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虽然年纪轻轻，却已
在各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俨然成为了华人
社会的“明星”。他们，便是新生代华裔。

参政议政传声音

在过去，对于华裔新移民来说，如何更好
地生存下来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但如今，随
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以及上一代移民的稳定和成
长，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华裔开始参与公共事务，
并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加拿大华裔少年赵浩汀今年刚晋身为多伦
多青年议员。他认为很多人的声音都没有被政
府听到，因此决定用参加“青年议会”的方式，
用自己的声音来反对不公平和服务不足的现象。
同时他也希望自己能够为与他有同样背景的移
民家庭青少年争取更多的机会。曾是美国最年
轻华裔市长的罗达伦，今年第二次就任加州坎
贝尔市市长。罗达伦希望，能够有更多华裔年
轻一代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为努力营造一个
平等自由社区而努力。

新一代华裔参政议政热情的提高，体现了
他们权利意识的增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他
们，可以让更多人听到华人的声音。

服务社会贡献大

生活在海外的华裔新一代，如今正以积极
的姿态融入到所在地的生活，并为社会的发展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也得到
了人们的极大肯定。

因在融入法国社会、参加社会公益等方面
取得不俗的成就，!"岁的旅法华裔女子陈锦凤

日前获得了由法国“国民之星协会”颁发的奖
章。#$岁的加拿大华裔青年王钦是“全球青少
年蓝丝带助残基金会”的创始人，他带领基金
会的成员们举行了一系列帮助残疾儿童的活动。
蓝丝带得到了社区各个阶层的支持。

他们以主人公的心态积极提供服务，让新
一代华裔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增进与其他族
裔居民之间的感情，为展现海外华人的形象传
递了“正能量”。

传播文化新希望

在多元化社会中，能够保持和传承自己族
裔的文化传统，是令海外华人骄傲、自豪的事
情。为了传递中华文化，他们也在不懈地努力
着。由于在语言能力等方面的有利因素，越来
越多的华裔新一代也开始加入到传播中华文化
的队伍中来。

不久前获得美国武术全能冠军的包真雅，
是一名出生于匹兹堡的华裔少女。品学兼优的
她，不仅热爱武术，还擅长中国传统民俗舞蹈，
课余时间她还到小区义务示范中国功夫，成为
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草根”大使。

年轻，意味着蓬勃的朝气，更预示着无限
的潜力。这些在各方面崭露头角的华裔新一代，
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了自身的能力。相信在他们
的影响下，华人社会的发展一定会朝着更加美
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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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意大利警方的有关资

料，意大利 !%#! 年针对华人

的犯罪案件到目前为止已经超

过千起，华人被偷、被抢案件

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以华人为

目标的犯罪数量一直呈上升趋

势。

海外华人的安全问题错综

复杂。经济危机导致民众收入

普遍缩水，失业率不断攀高，

治安形势持续恶化，被外界看

作富得流油的华人，也就理所

当然成为了不法分子抢掠的主

要目标。

华人喜驾名车、穿戴品

牌、出入高档消费场所，其消

费行为已经成为引来祸端的导

火索。遏制和减少针对华人的

犯罪，不仅仅是提高防范意识

和手段的问题，华人只有学会

低调处世、低调做人，逐步改

变消费观念，才是预防犯罪和

规避伤害的根本所在。

回顾 !%#! 年，意大利华

人社会安全问题有很多经验教

训值得总结；展望 !%#& 年，

意大利华人社会的安全问题仍

不容乐观，华人社会安全将面

临着更加智能化及多样化的犯

罪挑战。因此，提高防范意识

和措施，预防犯罪，应是

!%#& 年意大利华人社会的主

修课题。

回顾 !"#! 年，意大

利华人社会安全问题有很

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展

望 !"$%年，意大利华人

社会的安全问题仍不容乐

观。提高防范意识和措

施，预防犯罪，应是华人

的主修课题。

安全：
华人的必修课

博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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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云艳） “环球
中国专家文化整理
（公益） 工程”近
日在京启动。这项
公程旨在系统化、
立体化、深层次整
理中国专家文化，
打造中外文化交流
新平台。该工程将
邀请海外华侨华人
专家学者到中国讲
学，与中国各领域
的专家展开跨国
界、跨文化的交
流，让海内外的专
家文化深入民间，
走向市场，打造出
现代的诸子百家。

据此项工程发
起者 《环球时报》
和零极限健康静心
网负责人介绍，一
期工程将于两年内
在中国各省区市和
海外华侨华人中选
拔文化艺术、国
学、健康养生、心
理学方面的专家，
为他们与社会沟通搭建平台，
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工程将
开办 《白话文化系列讲坛》，
帮助专家用通俗的语言向社会
大众开讲，并在中国各省区市
举办文化主题论坛，探索文化
产业发展与传承的途径。工程
将结合互联网技术，为专家开
辟在线个人主页、在线个人工
作室和图书馆，实现中国专家
文化的数字化传播。

目前，整理工程通过讲
座、出版、建立线上专家工作
室等方式，已为近百名各行业
的专家策划、举办了各种形式
的文化传播活动。整理工程还
将联系海外华侨华人中各领域
的专家，为他们进行文化整理
工作，在中国普通百姓间传播
他们的学术成果，并希望通过
他们的交流活动使中国传统文
化在世界上产生更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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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临近，思乡，
回家，不再只是唱响

于海外老华侨老华人之间
的主旋律。海外的华裔青
少年已经从祖父辈手中接

过这一接力棒，担当起传承的重
任。他们一波接一波地踏上祖辈
们曾经生活的热土，体验中华文

化的瑰丽多姿，追溯深植于海外游子心中的故
土、家园情结。

不远千里来相会

在吉林，以“回家过年”为主题的海外华
裔青少年冬令营 #! 月 !" 日晚在长春开营。冬
令营吸引了来自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 $ 个
国家和地区的华裔青少年，一共有 "!名青年在
此开启了他们的“回家过年”吉林文化体验之
旅。

而在同一天，有来自亚洲、
欧洲、南美、北美、澳洲等五大
洲的近 !%个国家和地区的 '%%多
名海外华裔青少年，走进广东清
远的民俗村。他们在观赏岭南水

乡风景的同时，还体验了祖辈的传统生活方式。
在此之前，有来自印尼、马来西亚、澳大

利亚、毛里求斯的近 &%% 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去
往湖南赏析湖湘文化，研习书法、舞蹈、剪纸。
另外，一批来自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泰国、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约 (%名华裔青少年选择齐
聚海口，参加冬令营。他们皆是华裔的后代，
其中多数是第一次回到故乡海南。
“知道能来海南十分兴奋，因为有亲人在海

南。我也很喜欢儒家文化，所以对此次的冬令
营‘寻根之旅’充满了期待。”来自马来西亚的
#)岁小伙何瑞佑说到。

中华文化多姿彩

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多姿多彩的风景和极具

特色的文化元素深深吸引了海外的华裔青少年，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留连忘返，并随着了解的逐
步深入，亲身感受到寻根的意义所在。

在广东清远的民俗村，古色古香的驳岸小
桥、粉墙黛瓦的古民居、庄重威严的古祠堂……
这一切对于来访的海外华裔青少年来说显得格
外新鲜。而展示旧时居民生活百态与市井民风
的栩栩如生的蜡像、生动活泼的铜像以及旧时
的油灯、茶壶茶桶、竹制拉绳风车等古旧物件
都成为营员们争相拍照留念的“道具”。
“我最感兴趣的是模拟祖辈们的生活场景的

蜡像，像‘太公分猪肉’、‘上私塾’、‘过大
年’等，看的时候我好像回到了祖辈生活的岁
月。”来自马来西亚的王文静说，她已经将这些
蜡像拍照，回去后拿给父辈看，“一定能唤起
他们不少美好的回忆”。

在西安开营的武术冬令营也吸引了百名华
裔青少年参加，他们被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所
打动。来自巴拿马的 #*岁营员郑星宇说，此前
他对梦想已久的“中国武术”的理解仅停留于
“功夫片”，有了此次专业武术教练的指导，回
去后就能与身边的朋友分享经验与感悟。

此外，书法和剪纸等极具中国特色的活动
也吸引了不少华裔少年。祖籍海南文昌的大马
华裔青少年翁羽宁自称是“中国迷”，在参加于
海南举办的冬令营时她还特地把自己的妹妹也
带上。在她喜爱的剪纸课上，心灵手巧的她频
传“喜讯”，不一会儿就剪出来一个“双喜”，
而且造型精巧别致。经过了解，原来她是一位
“行家”。

缘来还是一家人

长时间生活在海外的华裔青少年成长在多
元的文化环境中，必然感受到文化的冲突以及
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困惑。而通过“回家”，他们
正在渐渐走出这些困惑。

#$岁华裔少年方天伟，他的祖父辈早年移
民越南，最后辗转到美国，小小年纪的他因此
拥有中国、美国等国的生活经验。感受到文化
冲突，并在故土深刻地理解了祖父两辈的移民
背景和文化的他，在刚刚出版的处女作 《+,-
./0，12--34 5,6》中对自己是谁、为何在这里等进
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思考。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
具有移民背景的老师和同学的关注，一些同学表
示，此书开启了认识自己生活的新视角。

正如马来西亚沙捞月古田公会主席王春斗
在福建古田举办的冬令营上所表示的，让青年
一代回到祖籍地，亲身感受祖籍地的风土人情、
民俗文化，对加强青少年的华人身份认同是很
有意义的。作为龙的传人，不管走多远、多久，
都要牢记自己的根在哪里，都要知道自己是中
华民族的儿女。

其实，希望在一代又一代人“回家”、寻
亲、寻根的努力中已经长大。或许正如参加海
南冬令营的大马华裔青少年张运虹，在亲手种
的树苗上许下的心愿：“希望小树快快长大，
下次我再回家乡，一定过来看你！”

题图：华裔青少年着迷中华武术、书法、

剪纸。

#!月 !'日，在陕西师范大学校园内，

百余位来自印尼、巴拿马和新西兰的华裔

青少年在武术老师的指导下，冲拳劈掌、腾

跃踢腿，练得有模有样。此次活动是“!%#!

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的一部

分，旨在通过修习传统武术，让华裔青少年

感悟国粹真谛。 张 远摄

空翻

百余位华裔青少年

陕西习武

蹲马步

出拳

华裔学生：
创业的“早起鸟”

崔亦谦

他们是同龄华裔青年中的佼佼者———在其
他人疲于读书和学习时，他们却能留出一只眼
盯准商机，大胆设想，果断出击，从而实现自
己的价值。没错，他们就是华裔在校创业者。

近日， !*岁的华裔大学生王英在澳大利
亚凭借其网站 74689/: 斩获了人生的第一桶
金：这个网站已开始在美国团购巨头 ;</8=/6

上销售，并且吸引了诸如 >=-8?一类的业界大
鳄的注意，近日更是获得了 >=-8?和一些私人
投资者 *"万元的注资。

74689/: 提供活动策划的服务，利用网
络的匹配和搜索功能，帮助客户寻找适宜的活
动场地并预定其使用权。王英及其团队学以致
用，紧盯网络行业的发展趋势，将所学的知识
转化为网络产品，从而取得了创业的成功。

无独有偶，新西兰奥克兰东区 5,@34,6?

A/334B4 的 ' 名 华 裔 学 生 于 $ 月 组 建 了
C46-4<=<2?4 公司。他们研发的 D4E4<@2=4 应用
程序为居家人士出谋划策，利用剩余的蔬菜搭
配出美味的膳食。

!%#% 年，加拿大温哥华的华裔中学生周
惟正创办了一家名为“F4?2B6 74-2@,”的网络
公司。爱好网络技术、痴迷电动游戏的他，有
着他人没有的创业理念，并将其独特创意加以
实现。这家致力于为客户架设网站、设计网页
的公司成立不久，便获得了苹果公司前营销高
级主管 ;80 G,H,?,I2的青睐。

最为传奇的莫过于美国的华人大学生耿子
涵。现年 !% 岁的她，早在 " 年前就迈出了创
业的第一步，并在接下来的 *年内陆续开办了
*家公司，经营业务涵盖了 J恤设计、市场调
查，而她的第三家公司“50K4://”与第四
家公司“L,@434??”则致力于构建时下流行的网
络社交平台。

华裔在校生创业取得的成功令人称道。以
精准的眼光瞄准市场的需要，将自己的想法大
胆付诸实践，并在激烈的竞争中选择坚持和进
取，这些品质缔造了华人在校生成功创业的
“奇迹”。平凡的学生身份与不平凡的创业梦想
搭接起来，虽然处于起步阶段，胸怀大志的年
轻一代必将闯出自己事业的蔚蓝天空。

华裔新生代，崭露头角正当时
张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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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今年 (% 岁的福建省泉州籍越南归侨李

泰山，花了 !%多年心血收集与华侨华人有关的邮品，

制作成《华侨》邮集。《华侨》邮集共有 "&"枚与华

侨华人历史相关的邮品。 陈龙山摄!

方寸记录华侨史

图!"#"：#!月 !#日，福建省武夷山市

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为闽北首批归侨

办理审批落户手续。首批共 (人，主要来自

意大利、日本。闽籍海外侨胞约 #!%%万人，

分布于 #$' 个国家和地区。!%#! 年 $ 月，

福建出台《福建省公安厅办理华

侨来闽定居暂行规定》，明确了

华侨回国定居的认定标准和申请

条件。 伊 凡摄

首批归侨落户闽北

华裔青少年难挡“回家”诱惑
聂传清 张 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