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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醒

不管您是哪个国家的朋友，不
论您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请把您
演唱《洛阳牡丹》的视频发送至电
子邮箱lymoa518@163.com。如
果视频文件较大，您可登录http:
//yun.baidu.com上传文件，并将
分享链接发送至上述电子邮箱。

如果您不会唱这首歌，也不
用担心，本报22日A11版有《洛
阳牡丹》的歌谱，FM102.1洛阳文
娱广播每天 18 时的《动听十八
点》节目，也会定时播放田华演唱
的《洛阳牡丹》；4月10日，多家电
台将同步播放这首歌；您也可以
登录洛阳网（www.lyd.com.cn）,
点击首页右侧的公告板“全球万
人同唱《洛阳牡丹》”专题网页观
看相关视频。

主办方还准备了不少神秘礼
品，将以抽奖的形式挑选中奖者并
将礼品寄给中奖者。发送电子邮
件时，请您务必注明您的姓名、性
别、电话号码、邮政编码、单位或家
庭详细地址。

如果您有录制视频等技术方
面的疑问，可以拨打本次活动的技
术支持单位——洛阳动漫博物馆
的热线电话：0379-62270101、
15538537237（刘女士）。

如果您对本次活动有意见或
建议，请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0379-66778866、13643891476
（忻先生）。

期待您的参与，让我们一起创
造奇迹！

万人唱牡丹 期待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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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程奇 忻尚龙

“看到国色天香的洛阳牡丹，全球的华人就会想
起中国！”27日，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新加坡
丹依美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陈建霖先生这样评价洛
阳牡丹。

本报发起的“全球万人同唱《洛阳牡丹》”活动，得到新加坡华人朋友积极响应

为了响应由本报策划发起，本
报、十方乐廊（新加坡/北京）主办，
洛阳网、洛阳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
部和文娱广播部承办，洛阳动漫博
物馆提供技术支持的“‘花开中国
国色神都’全球万人同唱《洛阳牡
丹》”公益活动，陈建霖先生正积极
组织十余名新加坡的朋友学唱《洛
阳牡丹》。

今年50岁的陈建霖祖籍福建厦
门，其祖辈移居台湾澎湖。陈建霖
19岁时在新加坡参加文化交流活

动，并在当地服了兵役，之后入籍成
为新加坡公民。

“洛阳牡丹甲天下！雍容华贵、
仪态万方的洛阳牡丹，一直就是中国
的象征！”在电话中得知我们是《洛阳
晚报》的记者，陈建霖开心地说。

记者有点惊讶：“陈建霖先生，您
怎么对洛阳牡丹这么熟悉？”

“呵呵，很多新加坡人都很喜欢
牡丹，喜爱牡丹文化。”陈建霖说着，
居然又绘声绘色地讲起“武则天贬牡
丹”的传说。

陈建霖说，在新加坡，逢年过
节，很多华人都喜欢买一两盆牡丹
带回家，妆点客厅，增添过节的喜
庆气氛。

“我多年来一直研究各国名花。
可以说，除了太阳花，好像没有其他花
的花冠比洛阳牡丹更大的。牡丹高
贵、娇艳，贵为“百花之王”。可惜牡丹
花期太短，很快就凋谢了，未免让人遗
憾。”陈建霖说，“牡丹又名‘洛阳花’

‘富贵花’，转瞬即逝的牡丹之美，时刻
在提醒我们：要把握生命的春天！”

陈建霖说，很多喜爱牡丹的华
人，为了弥补牡丹花期过短的缺
憾，都喜欢购买有牡丹图片的“月
历”（挂历），这样就可以随时欣赏
牡丹之美，“在新加坡，有很多专
业画牡丹的画家也颇受大家欢
迎。新加坡著名画家林禄在先生，
就以一手巧夺天工的工笔牡丹画，
闻名狮城画坛。林禄在先生来自
福建，也是出了名的‘牡丹迷’，每
次提起洛阳牡丹，他都能滔滔不绝
地说上半天”。

前些年，陈建霖到北京进修，
曾抽空到洛阳旅游，虽然当时没看
到洛阳牡丹，但他对龙门石窟的美
震撼不已。

“我到四川看过乐山大佛，到
上海玉佛寺看过卧佛，最让我震撼
的，还是洛阳龙门石窟的佛像！”陈
建霖说，“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
慈祥、端庄，是中国人造像艺术的
巅峰之作”。

游览龙门石窟时，陈建霖一直
在感叹：“我们勤劳、聪明的祖辈历
时几百年，在伊阙坚硬的石山上，

一点一点地凿，一锤一锤地敲，终
于创造了龙门石窟这个让世界为
之震惊的艺术奇迹。更可贵的是，
这个奇迹被洛阳人相对完好地保
存了下来，你不能不感叹，中国人
身上，藏着一种伟大而坚韧的力
量，这种力量，就来自中华文化。”

“目前，我正在动员在新加坡
的各国朋友，和我一起学唱《洛阳
牡丹》。我们希望和洛阳人一起，
共同唱响《洛阳牡丹》，一起通过牡
丹，来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陈建霖郑重地说。

动员各国朋友，共唱《洛阳牡丹》

牡丹高贵、娇艳，贵为“百花之王”

洛阳牡丹，在新加坡也受宠

唱响《洛阳牡丹》，领略中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