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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书豪风靡

“林旋风”横扫全球

!"#! 年 ! 月，林书豪正式入选 $%& 全
明星新秀赛，在全球范围内刮起了一阵声势
浩大的“林旋风”。他是高中时只有 '()# 米
的华裔少年，似乎无缘球场；他是体育奖学
金屡次被拒的申请者，放弃就在咫尺；他也曾是赛场上的长期替
补，频频困于低谷。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从不吝于为了
梦想挥洒汗水，从不知难便求诸退途，从不因失败而轻言放弃。

曾经默默无闻的替补，一跃成为炽手可热的大明星。这个全
新的形象阐释着一条古训：千里始于跬步，厚积方能薄发。这场
旋风，还会继续刮下去。

《排华法案》致歉案

歉“雨”阵阵入心田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一纸《谏逐客书》带来了第一个封建王
朝的崛起。然而，两千多年后的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却耗费了
#*" 年的时间，才在今年的 ) 月 '+ 日正式以立法形式就 《排华
法案》致歉。
《排华法案》 道歉案的通过，归功于中国与华人日益提升的

政治力量，也得益于包括美国国会华裔议员赵美心在内的历代华
人的努力。至此，美国历史上祖祖辈辈的华裔所经受的不公平待
遇终得平反。这是一场迟到的公正，歉“雨”丝丝，滴润华人的
心田。

伦敦奥运会

成熟思考擦亮双眼

今年夏天，没有什么比伦敦奥运会
更能牵动全球华人的心。中国奥运代表
团以 ++块金牌 *+块银牌的成绩位列世
界金牌榜第二位。然而，让华人的眼睛
更亮的，不是胜者熠熠夺目的金牌，而是运动员们赛场上下的汗
水与泪水。

正是这些汗水与泪水，洗掉了奥运会的神圣色彩，濯净了对
冠军的盲目崇拜，也掀翻了由金牌搭建的神坛。体育便是体育，
胜者亦强，败者犹荣。

中国古代神话里的仙人是没有影子的，我们的奥运会，终于
投下了凡人的身影。

“帝王行动”发酵

风云骤起敲警钟

华人影星李小龙风靡全球时，海外华人一度都被当地人看作
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而在 '" 月西班牙警方以打黑为主题的

“帝王行动”过后，中国侨民却被一部分人贴上了“黑社会”的
标签，西方媒体对此事大肆渲染，一时间风起云涌。
“帝王行动”持续发酵，引起了华人界的深刻反思。这是一

场政治领域的博弈，也为华人敲响了警钟：良好的经济效益无法
为同胞构筑一座遮风挡雨的象牙塔，只有融入当地，勇于发声，
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才能在风暴席卷时安然度过。

保卫钓鱼岛

山雨欲来勇发声

, 月 '" 日，日本政府宣布将钓鱼岛
“国有化”，此后，挑衅之风更是阵阵袭
来，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此举迅速
激起了全球华人的抗议和谴责，各国华人
社团、商会同舟共济，联合一致加入到
“保钓”的行列中来。

爱国热情并未浇灭理智之思。海外侨胞义愤填膺之时，也不
忘呼吁全球华人理性示威，希望借历史之真相抒民族之情怀。更
有华人出资在国外媒体刊登钓鱼岛广告。拳拳之心，昭昭然矣。

“月子中心”引抗议

地下经济难见光

'!月初，美国圣伯纳汀诺县奇诺冈市 -"名市民当众对华人
“月子中心”提出抗议，由此引发了一轮对海外华人“地下经济”
的讨论。在当地人看来，华人经营大多缺少行业规范和营业执
照，监督和管理体制也存在漏洞，亟需规范。

地下经济大讨论是对华人赚钱之道的反思。海内外文化、体
制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使华人生存面临诸多挑战。华人入乡不仅
要随俗，还要随“法”。如何与当地社会融合，并遵守相应法律、
健全行业规范体系，是华人在催生特色经济的同时，不得不做的
功课，唯有如此，“地下”才能走进“阳光”。

莫言得诺奖

闪光灯中依旧谦逊

他名“莫言”，却敢于说真话，酷爱
讲故事。北京时间 '" 月 '' 日 ', 时，瑞
典诺贝尔委员会将本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
了这个“名不副实”的中国人。

巨大的荣誉把这个朴实的山东人推上
了万众瞩目的巅峰，他成了国内媒体的新
宠，也是海外华人“追星”的对象。闪光
灯和镁光灯此起彼伏，亮到刺目。然而，从惶恐到释然，这位首
个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本土作家，却始终保持着沉静而谦逊的姿
态。

莫言说诺贝尔奖是对他未来工作的鞭策。实际上，对中国文
学和中国文化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雷 蕾）

2012的华人世界

!"'!的华人世界，是一幅丰富的画卷，细细品来，令人手不

释卷。

!"'!年，全球华人风雨兼程，既有“星”光闪烁的旋风，也

有气势逼人的寒风；既有酥润人心的细雨，也有飘摇而落的暴雨。

!"'!年，华人世界光影同行，既有成熟思虑后的清醒，也有地下

经济的阴影；既有闪光灯引万众瞩目，也有“中国梦”照亮未来。

2012年,世界在经历艰难时刻,各地的华侨

华人概莫能外，也在经历各种的悲喜。

有华人体育明星成名，有国家为当年的

《排华法案》 道歉，有同胞为保卫国家领土走

上街头，有老乡获得了世界著名奖项，也有人

在海外身陷囹圄，被当地调查逮捕。

2012年，是全球在金融投机的狂欢后持

续在低谷徘徊的日子。很多从经商到做雇员的

华侨华人选择了回国，毕竟，国内的环境更为

熟悉，人际关系更为密切。这是很好的吸纳人

才的机会。与此同时，中国也站在新一轮改革

的起点上。土地、税收、养老、医疗，太多的

改革动能需要从制度革新中获得释放。

在科技革命的潮头前，没有人能独善其

身。曾经风光无限的企业巨头，多少个轰然倒

下，多少个苟延残喘。柯达、惠普、诺基亚、

英特尔、AMD、索尼……今天，我们更加明

白，当年比尔·盖茨的危机感从何而来。阿里

巴巴、淘宝的崛起深刻改变了社会和商业生

态。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只能被扫入历史的垃

圾堆。从民族到企业、从组织到个人，如果要

跟上一轮又一轮的进步，不被淘汰，只有不断

学习不断革新。

12月19日，路透社揭晓了本年度全球创

新组织100强，依然没有中国公司入选。

华人群体的核心竞争力从何而来？“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

只有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才能不断地释放生

产力，获得投资者的认可和品牌溢价。垄断产

生不了进步，房地产也没法成为民族的未来。

人为地限制竞争，最后只会造成集体机能的下

降，丧失参与竞争的资格。而想象力和组织

力，只能来源于民族对有创造力的教育的重视

和不断自我扬弃的勇气。因此，我们要走好每

一步，做好每一个重大决定。

刻舟求剑的故事告诉我们：“时已徙矣，

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大浪淘沙，

多少个民族湮灭在历史长河里，甚至连文字都

消失了。各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更是不断变

化。 没有多少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想获得话

语权和生命力，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决心。

总而言之，成功非必然，华人当自强。

华人当自强
杨 宁

捍卫唐人街

今年 *月，马来西亚华人发起轰轰烈烈的“捍卫唐人
街”运动，签名抗议征用唐人街苏丹街地面老店的计划，并
开展筹款保护等活动。与此同时，英国伦敦华人也纷纷走
上街头游行，抗议政府在唐人街发放赌场牌照的行为。

华人同心协力，用自己的力量改变华人生存环境，并积
极通过政治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唐人街保护战，表达了华人
希望政府能够重视中华文化、尊重华人历史的诉求。

华人参政

!"'!大选是华人参政的“大年”。今年竞选美国国会席
位的亚裔人数达 *" 位，创下历史新高；'' 月举行的大选
中，美国历史性地诞生了 *名华裔女众议员。在澳大利亚，
悉尼 '!名新一届市议员中华人独占 *席。

相比先前政坛的凤毛麟角，今年华人的参政意愿空前
提高，华人在多国政界开始崭露头角，初现锋芒。放弃沉默、
勇于发声、积极维权、承担责任，华人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
与政坛影响力提升明显，令人瞩目。

根亲文化

“根亲文化”风生水起，华人寻根如日中天。海外华人纷
至沓来，寻找“血缘之根”、“乡土之亲”。中国人素有“叶落归
根”的情结，华人通过寻根谒祖的方式将其展现出来，借以
寻找心灵的归宿和精神的寄托。

在政府和民间团体的推动下，“根亲文化”建设蒸蒸日
上。!"'!世界华人寻根节于 .月在湖北随州举行，!/'!年
中原根亲文化节在河南固始县盛大开幕。以“祖籍文化”、
“姓氏文化”为渠道，中原地区大力开展文化交流，力图打造
根亲文化圣地。

海外公民“安全网”

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下，中国 !"'!年加紧构建
海外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网”。针对海外华人安全屡遭
侵害的现状，中国政府强化了领事保护工作、推动领事保护
专门立法，并建立境外中国人和海外华侨联络体系。

目前，中国已形成了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和企业“四
位一体”的境外安全保护工作联动机制。意外发生时，中国
政府都会在最短时间内多方联动展开救援，尽最大可能为
海外公民及机构提供保护。

中餐馆转型

海外中餐餐饮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无论是出于
自身问题还是被恶意抹黑，中餐馆危机折射出海外中餐行
业打价格战、无序竞争等恶性问题。为此，海外中餐馆力求
转型，打造“舌尖上”的华人餐饮新形象。

中餐馆开始追求经营方式的转变，将中餐作为传递传
统文化的载体，并迎合当地人的“胃口”做适当改良，中西合
璧、独具匠心。中餐餐饮业开始向高质量、优服务方向发展，
向世界输出有品位有特色的精良餐饮服务。

海外相亲

江苏卫视大型婚恋节目 《非诚勿扰》 !"'! 年海外专
场连续播出，海外华人“剩男”、“剩女”问题再度引发
关注。由于文化差异、社交圈狭窄等原因，海外适龄青年
同样面临“择偶”困境。

在崇尚自由恋爱的今天，很多海外华人反而选择相亲
这种传统交友方式。除了婚恋节目以外，婚恋网站、海外“相
亲角”甚至交友软件也充当了“相亲平台”。很多年轻人还将
视野转回国内，在更大的社交圈里寻找伴侣。（崔亦谦）

华人2012年度热点聚焦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照过 2012这面镜子，

才能远眺未来华人的美好前景。在谣传的“世界末

日”的当口上，俯瞰华人世界，看到全球华人同舟共

济、甘苦相依、共同成长，也算是平生之幸。

2012年这艘巨轮，承载着世界华人的悲喜酸甜，

终于要抵达一片更开阔的新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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