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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颁发第九届文化奖，这项三年一
届的华人文化大奖，被认为是中华文化在马薪传不息的重要象征。

多元包容 独具特色

据报道，华人文化协会文化奖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事业代表性奖
项，至今已评选九届。

本届文化奖以“素质扎根·文化薪传”为主题，共设有音乐贡献
奖、教育贡献奖、历史研究贡献奖、社会贡献奖、文化贡献大奖、艺
术贡献奖、文学贡献奖、青年才艺创作贡献奖和青年表演艺术贡献奖
九个奖项，颁给在文化领域有卓越贡献的前辈及资深者，是一个表达
高度肯定和崇高敬意的平台。

马来西亚音乐家吕书成和周扬平、教育家郑奕南、历史学家李业
霖、医学家萧光麟、作家和文化工作者曾玉英、画家柯继雄和谢锡
明、文学家陈政欣、戏剧导演王涵奕及曾获马来西亚十大杰出青年的
李劲松11人分享这九项大奖。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以下简称“马华文化”）的最大特色是既传
承中华文化的精髓，又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与其他族群文
化多元融合，包容发展。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研究员张应龙表示：“中华文化多元、
包容、互鉴的特质是马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马来西亚华人
主要来自中国广东、福建和海南等省，尽管存在不同地域文化的差
别，但华人践行多元、包容、互鉴的理念，在融合中得到发展。以前
在华人聚集的地方，总能形成一种‘主流’方言，如吉隆坡华社流行
讲广府话。不同方言群的华人也会互相学习，掌握多种方言对马来西
亚华人来说是很普遍的事。华人不仅包容不同地域的文化，也吸收其
他民族的文化，兼收并蓄。”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东南亚学会
副会长曹云华表示：“华人在海外生存与发展，需要解决‘三个认
同’：一是政治认同，即认同当地国家，成为当地国家的合法公民，
参与当地国家的政治生活；二是民族认同，马来西亚华人作为华族，

其民族身份得到了国家的承认和当地主体民族马来人的认可；三是文
化认同，即认同本民族文化，对本民族文化有自豪感和归属感，促使
马来西亚华人不断推进本民族文化建设。”

“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华文报刊、民俗宗教是马来西亚华人传
承中华文化的‘四大支柱’。华人社团是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的组织
者和推动者，华文教育是传承中华文化的根基，华文报刊是传承中华
文化的平台，民俗宗教是华人文化传承的魂魄。马来西亚的文化教育
和宗教团体凝心聚力，推动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的传承。”张应龙说。

中马交流 繁荣发展

自1974年中国与马来西亚建交以来，双方交往不断加强，在中马
文化交流中，马来西亚华人发挥着重要作用，丰富了中马两国的文化
交流，促进了马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张应龙表示：“马华文化一方面是马来西亚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中马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多年来密切的中
马文化交流也为马华文化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注入新的动
力。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廿四节令鼓，其击鼓形式源于中国南方，1988
年，经马来西亚华人创造，形成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2009年，廿四
节令鼓被列为马来西亚非物质文化遗产。廿四节令鼓在马来西亚发展
起来后，90年代末传入中国，在福建等地推广开来。廿四节令鼓是中
马文化交流对马来西亚文化发展影响的生动体现。”

“近年来，马来西亚积极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共赢
的理念在马来西亚深入人心，影响华人文化发展的不利因素不断减
弱。未来，马华文化将在坚守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更多地吸收其他族
群的文化，并进一步增强华人文化的时代性。”张应龙说。

曹云华说：“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马文化交流迎来了春
天，尤其是大量中资企业在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在推动马来西亚经济
发展的同时，也为马华文化注入了大量‘中国元素’，将极大地丰富
马华文化的内涵。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马华文化将迎来一
个更加繁荣发展的新阶段。”

十年一剑 初心不改

江浩川出生于江西省一个国家级
贫困县的农村家庭。他说：“家里生活
一直很艰苦，我需要跟着母亲到地里
劳动赚工分。那时村里的教育资源很
有限，我跟同学挤在一个挨着一个的通
铺上，梦想能考上大学，见识更广阔的
世界。”

江浩川抓紧一切学习机会，珍惜
每一秒学习时间，终于在15岁那年考
上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随
着学习的深入，他深刻认识到材料是
工业的基础，对于国家产业创新发展
意义重大。因此，他选择继续求学，
考上浙江大学研究生，并于第二年赴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深造。

那时，国内的材料工业发展尚有很
大进步空间。作为一名科研人员，不断
学习国际先进知识技术是十分必要的，
于是江浩川决定赴国外求学。他说：

“我是理科生，从小英语教育资源有
限，我的英语水平并不理想。为了提升
英语水平，我白天努力工作，晚上集中
学英语、背单词，终于以高分通过托福
考试，并成功申请到美国阿尔弗雷德大
学的奖学金。”

江浩川回忆说：“在我赴美读博的
前一个星期，我的第一个孩子刚刚出
生。离开家庭远赴重洋，我心情十分复
杂。在美国，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我
全身心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学习到很多
先进技术，也结交了许多专业人才。博
士毕业后，我进入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专注CT探测器研发。那时，为了解决
产品质量问题，改善产品性能，我经常
通宵达旦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
践经验，成为通用电气医疗集团CT探
测器材料部首席工程师。我对祖国的思
念却萦绕在心。美国的生活或许舒适，
但回国打造国产医疗设备，解决百姓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才是我内
心真正所愿。”

2012 年，江浩川作为中国科学院
宁波材料研究所高层次人才回国，深
耕探测器材料项目的研发。2013 年，
他认识到产学研相结合的重要性，来
到明峰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国
产医疗设备，从科研工作者转变为企
业家。

科技抗疫 攻坚克难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武汉
16座方舱医院在短短10多天内建成启
用。面对激增的患者人数和医患之间
交叉感染的风险，江浩川和团队深感
责任在肩。由于临时搭建的方舱医院
难以满足 CT 机房严格的屏蔽防护要
求，他们决定紧急研发适合方舱医院
的新型CT设备。

2020 年 1 月 26 日，他们提前复
工。员工们加班加点，放弃假期，仅
用一周时间便首创“方舱式应急专用
CT”，具体包括医用 CT、辐射防护、
独立操作间、独立扫描间、强紫外线
消毒装置等，可独立于医院或放射科
之外，避免受检者交叉感染。2020年2
月8日，“方舱式应急专用CT”第一时

间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投入使用，成
为业内第一款适应方舱医院使用场景
的CT设备。

江浩川说：“我们的应急团队在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就前往武汉，
一直到解封才离开。在这两个多月
里，我们的团队成员在艰苦的环境下
不负使命，保证每一台机器迅速安装
并投入使用。即使在对新冠肺炎疫情
还没有很多了解的情况下，团队的很
多年轻员工都毅然决定奔赴武汉，支
援疫情防控。在新冠肺炎疫情严峻时
期，我本着‘实业报国、科技救援’
的理念，带领企业向湖北、河南、广
东、浙江、山东等抗疫一线医疗机构
捐赠数十台医疗影像通用 CT 设备和
全球首创的‘方舱式应急专用 CT’。
我非常欣慰，我们团队研发的产品能
够助力疫情防控工作，也很荣幸获得
由中国侨联颁发的第八届‘中国侨界
贡献奖’。”

海纳百川 志存高远

在江浩川回国之初，国内医疗设
备研发技术相对落后。一台CT设备零
部件多达数万个，设计专利总量4万多
件，想掌握CT设备核心技术并实现自
主创新绝非易事。然而，爱国不仅仅
是情怀，更需要实力。江浩川在不惑
之年投入到一项崭新的、意义重大的
事业当中。没有资金便想办法筹集资
金，缺乏人才就全方位招募人才。

自主创新之路绝非坦途。近年
来，虽然国产中端医学影像设备的性

能开始逐步赶超国外同类型产品，但
高端医疗市场仍是国外企业占据主导
地位。因此，进军高端医疗市场，实
现医疗设备国产替代成了行业痛点。

在江浩川看来，国产医疗设备与
国外的差距在于核心技术、产品稳定
性和满足临床需求三个方面。他说：

“如果我们不能在关键领域掌握核心技
术，就很容易陷入被国外技术‘卡脖
子’的危机。医疗设备关系到民生福
祉，我们必须不断创新技术，联系多
方合作，争取在未来一两年之内研发
出第一台全国产化的CT设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江浩川带领团
队潜心攻克技术难关。他介绍说：“经
过团队的不懈努力，我们在PET/CT方
面自主研发的基于SiPM的探测器技术
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此外，我们推
出国内首款自主研发的超高端CT设备
——‘量子眼超高端512层CT’，填补
了国内 CT 设备在超高端领域的空白。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
加强国际合作，充分运用5G、人工智
能等高新技术为自主创新赋能。”

如今，明峰医疗拥有上百项世界
领先的专利技术，与全国 600 多家医
院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产品在国内
销售的同时，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
地区。此外，公司研发的医疗设备价
格更为实惠，降低了国内医疗成本，
也更适合中国国情，打破了国外公司
在CT探测器领域的技术垄断。

在自主创新的征途上，江浩川一直
将“求真”奉为圭臬。培根曾言：“要
追求真理，认识真理，更要依赖真
理。”江浩川表示：“未来，我将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为中国高端医疗仪器制
造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在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华侨青年
志愿回国参军，支援祖国抗战，其中
涌现了众多巾帼身影，林鹏侠便是其
中之一。

林鹏侠，原名林淑珠，福建莆田
人，出身华侨富商家庭。她的父母不
仅重视子女文化教育，并且注重培养
他们的爱国情怀。在这样富裕开明的
家庭氛围下，林鹏侠从小便不同于一
般的名门闺秀，她视秋瑾和花木兰为
偶像，并希望像她们一样成为报效祖
国的栋梁之才。1925 年，林鹏侠前往
美国攻读经济学，留学期间她接触到
了更加多元的文化。拓宽了视野的林
鹏侠产生了一个大胆想法——1929
年，在完成了美国的学业后，林鹏侠
出人意料地决定赴英国学习航空技
术，成为中国早期罕有的女飞行员。

1932 年，“一·二八”事变爆发。
林鹏侠意识到报效祖国的时刻到了，
果断奔赴上海为祖国而战。但当时，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
稳固政权，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
政策，一味忍让日本的侵华行为，签
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本
想驾机为祖国而战的林鹏侠悲愤交
加，但她的报国热忱并未就此冷却，
她开始重新探索其他的救国方式。当
时，许多有识之士提出，我国西北有
大量资源亟待开发，要想与日寇进行
持久战，西北将成为重要的战略腹
地。林鹏侠四处收集资料，苦心研究
两个月后，收起了不能在战场上奋勇
杀敌的遗憾，踏上赴西北考察的征程。

1932 年的西北正处在军阀混战的
混乱时期，林鹏侠的考察之行遭遇了

许多困难与险情。首先要面临的是交通不便的问题。林鹏侠忍受
着驮轿颠簸带来的身体不适，经历了羊皮筏子差点在漩涡中倾覆
的惊魂时刻，翻越崇山峻岭、跨过江河险滩，从陕西至绥远，历
时半年，行程万里。比交通问题更加骇人的是当地治安。在考察
过程中，林鹏侠多次遇到土匪打劫。一天半夜，房东老太太把她
从睡梦中叫醒，告诉她土匪正在隔壁打劫。考虑到安全问题，林
鹏侠赶紧从老太太那里买了一套当地妇女穿的衣服以防万一。但
这些困难都被林鹏侠当作考察中的插曲，她有条不紊地按照自己
的计划，重点考察了基础教育、民风民情、妇女运动、家庭婚姻
等社会问题，同时也了解了甘肃矿产资源的分布情况。回到上海
之后，她把一路上记录下来的文字、图片整理成册，于1936年1
月出版了30万字的 《西北行》，为抗战时期开发西北提供了宝贵
资料。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林鹏侠毅然加入到航空战斗队
伍，驾驶战机，抗击日寇，保卫祖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林鹏侠
前往美国，1979年因病在夏威夷去世。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第八届“中国侨界贡献奖”获得者江浩川——

以创新力量点亮抗疫之光
杨 宁 陈书雨

自上世纪70年代第一台CT机
问世，CT设备制造的核心技术和
销售市场便长期被国外企业垄
断。如何实现高端医疗设备的国
产替代，满足国内不同医疗机构
的临床需求，一直是明峰医疗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国家海外
高层次人才专家江浩川致力于解
决的问题。

2012年，他自美回国研发国
产医学影像设备。一切从零开
始、从无到有，他始终秉持“求
真务实、攻坚克难”的科研理
念，立志提升国内医疗诊断水
平。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江浩川带领团队研发“方舱式应
急专用CT”，有效避免了交叉感
染，以创新力量点亮抗疫之光。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薪传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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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20日， 江浩川介绍产品核心部件与专利技术。 受访者供图

4 月 10 日，空中俯瞰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金峰乡千岛湖
畔，一座座岛屿春意盎然，与碧水、公路组成一幅美丽的春日
画卷。

余剑锋摄（人民图片）

东方风来满眼春

侨 界 关 注侨 界 关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