交換生Ethan Wan
這段「誤打誤撞」的經歷，給了他認識

中國的契機。從小在美國新澤西長大的
他，父親是香港人，母親有烏克蘭、愛爾蘭與

德國血統。雖然家中有中華文化的根，Ethan此前
卻從未踏足過中國。不會中文、不懂粵語，甚至來中

國前從沒使用過微信的他，可以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美
國人。但談到身份認同時，Ethan說：「如果有人問我的
種族，我會說我是中國人和白人的混血，但我自己會更認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Ethan目前是金融專業的大三學生。初到深圳，他被這座城市的科技感震撼：商場裏巡邏的安保
機器人、餐廳裏送餐的機械臂、滿街的電動車。他形容，這裏是「中國硅谷」，「在美國媒體
上，中國電動車總被形容成『廉價品』，被描述為『太便宜了一定不安全、質量很差』，」Ethan
說，「但親身體驗後發現，它們都很好，非常高科技，我覺得這很令人驚訝。」對Ethan而
言，這趟交換經歷像是一場「尋根」之旅。他的祖父輩早年從香港移民美國，每年家中都
會慶祝傳統中國新年，家族故事也在餐桌閒談中零碎拼湊。每當課堂上提及有關亞洲、香
港的歷史，他總會產生一種奇妙的鏈接。「我總是渴望了解更多，非常渴望親眼看看，
當我還是個小孩的時候，我就一直想去香港，但直到現在我才真正有機會去。」Ethan
說，今年一月份抵達中國時，恰逢中國農曆新年，他便趁着新年假期與父親一起遊覽
香港，也見到了許多從前素未謀面的親戚。
作為金融系學生，Ethan對中美的經濟競合有獨特觀察。「如果兩國能在電動車
或AI領域合作，絕對是雙贏。」但他話鋒一轉，提到美國政府對中國學生的簽證
限制：「我申請來深圳交換只需幾個官方步驟，但中國學生去美國呢？語言、簽
證、文化障礙層層疊加。」

憶「TikTok難民」湧小紅書 突破美官方敘事
談到中美青年交流，Ethan提起今年初的「TikTok難民」：當時，美國國會威
脅封禁TikTok，大量美國年輕人湧入中國社交平台小紅書，用翻譯軟件與中國
網友互動。在那裏，雙方得以見到對方的真實世界，這種草根交流讓他反思官
方敘事的局限：「像美國政府這樣的政府，可能不是敘述有關中國如何運作的
可靠消息來源，或者它可能並不能準確地代表中國，關於中國生活的實際情
況，或者文化上中國究竟是什麼樣子。」Ethan說。
「我希望中美兩地的年輕人能有更多的自由去探索彼此的文化。」Ethan

說，「我們對彼此的文化都很好奇，就像我在深圳的同學們總會好奇問我很多
有關美國的事，我也常常問他們關於中國的問題。」Ethan坦言，身為一名中美
混血很有意思：「在中國上學時，我覺得我是美國的代表，比如我的行為、我
如何展示自己，我會盡最大努力做一個模範的美國人，幫助中國學生更多了解美
國，而回到美國，我又會嘗試幫助美國的朋友們更多了解中國。」
也許像Ethan這樣流淌着中華血脈的年輕一代的華裔，對自己文化根源的天然好

奇，冥冥中指引着他奔赴祖輩的故鄉，也成為鏈接中美交流的新生力量。

▼2024年中國（黔東南）國際民歌合唱節上，徐曉晴與經她引薦
的意大利歌唱家（右）一起演唱中國民歌。 受訪者供圖

●Ethan Wan（後排右二）在深圳與同學一
起進行小組作業。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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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歌唱家的「雙城記」
跨文化的中美橋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