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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长期生活在异域他乡的华侨

华人才最能理解“他乡遇故知”的深

刻内涵。由于语言文字不同，文化习

俗迥异，很多华侨华人、留学生与当

地的居民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左邻右

舍也只不过是见面点头的关系，长此

以往难以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在国外

生活，人海茫茫，举目无亲，当来自

祖籍国的同胞能够走进你的生活，无

论他来自祖籍国的哪个角落，你都会

备感亲切。

生活上遇到困难，工作上遇到烦

恼，自然更愿意求助于身边的中国同

胞。或许正因为素不相识，所以更珍

惜这来之不易的相逢。他们一见如

故、同舟共济、患难相助，不是亲人

却胜似亲人，演绎了许多生动感人的

故事。

我的女儿欣荣为了追逐梦想，很

早便离开家乡，独自旅居瑞典。性格

独立、自理能力很强的她，一个人生

活倒也顺利。可是，当她在乌普萨拉

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却因语言不过

关、电脑不熟练，长期处在失业的困

境中，经济拮据，度日艰难。

这时，她在乌大新认识的校友卢

冰、郝小勇夫妇雪中送炭、慷慨解

囊，借给她 !万克朗，解了全家的燃

眉之急，帮助她家渡过了生活难关。

后来女儿女婿连本带息归还了欠款。

还有一次女婿开车上班，中途汽

车突然抛锚了，他给朋友郝小勇打了

个电话，郝小勇立即驾车赶到了出事

地点，帮他把汽车拖回家中修理。

女儿家后花园中有一棵李子树，

枝繁叶茂，每年秋天，紫红色的李子

硕果累累，挂满枝头，又大又甜，全

家都吃不完，女儿就摘一盆给卢冰家

送去。后来郝小勇、卢冰旧房没卖掉

要买新房，向女婿女儿借款，也都按

时连本带利归还。

父母出国前来探亲或遇到喜庆的

事，两家都互相拜访，表示祝贺。我

和老伴在斯德哥尔摩探亲期间，曾应

邀到卢冰家做客，参加为我们举办的

派对。夫妇两人系湖南人，两人都是

乌普萨拉大学生化专业的博士生，也

都是收入不菲的白领员工，诚恳热

情，见多识广，善于交际，给我们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俗话说“人之相知，贵在知心”，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

求”。一个没有朋友的人，那才是真

正的孤独！父子、兄弟、夫妻间所不

能谈的事，却可以向朋友倾诉。没有

亲人的日子里，唯一可以依赖的，只

有朋友。

鲁迅先生说：“人生得一知己足

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莎士比亚

说：“朋友间必须是患难相济，那才

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中国人最

讲义气、重感

情，经常谈论的

是亲情友情，而

长年生活在海

外、在海外拼搏

的中国人，感受

最深的却是浓浓

的同胞情。

最浓还是同胞情
高 鹏

在欧美等国经济不景气的背
景下，不少海外华侨华人将目光
转向中国国内，他们凭借对中华
文化与经营理念的了解，对中国
的投资模式与商业体系的熟悉，
通过对资本的重新整合实现着侨
商的华丽转型。而这其中，“小”智
慧成为侨商的经营大“道”。

“小”定位打开大市场

据意大利欧联网日前报道，
意大利华侨胡汉民为了迎接新
年，赶在 "#$"年的最后一天，在
杭州开张营业意大利美食餐馆。

其实在意大利，胡汉民就经
营着一家红红火火的中式餐馆，
只是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来中
餐馆就餐的客人明显少了，虽然
这并没有使餐馆遭到重创，但
“爱琢磨”的胡汉民还是着手进
行了经营转向。他表示，只要把
菜味调好，就不怕杭州人不喜欢
意大利菜。

依据杭州当地人的口味烹饪
意大利菜肴，成为侨商胡汉民的
立足点，而明确定位看起来只是
小小的一环，却凸显了侨商的经
营智慧，也是侨商走向成功的开
始。

温州籍旅荷侨商夏光耀说
“我对中国经济有信心”。从推销
员、围巾批发商到创立进出口贸
易公司再到回国创办服饰有限公
司，夏光耀凭借不怕吃苦的精神
朝着自己的梦想大踏步前进。他
明确企业定位，有针对性地组织
生产和营销，通过档次较高和物
美价廉的不同产品，分别打开了
欧美、巴西、非洲等市场。

“小”思考带来大转折

面对金融海啸，理性思考帮
助侨商杜绝盲目。

欧洲经济持续低迷，侨商李
大乐在希腊的批发生意受到影
响。% 年前，他将目光投向了国
内，并开始探索新的商业模式，
“回归对我们来说是必然的路子，
但是需要理性思考，不要急功近
利，所以我在各领域都稍有涉足，
希望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条路。”

在国外生活多年，侨商回国
发展时不仅会带回国外的先进理
念、管理文化，更会推动国内经
济的建设。

侨商马文军在欧洲生意愈加
难做后，将视角转向了国内。在
匈牙利，马文军是“雨伞大王”，
但在国内投资时，他并没有选择
继续卖雨伞，而是观察到国内儿
童早期教育的不足。于是，在对
市场做过认真的调研及思考后，
他将国外最先进、最科学的儿童
教育理念及资源引进到国内，参
与创办早教机构，实现了自身创
业方向的大变革。

侨商在选择回国投资、创业
的同时，也并没有完全放弃海外
市场。

面对国际纺织业遭遇的重重
冲击、企业订单的直线下降，夏
光耀并没有气馁，而是冷静思
考，力推企业转型，一边调整部
分生产线为国内知名品牌做贴牌
生产；一边加大对南美、南非等

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寻找新商
机。

“小”心意凝成大力量

侨商凝聚侨心、汇集侨力做
慈善早已不再是新鲜事，捐资助
学、捐款修路、开展免费医疗服
务……他们通过奉献展现中华民
族的优秀美德，有专家指出，中
华文化的归属与认同是凝聚侨商
的“磁石”。

加拿大湘籍侨商褚远征为了
圆株洲人苦苦追寻的“世界名
车”梦，他在当地购置了 $&& 余
亩商业土地，并规划和组建一个
与国际名车相关的项目，希望借
此获得当地百姓的支持，发展企
业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侨商在经营
企业时，除了凝聚力量对外树立
企业形象外，他们也同样注重内
部凝聚力的建设。

侨商马静在公司开创德育修
学班，她把中华文化经典的章
句，融汇在企业文化中，还把内
容制作成精美版面，布置在厂区
车间，使员工都能举头受感悟，

埋头干
工作。此
外，马静还每
周召开一次例
会，与基层员工促
膝谈心，解决实际问题，
使企业成为员工的家。

从起初的细分市场、准
确定位，到发展时的理性思
考及转型改革，再到企业文化凝
聚力的建设，侨商从“小”智慧处
着手，探索更加成熟的商业模式，
并且尊重员工的权益，赢得员工
的信任。

"&$"年在北京发布的《中国
侨资企业发展年度报告 "&$&'

"#((》指出，侨资企业近年强力回
升，起到了比往年更大、更重要的
作用。后经济危机时期，侨商转向
国内市场时，“小”智慧也会成为
侨商自身的经营优势，而这也将
成为侨商企业的重要资本。

题图：儿童在侨商马文军回

国参与创办的儿童早期教育机构

内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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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惠灵顿新华人联谊会会长宋琦一直有个困扰，
出生于新西兰的两个儿子各科优秀，中文成绩则不如人
意。“我在家里逼着孩子必须说中文，每个星期去中文
学校补习，但不见效果。”宋琦告诉中新社记者。

类似这样的问题，正在西安参加“华裔青少年中国
寻根之旅武术冬令营”的孩子们大多遭遇过。

海外华人家长对待教育子女方面有着共同的心理，
希望孩子留住中国文化的根。一方面是来自父母的殷殷
期许，一方面是中西方文化的撞击，由此产生对自身身
份认同的困惑。越来越多的华裔子弟“被中文”现象恰
印证了这一点。

作为印度尼西亚的第三代移民，印尼雅加达卫理学
校校长吴逸苹致力于中文教育十余载，她说，吴家四代
人的中文教育仿佛一部小小的华人史：祖父母这一代，
心怀祖籍国；父母这一代对中国的感情已有分别，但仍
然认同自己的华人身份；自己这一代还能讲中文，却对
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兴趣；到孩子这一代，中文已难以为
继。

在吴逸苹供职的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每个年级
均开设有中文课，听、说、读、写俱全，并记入总成绩。
她最引以为荣的是，"&(&年，该校有学生在中国“汉语
桥”大赛获个人二等奖；"&&)年至今，该校毕业生前往
中国内地留学达 (&*，涉及工程、贸易、电子、中医等
领域。

当“黄皮白心”、“夹缝中的人”、“中文盲”、“边缘化”此

类字眼频繁见诸于媒体的同时，也有专家欣喜地指出，“有
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华人，有华侨华人的地方就有中文教
育”。

围绕“增进海外华裔青少年对祖 （籍） 国的了解和
感情”这个宏大命题，中国官方保持着“未雨绸缪”的
清醒认识，自 (+++年起，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联合地
方侨办组织开展“中国寻根之旅”活动，成为国侨办主
打的华文教育品牌活动。受到广大海外华裔青少年、家
长和老师们的欢迎，十余年来，数十万华裔青少年踊跃
参与。

"&岁的新西兰大学生林嘉乐是“寻根之旅”的受惠
者，他坦言，对于大多数华裔子弟而言，学中文是非常
困难的，特别是书写方面。“"&&,年，我首次在海南参
加寻根之旅，! 个星期以后，可以讲整个的造句。现在
已经能读中文版的《三国演义》。”

从这个角度说，陪伴他一起来中国的母亲很欣慰。庆
幸儿子在像海绵一样最能吸水的年龄，通过对祖籍国的零
距离接触，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有业内人士指出，许多华裔子弟就是通过亲身的感
受，真正明白了自己的“根”，对祖籍国有了立体式的认
识。

在这个思路框架下，中国国务院侨办通过编写发行
中文教材、开展师资培训以及举办丰富多彩的华裔青少
年夏（冬）令营等，帮助海外侨胞尤其是华裔青少年学
习和了解中华文化，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前景可期。

华裔新生代频现“被中文”
中新社记者 冽 玮

年关将至，身处海外的华侨华
人也刮起了一股“新年风”，各地华
侨华人正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中
国农历新年的期盼，热情不断升温。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

旧符”，宋朝诗人王安石的诗作中所
描述的红红火火的新景象，同样出
现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据报道，
马来西亚晋汉省书艺协会将于农历
新年前夕进行春联售卖活动。

春联寄托了古代中国人求神灭
祸，祈求吉祥的美好愿望。马来西
亚华人的春联售卖，其宗旨在于传
承这一华人民间传统习俗。浓浓的
年味，就这样透过火红的春联散发
了出来。

在年关临近的马来西亚，红火
的不只是春联，还有大大小小春节
饰品。马来西亚一家百货公司为迎
接农历新年，推出了大大小小的 -

版财神爷公仔及各种招财猫。这些
饰品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

百货公司的经营者称：“金闪
闪的大元宝代表大吉大利，大大小
小 -版的财神爷代表财源广进，金
光灿烂的 - 版招财猫代表招财进
宝。”看来，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来
说，农历新年作为一年中最重要的
节日，一定是要有热热闹闹、红红
火火的气氛，华人们也都愿意为此
花心思为家居布置一番。

除了把自己家的里里外外装饰
出春节的味道，海外华人对新年的
饭菜也同样讲究。

马来西亚马六甲华堂妇女组于
上个月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年菜
比赛。主办方希望能够借此推广传
统华人年菜，达到传承中华饮食文
化的目的。在参赛的“大厨”们看
来，这些盘中美食都是珍贵的文化
遗产，而食物也不单是为了填饱肚
子，更体现了一种文化的传统。

不仅同处亚洲的马来西亚华人
正热心于春节的准备，大洋彼岸的

加拿大华人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新年
热情。据加拿大 《明报》 报道，加
拿大邮务公司 ) 日发行了第二系列
中国农历年生肖邮票中的第五
套———蛇年邮票。

蛇年邮票一发行便受到了加拿
大华人的热烈追捧。排队购买邮票
的李女士表示，她每年都购买生肖
邮票，因为这是中国文化的象征。
华裔书法家谭超常还为蛇年邮票写
下“蛇年迎春”、“蛇年吉祥”等吉
祥语。

身处异乡的海外华人，很多人
都因国内外的工作时间的差异，无
法到中国过年，但这一情况在今年
的美国洛杉矶却出现了不同以往的
变化。

据美国《侨报》 报道，"&(! 年
农历春节来临之际，洛杉矶地区不
少华裔人士纷纷准备回亚洲地区过

年 。 华 裔 的
“回国潮”也直
接带动了洛杉
矶往返亚洲机
票的价格。洛
杉矶旅行社从事机票代理的工作人
员称，今年美国华人如果专程回国
过年，往返程的机票不仅贵，也非
常紧张。但是不管机票价格多高，
都挡不住美国华人回乡的步伐。

不论是回国体验本土浓浓的年
味，还是以各种方式在当地为新年
做准备，海外华人对农历新年的热
情都在逐步升温。而中华传统文化
作为海内外华人的纽带，越来越有
吸引力和凝聚力。

海外华人
新年热情渐升温

雷 蕾

图!"马来西亚百

货公司热销的 -版财

神公仔。

图#"马来西亚马

六甲华堂妇女组年菜

比赛现场。

图$"马来西亚晋

汉省书艺协会售卖的五副春联。

图%"一名刚买到加拿大蛇年邮票的华人女性高兴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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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社电（记者杨青）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
道，美国经济复苏脚步缓慢，不少企业依然“度小
年”，部分华资公司员工的红包，也有“一顿饭”、
“一张购物卡”、“一张咖啡券”、“两只鸡鸭”的待
遇。

圣盖博一家华资大型超市资深经理说，南加州不
少华资超市员工“几乎个个得祝福、人人有红包”，但
内容多少，“绝对不可能有像别家收益好的商家那样，
按薪资一二个月计算”，红包传达的好意，大大胜过里
面装了多少钱。

华资超市主管表示，近年经济不景气，不少民众
退居生活基本线，超市长年人头汹涌，但不少民众
“来的次数多，购买数量少”，加上竞争激烈，所以不
少超市“有人流没钱流”，老板收入不丰，红包也只能
量入为出。

不过，红包虽小，却代表了一分感谢与祝福。在
千橡树药厂工作的一位华裔表示，他在公司十多年，
从来没有拿过红包，“华人公司老板给红包，已经很
有人情味了”。

美华商给员工发红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