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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多样的活动

近日，由美国繁荣华埠总会主办
的纽约首届“亚太裔传统文化大游
行”在曼哈顿中城第六大道举行。本
次游行是纽约市庆祝美国亚太裔传统
月的重要活动。游行活动持续了近3个
小时，共有4000多人参加，吸引了近5
万名民众沿途围观。游行队伍由17辆
花车，90 部古董车、音乐车及超新型
跑车，舞狮队、舞龙队、腰鼓队、彩
旗队、中国汉服队等150个方阵组成，
向观众展示中国文化。

2022年美国芝加哥亚裔传统月庆
典及华埠健康日也刚刚圆满落幕，由
芝加哥亚美联盟、马来西亚裔社区、
美 亚 健 康 协 会 共 同 主 办 的 这 场 活
动，推出来自中国、马来西亚等亚裔
社区的精彩节目，充分展现文化多元
与丰富。

最近，北美浙江华侨联盟社团理
事长吴一平发起组织的亚美凝聚联盟
巡逻队 （即‘纽约华人社安队’） 庆
祝了巡逻队成立一周年。“去年 5 月，
亚裔被歧视、被伤害的事件层出不
穷。关键时刻，我们华人自己站出
来，成立了纽约华人社安队。自成立
至今，社安队一直坚持巡逻，一天两
次，每次两个小时。我们的初衷就是
维护社区安全，消弭族裔隔阂，促进
社区和谐。”吴一平说，接下来，巡逻
队还有很多活动：19 日，参加纽约市
皇后区的亚裔文化传统月庆祝活动；
21 日，和另一个非营利组织一起向纽
约市皇后区艾姆赫斯特社区分发午
餐，和各族裔民众共同庆祝亚太裔传
统月；22 日，与其他组织共同举办

“弘扬中华武术文化 自卫防身实战论
坛”……

5月初，在洛杉矶，美国北京联合
会主办了一场老北京美食文化座谈

会。冰糖葫芦、豌豆黄、山楂糕、门
钉肉饼……人们在琳琅满目的精致美
食间畅聊，北京文化与历史底蕴就这
样在异国土地上静静散发芬芳。

5月12日，华美银行宣布通过美国
亚裔基金会向多个支持亚太裔社区的
非营利组织和项目捐款逾600万美元，
助力促进社会平等、包容和公义。据
华美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2021 年，
该行承诺在5年内向美国亚裔基金会发
起的亚太裔捐助挑战赛捐款 2500 万美
元，用于支持亚太裔社区。

此外，5月26日，“2022加州中小
企业论坛”将举办。美国潮商基金会
会长林志斯说：“这个论坛由政府和民
间力量合作举办，主要面向亚太裔族
群创办的中小企业，表示对亚太裔族
群的尊重。此次论坛是线上线下结
合，主要议题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和
就业法、联邦小型企业资助计划、与
加州政府签订合同的机会等。”

促进了解的机会

“亚太裔传统月提供了一个让不同
族裔相互了解、纪念各族裔为美国所
作贡献的很好机会。旅美华侨华人其
实为美国社会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
其他族裔并不清楚，甚至我们自己族
群的很多人都不了解。”北京联合会常
务理事长李红说，“为了推动美国其他
族裔加深对华人社区的认识，我们不
仅举办各种有中国元素的活动，还希
望通过介绍旅美华侨华人中的杰出人
物让当地社会对我们有更具体的了
解。去年亚太裔传统月期间，我们着
重推介了华人艺术家丁绍光先生。他
也是我们北京联合会的创会理事长。
他的艺术作品和融合了中西方文化，
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我认为，他
是我们美国华人的骄傲，华人之光。”

据当地媒体报道，4月底，美国众

议院以口头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一
项旨在建立全美首个亚太裔国家博物
馆的法案，并将其提交至参议院。这
项由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
孟昭文提出的法案将成立一个8人委员
会，并在18个月内对在首都华盛顿特
区建立全美首个亚太裔国家博物馆的
可行性展开规划，同时对该博物馆未
来的运营维护、资金来源以及加入全
球规模最大的博物馆研究综合体——
史密森学会等议题进行研究。

孟昭文在法案获得通过后说：“在
过去的7年里，我一直在努力推动这项
立法通过国会。我非常高兴今天它终
于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亚太裔美国人
在历史上为美国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
诸多贡献……亚太裔美国人社区的故
事已经融入了美国故事中，但不幸的
是很多人仍然没有意识到我们所扮演
的关键角色，而现在是时候改变这种
情况了。”

“亚太裔国家博物馆可以帮助亚裔
美国人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自己族群
在美国的历史，推动大家了解过去，
立足当今，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未来。”
吴一平说。

“要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我们需
要不断自我完善，做到自我强大。比
如，我们需要精通当地语言，才能和
其他族裔沟通，才能向他们介绍我们
的文化。而且，只有我们足够强大
了，我们才能对自己负责任，也对社
会负责任。”李红说，“我们应该有这
样的一种自我认同：我们是美国的纳税
人，就是主人，是美国社会的一分子。”

自身权益的捍卫

“你们今天能帮助保护我们移民学
生的权利吗？”最近，一个署名“华人
家长咨询委员会”的帖子在旧金山华
人圈传播。“请大家齐心协力来帮助我

们华人社区发声，要求教委和校区不
要削减中英双语教育！不止不能削
减，还应该继续发展壮大。”

“事情的起因是旧金山校区准备辞
退中英双语教师，这其中大部分是华
人。我们得知消息后，就在 5 月 10 日
组织了游行示威，表达我们的诉求。
事情如今已经基本圆满解决，华人双
语教师得以全部保留。”林志斯说，

“捍卫自身权益，必须从自身做起。我
觉得，我们已移居美国的华人要有主
人翁精神，要关心社区，积极参政议
政。之前，有些人觉得自己成为医
生、律师等专业人士，或者自己做好
生意就够了，不用关心政治。最近一
段时间，我发现，很多人开始意识
到，自己不挺身而出捍卫自身权益，
不仅对自己有负面影响，甚至会影响
到孩子的就学、就业等各个方面。毕
竟，你受了委屈，别人是不知道的。
有意见，必须大声说出来，用好手中
的选票。”

说出来，才有可能被听见。当地
时间 5 月 10 日，美国旧金山中华总会
馆举行了“Fight the Virus，Not the
People！”全美反歧视亚裔大游行的横
幅交接仪式。这幅2020年2月反歧视大
游行横幅，被史密森尼美国国家历史
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博物馆馆长安
西娅·哈提格说，这面横幅展示了北美
最古老的华埠社区在面对公共危机时
是如何应对的，记录了美国亚裔及其
后代仍面临着歧视和暴力危机，必须
勇于应对，这一事件将成为国家历史
永久记录的一部分。

捍卫自身权益，需要整个华人社区
共同努力。“我们深刻体会到，对亚裔歧
视、攻击的情况一天不结束，我们就绝
不会放弃捍卫自身权益的努力。我们也
会鼓励下一代的参政热情，积极投身于
社会公益事业。同时，多方面展示我们
的族裔历史和文化，让其他人更了解我
们。”吴一平说。

“那次在鹭岛/握出一树凤凰花/这次在湄南河畔/
握出一江温情/下次不知在何处/掌心早已握满思
念。”今年 84 岁的曾心，是泰国第三代华裔，也是

“小诗磨坊”诗社的召集人，他的人生就像笔下的这
首诗《握手》，把鹭岛 （厦门的别称） 和湄南河连在
一起。曾心年少时曾求学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和广州中
医学院 （现广州中医药大学）。在中国工作 20 余年
后，他回到出生地曼谷行医。

杏林春暖，橘井泉香。悬壶济世多年后，50岁的
曾心放下药箱，拿起笔，在“知天命”之年开始写
诗。曾心说：“在厦门大学求学期间，冰心的 《繁
星》《春水》、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就在我的心中埋
下了诗歌的种子。”曾心不仅自己写诗，还在2006年
召集7位泰国华人诗友成立了“小诗磨坊”诗社，创
作六行以内小诗。谈及诗社名字的由来，曾心借用一
名诗友的话说：“诗心即为磨坊，把匆匆岁月的行
色，磨成涓涓细流，流入江河。”

在曾心的书架上，15本《小诗磨坊》诗集依次排
开。16 年来，诗社已刊发小诗 3000 余首。曾心说：

“泰国华人的小诗数量，已相当于十部《诗经》。”
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苏永延说：“‘小诗磨坊’历

经10余年发展，无论意象、技巧，都有丰富成就，他
们既有共同特色，又有每个人的个性特点。”

不同于曾心小诗推崇的“大道至简”，67岁的杨
玲在《月光》中写道：“蘸月光写诗/月光淡淡诗也淡
淡/月光朦胧诗也朦胧/月光如水/诗如水上的月光。”
作为“小诗磨坊”第一位女诗人，她的诗歌富于女性

特有的气质，柔和而典雅。
对于泰华诗人来说，凡是汉字传播的地方，都有

中文诗歌生长的空间，通过诗歌追寻文化原乡，是他
们创作中不变的底色。

杨玲说：“当前泰国也在支持中文教学和传播，
我希望尽我们这一代海外华人的心意，推广中华文
化，我不想成为泰国最后一代懂中国文学的人。”

诗“磨”不停，诗篇不止。
如今，“小诗磨坊”成员已从最初的 8 人增至 13

人。38岁的杨搏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
“我的祖国/已经成为那熟悉的异乡/但在我最深

的梦里/仍旧是孔孟老庄/仍旧是大豆高粱/仍旧是黄河
长江。”任教于泰国纳瑞宣大学中文系 10 余年的杨
搏，已在彭世洛府安家落户、娶妻生子，但翻开他的
诗集，扑面而来的依然是对故土的深沉思念。

杨搏说：“老一辈泰华作家创作动机很淳朴，既
不为成名，也不为稿费，只是单纯热爱中国文学并有
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感。”

作为“小诗磨坊”的新生代，杨搏也努力推动架
起中国文学通向泰国的桥梁。他开设中国古代文学
课，为热爱中文的泰国学生讲授诗经乐府、唐诗宋
词。他还积极翻译国内文学著作，向泰国读者介绍中
国文学最新成就。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宁在为《小诗磨坊》诗集
作序时写道：“他们在现实世界过着富足安定的生
活，却把精神寄托在方块字垒起的诗行里。”

（据新华社电）

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林可胜祖籍福建，1897 年出生
于新加坡，第四代华裔。他的父亲
林文庆被陈嘉庚称为“马来亚树胶
之父”。

林可胜8岁时被父亲送到英国学
习，长大后便继承父业潜心学医。
林可胜在医科大学学习中，适逢第
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分配到战
场上的军医院工作。这段经历使林
可胜积累了宝贵的战地医护经验。

一战结束后，林可胜以优异成
绩从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获医学
和化学双学士学位。之后他又先后
获哲学博士学位、生理学博士学位
和科学博士学位，1923 年当选为英
国皇家学会爱丁堡分会会员，在欧
美生理学界声名鹊起。但林可胜始
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中国血统。1924
年他毅然回国投身建设中国的医疗
事业，成为北平协和医学院里最年
轻的生理学教授。

林可胜真正从生理学家和医学
教育者转变为军医领导者，并走上
医学救国之路，是在抗战全面爆发
之后。1938 年，林可胜临危受命，
成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
彼时的中国严重缺乏战地医疗服务
人员，医生人手不足，大部分护理
人员只会换药，连基本的医学常识
都不了解。

林可胜决心改变这种情况，他
与同事加紧培训医护人员，并奔往
各个战区考察医疗设施，制定出

“水与污物管制计划”，预防士兵患上传染病、肠胃病。为
适应日趋紧张的战局变化，林可胜还主张放弃在大城市设
置伤兵医院的做法，将救护总队分为若干个流动医疗队，
分散到前线医院展开救护工作，极大地缓解了前线士兵

“不怕死只怕伤”的局面。
因为林可胜出身华侨之家，又是海内外知名学者，在

海外侨胞以及英美国家中有很高的名望和信誉，为解决战
争中药品、器械、资金不足等问题，林可胜呼吁国际援
助，得到了国际社会及华侨华人的踊跃呼应。

抗战中，林可胜和他带领的救护队，在各个战场抢救
了无数伤病员。不仅如此，林可胜还培养了一批生理专业
人才，为之后的中国医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抗战进入相持
阶段后，林可胜经常了解八路军、新四军伤病员救护情
况，适时增加救护力量，运送药品、器材，有效地改善了
八路军、新四军救护条件。他甚至冲破阻力，亲自带队到
延安、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指导救护工作，受到毛泽东等领
导人的称赞。抗战胜利后，林可胜组建了国防医学院并担
任首任院长，创立了中国的军医教育体系。

如今，一栋名为“可胜大楼”的建筑静静坐落在北京
协和医学院内，提醒着世人以林可胜为代表的几代生理学
系人为中国医学科学事业发展所做的杰出贡献。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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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华侨华人——

“我们也是美国故事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张 红

每年 5 月是美国的亚太裔传统
月。作为美国的一个传统性节日，亚
太裔传统月的意义在于体现多元文
化，感谢亚太裔的贡献，增进各族裔
之间的相互了解。疫情两年多来，旅
美华侨华人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冲击。
美国一项最新调研结果显示，全美对
亚裔美国人社区的不信任正在上升，
2021年全美反亚裔仇恨犯罪数增长
339%。面对歧视，包括华侨华人在内
的美国亚裔社区举行了多次声势浩大
的反歧视大游行。在今年的亚太裔传
统月，旅美华侨华人更加坚定地通过
各种活动表达出自己的心声：我们也
是美国故事的一部分。

侨 界 关 注

右图：5月初，美国北京联
合会在洛杉矶主办老北京美食
文化座谈会。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左图：5月5日，纽约市
亚太裔非营利组织为争取更
多市经费，在市政府前进行
集会，表达诉求。图为纽约
华人社安队在活动现场。

泰国华人有个“小诗磨坊”
王 腾 宋 宇

5月17日，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陶宅村千亩油
菜田里，农户正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田间一

派丰收景象。该片油菜收割完后即将翻耕种植水
稻，确保不误农时。 朱 翚摄（人民图片）

侨 乡

新 貌

侨 乡

新 貌

浙江：油菜开镰收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