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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曾经是海外华人的主要聚集
地，被视为海外华人的象征。但是最近，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城郊出现了
华人小社区，而市区的唐人街却风光不
再。

华人地位提升 逐步融入主流

近年来有一种说法，唐人街没落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的。因为唐人街确
实不像以前那么红火了，有些唐人街的店
铺更是因为“门前冷落鞍马稀”而关张歇
业，而这十几年住在唐人街的华人比例继
续呈现减少之势。

以美国为例，唐人街“没落”的同
时，主要大都会的近郊区，二三十年来兴
起了一大批华人聚居卫星城，这些新兴卫
星城更具规模，也更繁华热闹。比如在加
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的一个区，过去
!" 年亚裔人口从 #"$上升到 #%$，在纽
约法拉盛，亚裔人口从 !%&"年时的 &$上
升到现在 '"$左右，在这些地区，华人已
经成为足以影响当地选情的主要少数族裔
之一，因此更多的华人开始融入普通的美
国社区，呈现分散居住的特点。

其实这种趋势并非代表海外华人的衰
落，恰恰相反，这正是华人在海外不断获
得社会认可、不断融入主流社会的表现，

是华人在海外主流社会地位提高的折射。
几十年来，西方的社会公平和反种族

歧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华人
移民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从当年主要是受
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工，变成了以高学历、
高技能的移民为主。新一代移民社会地位
较高，经济状况较好，并不断拓展自己的
社交圈以及在住在国的生存空间和话语
权，当然也就不会再住在唐人街里，而选
择住在环境较好、房价较高的社区。

身份认同危机 “排华”情绪滋生

但是，凡事过犹不及。积极融入住在
国主流社会本是好事，但是少数海外华人
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据西班牙《欧华报》报道，有不少华
人反映，在他们的身边有一些华人对中国
的社会现状和旅西华人的生活动态漠不关
心。还有些华人认为吃中餐不高级，彻底
改吃西餐，还以自己有多少西班牙朋友为
傲。另外，还有不少华人老板和白领，讨
厌中国人，认为只有为西班牙人服务和在
西班牙公司工作才算体面。

来自浙江的林先生开了一家服装批发
公司，他所有的顾客都是西班牙人，因为
他从来不欢迎华人。他非常自豪地说和西
班牙人做生意、打交道，让他觉得非常舒
服、体面。为了让家人更快地融入西班牙
社会，他很少去中国货行买东西或者参加
华人亲朋的聚会。在家里，他与孩子和妻
子都用西语交流，基本上不吃中餐，吃饭
全部用刀叉。

其实，这种身份认同危机主要是因为
一个人从原来的身份改变成另外一个身份
时，对自身认识产生的迷茫和混乱，在经过
内心的纠结之后，他会特别强调和认同自
己的新身份，所以，可能做出比平常表达要

过激很多的行为。一些华侨在中国时默默
无闻，名不见经传，但来到海外后却当了老
板，成了企业家，在这些人的心中就存在着
怕被人瞧不起的焦虑。因此，他们就把自己
想象为一个成功的“外国人”，然后鄙视和
排挤所有的中国人，鄙视“曾经的自己”。

发挥自身优势 不必妄自菲薄

其实，这样的身份认同缺失大可不
必。近年来，海外华人所取得的成就以及
对住在国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

据法国 《欧洲时报》 报道，在法国，
当其他族裔的移民还在社会中下层“徘
徊”时，华人已悄然进入中上层社会。
《在法国的中国人》 ( )* +,-./ !

0*1-23 一书的作者 4-5,*16 7/1*,* 给中国
文化贴上的“标签”是辛勤、用功，而他
也将其归纳为华人在法国成功的原因之
一。他说：“千年来，中国精英是通过一
个所有人都能参与的全国考试机制选拔出
来的，该机制能使最贫困者走向社会的顶
端。因此，即使华人离开了中国，父母也
仍要求子女在学校用功读书。”

4-5,*16 7/1*,* 认为在法华人成功还
有赖于中国的经济腾飞。“如果中国没有
经历飞速发展，那么在法华人不可能取得
如此成就。中国日益强大为华人提供了无
数机遇。”

外国友人对华人的评价尚且客观公
正，我们自己又何需妄自菲薄？

其实海外华人应该在不断融入住在国
主流社会的同时“不忘本，不忘根”，在
不断为住在国社会做出新的贡献的同时互
相扶持互相帮助，在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的
同时积极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只有这
样，才能为自己，也为中国赢得更多的尊
重和认同。

土豆、洋葱、胡萝卜、生菜———这
些大概是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饭桌
上最常见的蔬菜。几年前，倘若带着一
个中国胃来到海外，很抱歉，你只能跟
曾经朝夕相伴的韭菜、茴香、白菜和芥
兰等中国蔬菜“2*8 9::6;8/”了。不过
现在，越来越多的华人菜农看到了中国
蔬菜的巨大商机，在他们的努力下，中
国蔬菜越来越火，逐渐走入了海外的千
家万户。

中国蔬菜很“时髦”

“种菜很辛苦，白天要在菜地里收
菜、干农活，晚上要把收下的菜装车，
早上 < 点以前要将菜运送到批发市场。
而且一周 & 天都要按时供应蔬菜，常年
没有休息。” 澳大利亚华人菜农钟荣这
样介绍他的工作生活。

但是仍然有很多华人涌入这一行业，
据统计，仅在 =""> 年时，悉尼就有 =>"

个华人蔬菜农场，上千名华人菜农；马
来西亚菜农有 %"$是华裔；而在美国南
加州，中国蔬菜已供应当地很多超市。

对此，钟荣坦言，“物以稀为贵”，海外
的中国蔬菜利润较高，蕴藏商机，而华人
的勤劳使他们成为这个行业的主力。

据悉，美国得克萨斯州超市里的韭
菜每磅达到 # 至 < 美元，但即使价格很
高，当地的华人仍然无法抵抗中国蔬菜
的诱惑。与此同时，中国蔬菜的香味也

飘到了当地人的餐桌上。
美国蒙特利公园市拉夫斯超市管理

员尼兹说，经常有非亚裔顾客询问他这
些中国蔬菜该怎么吃，“中国蔬菜确实很
时髦”。据报道，西班牙人也逐渐成为中
国蔬菜的常客。

巨大商机吸引投资

一位旅西菜农介绍说，西班牙蔬菜
的通常利润都在 >"$以上，而一些中国
蔬菜，如小油菜、韭菜等利润则更高。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餐馆、百元店等
曾经在华人中十分流行的行业，都基本
饱和且竞争激烈，现加上金融危机后很
多华人的生意受到影响。这些都让更多
的人把目光投向了这个华人曾很少涉猎
又有发展潜力的行业。

种菜业对于西班牙华人来说还是朝
阳产业，但对于澳大利亚华人并不新鲜，
据悉，澳大利亚华人种植蔬菜已有 !""

年以上的历史。但近几年，这一行业又
有扩大的趋势，吸引了更多的投资。

分析指出，海外华人蔬菜种植业的
扩大，其原因首先在于中国移民数量的
不断增加，他们的蔬菜消耗量很大。其
次，中式烹饪对世界的影响不容小觑。
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喜欢上了中国蔬菜，
扩大了市场需求。另外，随着社会的发
展和人们健康饮食观念的转变，人们对
蔬菜的消费量也日益上升，胡萝卜、洋

葱、生菜显然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中国
蔬菜逐渐广受欢迎。

迎接挑战实现梦想

华人怀揣致富梦远赴异国他乡耕种，
但广袤的土地，既会蕴含无限的商机，
也可能暗藏风险。

近日，旧金山郊区的华裔菜农颇为
烦恼，城区的扩张使得郊区的土地价格
剧增，已从 !%%? 年的 # 万美元@英亩一

路飙升至 &万美元@英亩。高地价使得诸
多华裔菜农萌生了转行的想法。

城区的扩张并不是海外华人菜农面
临的唯一挑战。要种好菜，光有力气是不
行的，种菜也是一门技术活，特别是换了
环境和气候，要想种出原汁原味的中国蔬
菜，可谓难上加难。因此，华裔菜农还需要
改变传统的种植方法，引入高额的技术
投资。

另外，各国不同的食品监管方法也
各有差异，如美国市场上的蔬菜在进入
超市前不得有黄叶和泥沙。这些规定对
华裔菜农也是一种挑战。

尽管如此，目前仍有大量的中国人正
在用他们的勤劳与勇气逐渐走进蔬菜种
植业，也许用不了多久，华裔菜农种出的
中国蔬菜就像中餐馆一样遍及世界各地。

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的重镇
图森市有 "# 多万人口，华人不
到百分之一。他们人数虽少，却
把中华文化表现得生动形象，让
当地民众喜爱有加。

华人在图森市定居已经有
!""多年的历史了。为了中华文
化的传承，图森的华裔在 !%>"

年就建立了中文学校并延续至
今。图森的老一辈华裔还买房产
建自己的文化活动场地，命名为
孔教堂。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
台湾和大陆来的华人为华裔社区
带来了更多的新气息，华裔社区
的发展也受到了其他族裔的关
注。在他们的要求下，在进入
=! 世纪时中文学校开设了以非
华裔学生成人为对象的中文班，
几年后又开设了双语班，为非华
裔家庭的子女学习中文了解中华
文化提供方便。

进入 =! 世纪，图森华人的
文化活动更是精彩纷呈。=""'

年，承载着老一辈华人心愿的祖
筍华人文化中心建成，使中文学
校有了永久的校址，华人有了固
定的活动场所。每年的新年庆祝
活动、春节庙会、亚洲美食节、
端午、中秋等节庆活动都在这里
举行，它们极大地提升了华人社
区的影响力。

=""? 年，图森的华人借用
一所中学的礼堂办起了自己的春节联欢会，引起图森市民
的热情关注，="!" 年图森的春节联欢会移到了当地最高
艺术殿堂———亚利桑那大学的世纪音乐厅举办。时任中国
驻洛杉矶领事馆总领事的张云先生认为，这台演出不仅质
量高，而且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堪称春节联欢会的“图
森模式”。

图森华人的其他活动也吸引了不少的美国民众。每周
四文化中心的老年人活动日，麻将桌旁就有不少的美国
人。中文学校非华裔学生呈上升趋势。今年 $月份亚利桑
那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中国文化周就有大量的当地民众参
与。

图森的华人不光请非华裔的团体加入自己的活动，也
走出去参加非华裔团体的活动。="!= 年，应当地的音乐
团体之邀，图森的华人古筝演奏家和图森华声合唱团参加
了他们的交响音乐会演出。每年 !"月中旬，图森市都会
举办长达 %天的多元文化节活动，中国文化当然是其中的
重头戏。图森市的华人会馆、华人文化中心、华人武术
队、太极队、民乐团、合唱团、华人餐馆等都会积极参
加，把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华文化带给图森的市民。

形式多样的交流，让当地民众了解了更多的中华文
化，也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地位，促进了中华文化更好地融
入主流文化。

书法作为一项中国传统艺术，
源远流长。它以其独特的美感，被誉
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
无声的乐，在笔法、结构、章法上，多
有可观之处。如今，在海外，众多华
人书法家以书法之美，向世界款款
展示中国艺术的博大精深。

在众多热爱书法的华人中，不
乏亲授书法技巧之人，他们通过教
导外国人撰写书法作品，将书法这
一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 月 => 日至 # 月 # 日，在日
华人书法家李银山在东京举办个人
书法作品展。这次所展出的 >" 幅
作品，均以不同的字体写成。

以教授书法作为纽带，促进中
日民间的文化交流，李银山在这条
路上越走越坚定。

自 !%%' 年，李银山在日本举
办首次个人作品展以来，他陆续在
爱知县开设 =" 余个书法教室，并
通过多所大学传播中国书法。

在李银山的学生中，有一些热爱书法的残疾人士。针对
这种情况，李银山专门设计了左手书法，使右手无法书写的
残疾人士圆了心中的书法梦。

李银山谦虚地表示，他来日本就是为了传播中国书法文
化，把书法之美传递到世界。

热爱书法的华人为数众多，他们当中不仅有教者导，也
有学习者，并且还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

据新加坡 《联合早报》 报道，新加坡华人周纯端践行
“活到老，学到老”的古训。在 '"岁那年，这位老人开始学
习中国画；?!岁的时候，她学起软笔书法，至今小有成效。
她在 >年前报读了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之后还继续研修两
年的荣誉班。

不论是教授者还是学习者，经过日积月累，都会对书法
产生独到的见解。书法所展现的气韵美，不仅仅体现在纸张
之上，也体现在人的气质上。书法能平静人的心态，展现中
国传统之美。

有马来西亚华人书法家表示，中华文化讲究根本，书法
作品中字体的粗细、线条、弹性都能给人不同的感官享受，
丰富的生活经历有助于升华创作层次。所谓字如其人，就说
明了这一点。

书法是一种观赏艺术，不仅赏心悦目，更能促进文化交
流。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缔结 #>周年，日本华侨
华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东京主办了“日本华侨华人艺术作
品展”，用包括书法在内的众多艺术作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
文化的独特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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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正在菜园工作的华裔菜农。

图为在日华人李银山倒书“和为贵”。
3月 6日晚，中国国务院侨办主

任李海峰、副主任谭天星在钓鱼台国

宾馆看望来京列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一

次会议的海外侨胞代表。此次应邀来

京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海外侨胞代表

来自全球24个国家共计39位。

张 勤摄

李海峰看望列席
政协会议的海外侨胞

图为美国旧金山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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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曾经是海外华人的主要聚集
地，被视为海外华人的象征。但是最近，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城郊出现了
华人小社区，而市区的唐人街却风光不
再。

华人地位提升 逐步融入主流

近年来有一种说法，唐人街没落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的。因为唐人街确
实不像以前那么红火了，有些唐人街的店
铺更是因为“门前冷落鞍马稀”而关张歇
业，而这十几年住在唐人街的华人比例继
续呈现减少之势。

以美国为例，唐人街“没落”的同
时，主要大都会的近郊区，二三十年来兴
起了一大批华人聚居卫星城，这些新兴卫
星城更具规模，也更繁华热闹。比如在加
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的一个区，过去
!" 年亚裔人口从 #"$上升到 #%$，在纽
约法拉盛，亚裔人口从 !%&"年时的 &$上
升到现在 '"$左右，在这些地区，华人已
经成为足以影响当地选情的主要少数族裔
之一，因此更多的华人开始融入普通的美
国社区，呈现分散居住的特点。

其实这种趋势并非代表海外华人的衰
落，恰恰相反，这正是华人在海外不断获
得社会认可、不断融入主流社会的表现，

是华人在海外主流社会地位提高的折射。
几十年来，西方的社会公平和反种族

歧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华人
移民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从当年主要是受
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工，变成了以高学历、
高技能的移民为主。新一代移民社会地位
较高，经济状况较好，并不断拓展自己的
社交圈以及在住在国的生存空间和话语
权，当然也就不会再住在唐人街里，而选
择住在环境较好、房价较高的社区。

身份认同危机 “排华”情绪滋生

但是，凡事过犹不及。积极融入住在
国主流社会本是好事，但是少数海外华人
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据西班牙《欧华报》报道，有不少华
人反映，在他们的身边有一些华人对中国
的社会现状和旅西华人的生活动态漠不关
心。还有些华人认为吃中餐不高级，彻底
改吃西餐，还以自己有多少西班牙朋友为
傲。另外，还有不少华人老板和白领，讨
厌中国人，认为只有为西班牙人服务和在
西班牙公司工作才算体面。

来自浙江的林先生开了一家服装批发
公司，他所有的顾客都是西班牙人，因为
他从来不欢迎华人。他非常自豪地说和西
班牙人做生意、打交道，让他觉得非常舒
服、体面。为了让家人更快地融入西班牙
社会，他很少去中国货行买东西或者参加
华人亲朋的聚会。在家里，他与孩子和妻
子都用西语交流，基本上不吃中餐，吃饭
全部用刀叉。

其实，这种身份认同危机主要是因为
一个人从原来的身份改变成另外一个身份
时，对自身认识产生的迷茫和混乱，在经过
内心的纠结之后，他会特别强调和认同自
己的新身份，所以，可能做出比平常表达要

过激很多的行为。一些华侨在中国时默默
无闻，名不见经传，但来到海外后却当了老
板，成了企业家，在这些人的心中就存在着
怕被人瞧不起的焦虑。因此，他们就把自己
想象为一个成功的“外国人”，然后鄙视和
排挤所有的中国人，鄙视“曾经的自己”。

发挥自身优势 不必妄自菲薄

其实，这样的身份认同缺失大可不
必。近年来，海外华人所取得的成就以及
对住在国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

据法国 《欧洲时报》 报道，在法国，
当其他族裔的移民还在社会中下层“徘
徊”时，华人已悄然进入中上层社会。
《在法国的中国人》 A )* +,-./ !

0*1-23 一书的作者 4-5,*16 7/1*,* 给中国
文化贴上的“标签”是辛勤、用功，而他
也将其归纳为华人在法国成功的原因之
一。他说：“千年来，中国精英是通过一
个所有人都能参与的全国考试机制选拔出
来的，该机制能使最贫困者走向社会的顶
端。因此，即使华人离开了中国，父母也
仍要求子女在学校用功读书。”

4-5,*16 7/1*,* 认为在法华人成功还
有赖于中国的经济腾飞。“如果中国没有
经历飞速发展，那么在法华人不可能取得
如此成就。中国日益强大为华人提供了无
数机遇。”

外国友人对华人的评价尚且客观公
正，我们自己又何需妄自菲薄？

其实海外华人应该在不断融入住在国
主流社会的同时“不忘本，不忘根”，在
不断为住在国社会做出新的贡献的同时互
相扶持互相帮助，在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的
同时积极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只有这
样，才能为自己，也为中国赢得更多的尊
重和认同。

唐人街曾经是海外华人的主要聚集
地，被视为海外华人的象征。但是最近，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城郊出现了
华人小社区，而市区的唐人街却风光不
再。

华人地位提升 逐步融入主流

近年来有一种说法，唐人街没落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的。因为唐人街确
实不像以前那么红火了，有些唐人街的店
铺更是因为“门前冷落鞍马稀”而关张歇
业，而这十几年住在唐人街的华人比例继
续呈现减少之势。

以美国为例，唐人街“没落”的同
时，主要大都会的近郊区，二三十年来兴
起了一大批华人聚居卫星城，这些新兴卫
星城更具规模，也更繁华热闹。比如在加
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的一个区，过去
!" 年亚裔人口从 #"$上升到 #%$，在纽
约法拉盛，亚裔人口从 !%&"年时的 &$上
升到现在 '"$左右，在这些地区，华人已
经成为足以影响当地选情的主要少数族裔
之一，因此更多的华人开始融入普通的美
国社区，呈现分散居住的特点。

其实这种趋势并非代表海外华人的衰
落，恰恰相反，这正是华人在海外不断获
得社会认可、不断融入主流社会的表现，

是华人在海外主流社会地位提高的折射。
几十年来，西方的社会公平和反种族

歧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华人
移民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从当年主要是受
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工，变成了以高学历、
高技能的移民为主。新一代移民社会地位
较高，经济状况较好，并不断拓展自己的
社交圈以及在住在国的生存空间和话语
权，当然也就不会再住在唐人街里，而选
择住在环境较好、房价较高的社区。

身份认同危机 “排华”情绪滋生

但是，凡事过犹不及。积极融入住在
国主流社会本是好事，但是少数海外华人
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据西班牙《欧华报》报道，有不少华
人反映，在他们的身边有一些华人对中国
的社会现状和旅西华人的生活动态漠不关
心。还有些华人认为吃中餐不高级，彻底
改吃西餐，还以自己有多少西班牙朋友为
傲。另外，还有不少华人老板和白领，讨
厌中国人，认为只有为西班牙人服务和在
西班牙公司工作才算体面。

来自浙江的林先生开了一家服装批发
公司，他所有的顾客都是西班牙人，因为
他从来不欢迎华人。他非常自豪地说和西
班牙人做生意、打交道，让他觉得非常舒
服、体面。为了让家人更快地融入西班牙
社会，他很少去中国货行买东西或者参加
华人亲朋的聚会。在家里，他与孩子和妻
子都用西语交流，基本上不吃中餐，吃饭
全部用刀叉。

其实，这种身份认同危机主要是因为
一个人从原来的身份改变成另外一个身份
时，对自身认识产生的迷茫和混乱，在经过
内心的纠结之后，他会特别强调和认同自
己的新身份，所以，可能做出比平常表达要

过激很多的行为。一些华侨在中国时默默
无闻，名不见经传，但来到海外后却当了老
板，成了企业家，在这些人的心中就存在着
怕被人瞧不起的焦虑。因此，他们就把自己
想象为一个成功的“外国人”，然后鄙视和
排挤所有的中国人，鄙视“曾经的自己”。

发挥自身优势 不必妄自菲薄

其实，这样的身份认同缺失大可不
必。近年来，海外华人所取得的成就以及
对住在国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

据法国 《欧洲时报》 报道，在法国，
当其他族裔的移民还在社会中下层“徘
徊”时，华人已悄然进入中上层社会。
《在法国的中国人》 A )* +,-./ !

0*1-23 一书的作者 4-5,*16 7/1*,* 给中国
文化贴上的“标签”是辛勤、用功，而他
也将其归纳为华人在法国成功的原因之
一。他说：“千年来，中国精英是通过一
个所有人都能参与的全国考试机制选拔出
来的，该机制能使最贫困者走向社会的顶
端。因此，即使华人离开了中国，父母也
仍要求子女在学校用功读书。”

4-5,*16 7/1*,* 认为在法华人成功还
有赖于中国的经济腾飞。“如果中国没有
经历飞速发展，那么在法华人不可能取得
如此成就。中国日益强大为华人提供了无
数机遇。”

外国友人对华人的评价尚且客观公
正，我们自己又何需妄自菲薄？

其实海外华人应该在不断融入住在国
主流社会的同时“不忘本，不忘根”，在
不断为住在国社会做出新的贡献的同时互
相扶持互相帮助，在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的
同时积极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只有这
样，才能为自己，也为中国赢得更多的尊
重和认同。

唐人街曾经是海外华人的主要聚集
地，被视为海外华人的象征。但是最近，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城郊出现了
华人小社区，而市区的唐人街却风光不
再。

华人地位提升 逐步融入主流

近年来有一种说法，唐人街没落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的。因为唐人街确
实不像以前那么红火了，有些唐人街的店
铺更是因为“门前冷落鞍马稀”而关张歇
业，而这十几年住在唐人街的华人比例继
续呈现减少之势。

以美国为例，唐人街“没落”的同
时，主要大都会的近郊区，二三十年来兴
起了一大批华人聚居卫星城，这些新兴卫
星城更具规模，也更繁华热闹。比如在加
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的一个区，过去
!" 年亚裔人口从 #"$上升到 #%$，在纽
约法拉盛，亚裔人口从 !%&"年时的 &$上
升到现在 '"$左右，在这些地区，华人已
经成为足以影响当地选情的主要少数族裔
之一，因此更多的华人开始融入普通的美
国社区，呈现分散居住的特点。

其实这种趋势并非代表海外华人的衰
落，恰恰相反，这正是华人在海外不断获
得社会认可、不断融入主流社会的表现，

是华人在海外主流社会地位提高的折射。
几十年来，西方的社会公平和反种族

歧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华人
移民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从当年主要是受
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工，变成了以高学历、
高技能的移民为主。新一代移民社会地位
较高，经济状况较好，并不断拓展自己的
社交圈以及在住在国的生存空间和话语
权，当然也就不会再住在唐人街里，而选
择住在环境较好、房价较高的社区。

身份认同危机 “排华”情绪滋生

但是，凡事过犹不及。积极融入住在
国主流社会本是好事，但是少数海外华人
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据西班牙《欧华报》报道，有不少华
人反映，在他们的身边有一些华人对中国
的社会现状和旅西华人的生活动态漠不关
心。还有些华人认为吃中餐不高级，彻底
改吃西餐，还以自己有多少西班牙朋友为
傲。另外，还有不少华人老板和白领，讨
厌中国人，认为只有为西班牙人服务和在
西班牙公司工作才算体面。

来自浙江的林先生开了一家服装批发
公司，他所有的顾客都是西班牙人，因为
他从来不欢迎华人。他非常自豪地说和西
班牙人做生意、打交道，让他觉得非常舒
服、体面。为了让家人更快地融入西班牙
社会，他很少去中国货行买东西或者参加
华人亲朋的聚会。在家里，他与孩子和妻
子都用西语交流，基本上不吃中餐，吃饭
全部用刀叉。

其实，这种身份认同危机主要是因为
一个人从原来的身份改变成另外一个身份
时，对自身认识产生的迷茫和混乱，在经过
内心的纠结之后，他会特别强调和认同自
己的新身份，所以，可能做出比平常表达要

过激很多的行为。一些华侨在中国时默默
无闻，名不见经传，但来到海外后却当了老
板，成了企业家，在这些人的心中就存在着
怕被人瞧不起的焦虑。因此，他们就把自己
想象为一个成功的“外国人”，然后鄙视和
排挤所有的中国人，鄙视“曾经的自己”。

发挥自身优势 不必妄自菲薄

其实，这样的身份认同缺失大可不
必。近年来，海外华人所取得的成就以及
对住在国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

据法国 《欧洲时报》 报道，在法国，
当其他族裔的移民还在社会中下层“徘
徊”时，华人已悄然进入中上层社会。
《在法国的中国人》 A )* +,-./ !

0*1-23 一书的作者 4-5,*16 7/1*,* 给中国
文化贴上的“标签”是辛勤、用功，而他
也将其归纳为华人在法国成功的原因之
一。他说：“千年来，中国精英是通过一
个所有人都能参与的全国考试机制选拔出
来的，该机制能使最贫困者走向社会的顶
端。因此，即使华人离开了中国，父母也
仍要求子女在学校用功读书。”

4-5,*16 7/1*,* 认为在法华人成功还
有赖于中国的经济腾飞。“如果中国没有
经历飞速发展，那么在法华人不可能取得
如此成就。中国日益强大为华人提供了无
数机遇。”

外国友人对华人的评价尚且客观公
正，我们自己又何需妄自菲薄？

其实海外华人应该在不断融入住在国
主流社会的同时“不忘本，不忘根”，在
不断为住在国社会做出新的贡献的同时互
相扶持互相帮助，在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的
同时积极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只有这
样，才能为自己，也为中国赢得更多的尊
重和认同。

多伦多唐人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