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
召开全省海外侨情报告会

据中新社 !月 "#日电（黄爱华） !月 "!日，广
东省侨办召开 "#!"年度海外侨情报告会，省侨办机
关、下属事业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广州市侨办有关人
员出席会议，并交流侨情。

赴德英荷春节慰侨出访团、赴韩日促进对外经贸
合作出访团、赴巴阿委侨务政策宣讲团等 !$ 个出访
团组作了侨情报告，介绍了赴海外出访调研的情况，
分享了海外侨情的变化，总结了出访收获，并结合工
作实际谈了工作启发及思路。

报告会指出，开展海外侨情调研是了解侨情新变
化、更好地为侨服务的手段。希望日后的侨情调研更
加深入，总结梳理更加深刻，回应诉求更加落实，使
新时期海外侨情调研工作取得新成效。

日本
中国企业联合会年会举行

据中新社 !月 ""日电（丛中笑） !月 "!日，西
日本中国企业联合会年会在大阪举行，几十家西日本
地区的中国企业负责人参加了年会。

年会指出，去年是中日关系严峻的一年，西日本
地区的中国企业团结协作，为中日经济交流作出了贡
献；今后希望这个联合会扩大规模，多招收新的会
员，共同前进。同时，会议也希望在日本的华文媒体
能从正面给这些在日本的中国企业以鼓励和正能量。

荷兰
中国使馆举办春节团拜会

据中新社 !月 "#日电（张亮） !月 ""日，中国
驻荷兰使馆举办华侨华人、国际职员、中资机构、留
学生春节招待会。活动中，各界来宾一展歌喉，通过
歌声来表达他们对祖国及家乡人民的眷念，将活动推
向高潮。

此次使馆春节招待会盛况空前，出席人员来自于
驻荷国际组织、华侨华人社团、华文媒体、经济贸
易、学生学者等多个群体和界别，涵盖了荷兰众多行
业及领域。近 %##名各界来宾共庆新春，畅叙友谊，
祈福中荷关系在新的一年继续健康发展，共同祝愿祖
（籍）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日前，北京华商会在北京召开了“凝聚华商创新北京———北京华商会 "#!$年会”，中国
侨联副主席、北京市侨联主席、北京华商会名誉会长李昭玲以及华商会员和嘉宾 $##余人出
席。北京华商会会长李辙表示，"#!$年北京华商会将加强民间外交活动的开展。

据了解，北京华商会以侨为桥，积极开展民间外交活动。目前，华商会已经成功邀请了
加拿大、美国、意大利、法国等国的几十位市长访问北京，促进了中外交流和了解。

李辙表示，"#!$年，华商会将更努力、更积极地为每一位会员做好服务工作，增强会
员间的凝聚力，努力建设好所有会员的“华商之家”。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华商会员和华商企业员工在年会上自编自演了文艺节目，
会场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氛。图为年会现场。 本报记者 聂传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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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珍贵的史料聚回到华夏大地 。”
近年来，为守护珍贵的历史记忆，海外华
人以强烈的使命感，加入到搜集、整理和
捐赠近代史料的队伍中来。

华人热心史料捐赠

说起近代史料捐赠，不得不提到美国
华人收藏协会秘书长招思虹的名字。招思
虹 !&'' 年移居美国旧金山之后，就一直
致力于中国近代史料文物的搜集、整理和
研究工作，而她捐赠史料的次数之多，恐
怕连她本人都记不清了。

"#!" 年 !! 月，她为福州市博物馆送
来重宝，包括 !&"( 年孙中山生前最后一
次演讲的原版唱片、“闽变”后在福州颁
布的 《人民权利宣言浅释》 和 《革命之
声》等珍贵资料。据悉，招思虹及其团队
已向国家博物馆、武汉辛亥革命纪念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机构捐献史料
多达 $###余件。

而热心近代史料捐赠者绝非只有招思
虹一人。去年 !! 月，美籍华人陈灿培及
夫人向国家图书馆捐赠了大量的原始图片
资料。其中，数千张记录二战日军在华暴
行的相片首次披露。

同年 &月，美籍华人鲁照宁也为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抗日
战争时期的地图、画报等共计 )! 件。迄
今为止，他公开捐赠的史料数目已近 %##

件，有力地揭露了日军南京大屠杀所犯下
的滔天罪行。

血浓于水的家国情

沉重而屈辱的历史不该被人淡忘。
“虽然我早已移居外国，但我身体还流着
中国人的血。”陈灿培曾说过，每当提及
那段曲折而黑暗的历史，他都感觉到无比

地心痛，这也为他搜集史料提供了不竭动
力。早在 !&'# 年，原籍南京的美籍华人
鲁照宁就已迁居纽约，可半个世纪前的风
雨南京城仍在他心中挥之不去。鲁照宁踏
上了侵华历史物料搜集的道路。为了一两
张图片，有时他要数次往来于中国和美国
之间，有时也要搜遍古旧货网站的各个角
落并和卖家耐心沟通。

华人梁后宙早年远赴新加坡谋生。在
抗日战争中，他一家男女老幼 $% 人被日
军杀害。梁后宙的后人将精心保存的历史
证据捐献出来，这起惨绝人寰的事件也重
新被人们记起。

此外，海外华人的民族自豪感也起到
了重要作用。"#!!年 $月，檀香山华人社
团的 $# 多名代表在“辛亥百年”新闻发
布会上公开展示了辛亥革命时期大量珍贵
史料。与会代表们对孙中山在夏威夷萌发
革命思想、成立兴中会的历史颇感自豪。
“夏威夷很多华侨曾帮助和支持过孙中山
先生的革命活动”，他们希望更多的人能
够追寻他的足迹，继承他的遗志。

中国才是最好归宿

在近代中国纷乱的战火中，诸多的报
纸、照片、手稿等档案难以得到妥善保存。
很多外国人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撰写的新
闻大多也被带了出去。时间一长，这些史
料像碎片一样流散在全球各个角落，难寻
踪迹。

有良知的海外中国人不惜耗费时间和
金钱，大海捞针似的搜集这些历史片段，
其难度可想而知。他们以此为己任，不仅
是出于史料研究和收藏价值的考量，更是
为了追索和复原史料背后那一个个鲜活的
历史故事。

招思虹发自肺腑地感慨道：“一定要
让这些珍贵文献回到中国，这才是它们最
好的归宿。”她深知，如果没人挽救这些
史料，那它们终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而
烟消云散。即便不会散佚，这些史料在国
外或不受重视，或面临被人恶意销毁的危
险。

只有回到国内，史料才能得以保全。
曾经有日本商人要出重金购买招思虹即将
捐赠的物品，但被招思虹断然拒绝。

海外华人捐赠的近代史料档案弥足珍
贵，它见证了中国曾经经历的沧桑过往，
也印刻着中华文明曲折演进的轨迹。海外
华人不懈努力，为的是守护中华民族那段
不容湮灭的历史记忆。

近代史料捐赠：

守护华人的家 国 情 怀
孙少锋 崔亦谦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年关
将至，新加坡一些中餐馆人力吃紧。
为保证服务和食物的质量，他们增设
了“外卖团圆饭”业务，希望借此减少
顾客流失并开拓销售新渠道。

“用工荒”催生“外卖热”

在很多海外华人看来，与亲友一
起在除夕夜到餐馆吃团圆饭，的确是
一个诱人的选择。而中餐馆的老板们
面对源源不断的客流，也会喜笑颜
开。但是，海外华人的中餐馆却颇感
力不从心。

在新加坡长期从事餐饮业的李
先生坦言，新年一般是他最繁忙、最
需人手的时候，但由于正式员工大多
不愿在春节时工作，临时员工的水平
又往往不能达到要求。因此，他的餐
馆新年时人手短缺的情况非常严重。

华人中餐饮的“用工荒”不仅仅
出现在新加坡。据西班牙《欧洲时报》
的报道，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的中
餐业在临近新年时也会出现同样的
情况。

为了在繁忙的春节里兼顾食物
和服务的质量，一些新加坡餐馆比往
常少接了 !#*至 $#*的订单。与此同
时，经营者将向顾客提供“外卖团圆
饭”服务，为年夜饭销售开拓新渠道。

事实上，中餐外卖早已深入西班
牙和美国，西班牙各种电视广告频现
中餐外卖的画面便是明证。而“外卖
团圆饭”的加入，又将中餐外卖市场
向前推进了一步。

新型年夜饭广受欢迎

新加坡外卖团圆饭一经推出，便
受到了广泛欢迎。姑苏餐饮协会的萧
先生认为，外卖团圆饭在人手短缺的
中餐馆盛行，能够防止顾客的流失，
也让更多人足不出户便吃到专业大
厨的新年菜肴。

对于海外中餐馆来说，外卖的销
售方式扩大了餐馆的发展商机。

由于各家餐馆可以通过发放外
卖广告单的方法扩大影响力，使得郊

区的居民也可以成为远在市中心的
餐厅的客源。外卖团圆饭已经在无形
中扩展了中餐馆的经营道路，其中当
地西班牙人已经成为了新顾客的主
力。

西班牙一位中餐馆老板称，外卖
销售极大地扩展了他的客源，现已成
为了餐饮收益的重要来源。这在西班
牙持续低迷的经济环境下是非常少
见的。他同时也对外卖团圆饭的前景
表示乐观。

对不少消费者来说，外卖团圆饭
也使他们多了一种年夜饭的选择。

移居海外的谭女士坦言，团圆饭
在家里吃才比较温馨，但很多年轻家
庭都因没有煮饭的习惯而选择外食，
外卖团圆饭这样的形式的确是上上
之选；另外，外卖团圆饭还能减轻家
庭主妇的负担，这对主妇们来说未尝

不是一件好事。

团圆饭推动春节文化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似乎在春
节这个传统佳节里更加显得入情入
理，而除夕晚上那顿团圆饭更是不同
寻常。一家人围坐在热腾腾的饭桌
旁，就是透着那么一股喜庆热闹劲
儿，这可是中国民间新年习俗中标志
性的活动啦。

一顿看似简单的团圆饭，蕴含着
丰富的文化内涵。据纽约每日新闻报
道，华人作家兼烹饪老师关戴安近日
编撰了一本《中式外卖食谱》，推广中
式美食。在她看来，中餐不仅仅是她
永久的美食情缘，更充满着历史和乡
愁的意味。

随着中华文化和春节影响力的
扩大，在除夕或新年时吃团圆饭，不
仅是华人的传统项目，也大受当地人
的青睐。各地的中餐馆，都接到了不
少当地人的团圆饭订单。

团圆饭浸润着传统文化的年味，
外卖的形式无疑会成为它走上更多
家庭餐桌的助推器。农历新春佳节来
临，届时，外卖团圆饭将会刮起阵阵
中国风。

“外卖团圆饭”

新年中国风
雷 蕾

国 际 侨 讯

在中国，高考被视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由于升学压力巨大，中国学生孜孜不倦的学习态
度叫人可敬又可畏。而在国外，华人的升学压力
又是如何？

据日本《中国文报》报道，每年日本考学季，
都牵动着社会的神经。

高三一年，不再参加任何俱乐部活动；根据
学习范围，选择今天去学校还是去私塾；!" 月
起，不再需要每天都去学校，可以自己安排复习
时间……这是一名高三日本华人的考学复习之
路。

在日本，升学的压力日益增加，"#!" 年日本
首都圈私立中学报考率已经达到 !+*。许多华人
望子成龙，不得不参与到孩子们的考学竞争中去。

挑选学校、实地参观、营养饮食……处处需
要父母操心。华人小魏参加考学当日，父母早早
为他准备好美味的炸猪排饭。在日语中，“猪排”
和“胜”发音相近，故以此作为考学的“安心良
药”。小魏父母算了一笔“升学账”：上学习塾、
请家教，每月花费近 "#万日元；一所学校的报名
费是 " 万日元；考入私立中学后，一年学费是
!## 万日元……小魏父母明显感到，求学之路和

家庭经济实力有密切联系。
在美国，大学录取的条件越来越复杂。学习

成绩、社会活动、申请短文、推荐信……一切都
是为考察一名学生的综合能力。美籍华人中，有
名校情结的学生比比皆是，上名校如“爬藤”，进
入“常青藤”学校的学生都有“十八般武艺”。

每天按时练习钢琴、加入学校的“领袖培训”
计划、参加学生辩论队，即使春假和暑假到来，
也没有时间松一口气，因为还要上“学分班”，选
修学分值为 % 分的大学预科课程……这是美国一
华人高中生的日常生活状况。

即使在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华人学生的负担
也并未减少。从 "#!" 年秋季入读温哥华两所大
学———,-.、/0, 的高中直升大学录取平均分数

来看，取得 1（'+*）成绩的学生，也未必就能顺
利入学。而在多伦多大学一些很“牛”的专业，
甚至要考上 &#分再加面试才可以入读。

华人考学压力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华人
学生名校情结所导致。他们的父母大多是上世纪
'#年代末、&#年代初赴日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这
些父母多受过高等教育，对子女的期望较高。而
名校门槛相对普通学校更高，竞争压力更大。另
一方面，这是融入主流社会的欲望所需。在国外
多年，一些华人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由于
成年后才定居他国，在生活、思想、习俗上却不
能完全融入主流群体，故热切希望出生于当地的
下一代通过高学历完成他们未竟的梦想。

上图为美国升学考试现场。（资料图片）

北京华商会

促进民间外交

招思虹（左二）向观众介

绍她所捐赠的近代史料

鲁照宁（左一）在捐赠仪式上展示其

捐赠的抗日时期地图

美国
华媒推介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据中新社 ! 月 "# 日电 （高睿） 美国第 $" 届华
人工商大展 !& 日至 "# 日在波莫纳会展中心隆重登
场。由中国国务院侨办、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美
国 《侨报》协办的“文化中国·四海同春”宣传活动
在大展中吸引了众多华人的关注与青睐。

据悉，自 "##&年国务院侨办打造出“文化中国·
四海同春”的文化品牌以来，每年都选派一些具有影
响力的国家级演员和高水平的艺术团体前往五大洲巡
回演出，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华文化，向全球华人送上
节日的问候。这一活动在洛杉矶已经连续举办了 (

届，成为南加华人新春期盼的文化盛事。
图为“文化中国·四海同春”美国宣传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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