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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是崇高的职业，能为患者解决
病痛是神圣的。”当回想起一个病愈患者
每年寄给自己的感谢卡时，美籍华人医生
王正笑着说。

王正教授已在 !"# 圣弗兰西斯医学
中心辛苦耕耘了$%年。&'$&年，!"#卒中中
心成为美国第二家由认证委员会认证的综
合卒中中心。&'$(年，!"#创下急性缺血性
卒中病人)分钟紧急救治的纪录。

立志从医 一生无悔

王正 $*+& 年出生在青海西宁，父母
是新中国医学院校培养的第一代环境卫生
工作者。深受父母熏陶的他儿时便立志做
一名白衣战士。但是，$*%& 年随父母移
民美国后遭遇的语言和生存困境，使王正
来美学医的愿望变得渺茫。经历了低落和
抑郁，王正终于克服重重困难，考入密歇
根州立大学医学院。

在医学院学习时，王正被神经眼科考
夫曼教授独特的解读和幽默的言语折服，
选择投身神经内科行业。成功进入美国医
学界元老克拉克·密立根教授门下后，作
为其关门弟子的王正培养了自身严谨的工
作态度和对细节的观察能力。这些扎实的
临床基本功对王正的成长起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功成名就的王正并未忘记当年的艰

辛。如今的王教授十分重视对年轻医生的
培养。他坚持临床教学，教学方法深入浅
出，言传身教深受学生喜爱。为此，他已
经获得多项最佳教师奖，包括三届医学院
毕业生推选的金苹果奖。

专业选择 全面投入

卒中是美国首位致残性疾病，发病后
几分钟的耽误将造成近 $*' 万脑细胞死
亡。为了更好地治愈卒中，王正博士后毕
业便选择 !"# 这家地区性教学医院，并
为此辛勤耕耘 $%年。

在王正教授的带领下，如今的 !"#

集临床科研、教学、质检、预防为一体，
成为芝加哥最权威的卒中治疗中心。为了
加快救治速度，$**+ 年，王正带领团队
建成急性卒中诊治绿色通道。在美国绝大
多数医院还在讨论 ,-. 用于治疗缺血性
卒中的可行性时，王正已积极推进其临床
应用，并实现 ('/治愈出院率。&''' 年，
!"# 团队临床经验被刊登在美国卒中杂
志上，给了王正和其团队极大肯定。

最好的治疗在于协作。为了优化周边
医院诊治过程，$**0 年起，王正和他的

团队驱车数千英里，开展建立 !"# 卒中
网的工作。如今，!"# 卒中网已成为美
国最大的农村地区卒中网，覆盖伊利诺伊
州中部的每个县市。他们运用 (架急救直
升机及遥感医学，为急性卒中患者提供了
更大的生存机会。

精诚合作 回报祖国

&''+ 年，王正结识天坛医院院长王

拥军，被中国卒中诊治行业的发展所震
撼，报效祖国的责任感被深深唤起。自
此，王正加入天坛卒中团队，投身中国医
学，精诚合作 0年有余。

王正与美国大拉兹德州西南医学院神
经科重症室俞文贵教授等人一起在旧金山
成立美中神经科学和卒中促进会，并专门
设立天坛会青年医师奖，帮助中国优秀医
生到美临床一线进行培训。

近年来，王教授已为全国 1' 余篇论
文进行修改及英文编辑，并应邀担任第三
军医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神经内科的客座
教授。

除此之外，王正还兼任中国卫生部国
家脑卒中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国际专家委员
会执行主席，中国“十二五”金桥工程执
行委员会委员。

华人医生王正的妙手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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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婚”在华人圈子里并非新鲜事，
然而，速配的婚姻并非桩桩都有圆满的结
局。

近日一旅西华人就陷入了婚姻的“温
柔陷阱”，据西班牙欧浪网报道，这位华
人结婚仅一年多就遭遇“被离婚”，原来，
他真心疼爱的妻子竟然打从一开始就只为
谋财。曾经家庭美满的梦想瞬间化作泡
影，令其后悔莫及。为何华人“闪婚”
后，婚姻生活频频亮红灯？这背后不仅仅
是感情不和这么简单。

快餐爱情，识人有难度

对于一些在国外打拼的华人而言，虽
深知婚姻非儿戏，但由于整日忙于工作，
难以抽出时间打理私事，一不注意就过了
适婚年龄，遂只好通过速配“先结婚后恋
爱”。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不少单身
新移民在结束回国探亲返美后，不仅会大

包小包地带回家乡的土特产，还会出人意
料地领到一纸结婚证书。结婚速度之迅
猛，似乎全无恋爱的过程，因而被网友调
侃为“搬运婚姻”。

这些结束单身的“幸运儿”要么是在
长辈帮助下，通过相亲找到了门当户对的
对象，要么是在速配派对中与未来伴侣一
见钟情，或者是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结识
了情投意合的另一半：从恋爱到结婚的过
程虽有不同，但无一不是“快刀斩乱麻”。

速配的婚姻必然缺少足够的沟通和了
解，本来习性不同的俩人却硬是拧成一
股，难免给未来的婚姻生活埋下隐患。

原本沉浸在新婚喜悦中的法国华人
蔡先生，如今也如梦初醒。据媒体报道，
他是在一次聚会上对妻子一见钟情，与
其相处还不到两个月，便与对方登记结
婚了。

结果结婚还不到半年他就后悔了，
“我当时想，我们两个的背景都是很简单
的，用不着长时间的调查，还有那么多共

同的朋友，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可就没想
到性格不合。”两人争吵的时间比交谈的
时间还长，最终蔡先生提出了离婚。

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稳定的婚姻必须建立在两人互相了解认同
的基础上，快餐式婚恋的两人纵使彼此相
爱，但再热烈的爱情也难免被不合的争吵
消磨殆尽。

突来异乡，心理有落差

即使夫妻两人性格相符，婚后另一方
移居到国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也令华人
“闪婚族”吃尽了苦头。

在法国西部一所工程师学校任教的周
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曾和几
个法国女孩交往过，但最终都因为文化背
景不同而失败收场，所以最后他认准了国
内的女孩，并在朋友的介绍下匆匆与一名
北京高校的英语教师结为连理。

然而，虽然周教授与其妻子同为教师
又有着同样的“根”，但是妻子突然移民
到国外后无法很好融入当地生活，两人之
间的感情裂痕越来越大，两年的婚姻最终
走到了尽头。

甚至有华人小夫妻还没来得及生活在
一起，就被繁琐的家庭团聚申请“棒打鸳
鸯”。

据西班牙欧浪网报道，旅西华人小卢
与阿淑“闪婚”后，本来期盼能抱得佳人
归。但是因为屡次申请团聚未果，两人结
婚两年仍分居两国，最终阿淑不愿再苦苦
等待，向小卢提出了离婚。
“我千辛万苦地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

浪费了这么多钱，就是想带她出来，没想
到到头来，她却和我提出了离婚。”原本
在海外双宿双飞的美好期盼成为泡影，小
卢心中虽有百般不愿意，但也无能为力。

相对于国内的“闪婚族”而言，华人
一族另得考虑婚娶国内对象所到来的移居
问题。为此专家建议称，婚前夫妻双方应
早作准备，无论是物质上还是心理上，切
忌将国外想象成无忧无虑的伊甸园，心理
预期太高，难免会大失所望伤害彼此感
情。

利益纠葛，婚姻有陷阱

“闪婚”双方若情投意合，携手步入
婚姻的殿堂，自然是一桩美事。但是不乏
别有用心的人将婚姻当作领取国外公民身
份的捷径，并为此不惜欺骗感情，令人深
为不齿。

据媒体报道，美国华人李先生在返乡
探亲时结识了大学毕业不久的丁小姐。两
人结婚后，丁小姐顺利取得了美国公民身
份。结果结婚没多久，丁小姐就向法院提
出了离婚诉讼。

如今李先生不仅需要向丁小姐支付一
笔数目可观的赡养费，还得眼睁睁地看着取
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太太，为其国内的前男友
办理移民申请，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与其苦苦打拼赢取居留身份，不如与
华人“闪婚”来得快捷便利，这被不少人
视作圆海外梦的终南捷径。

甚至有人毫不讳言，将婚姻称为“实
现理想的一种手段”。上海的黄女士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就直言，“我的目标很明
确，就是找到一个日本人结婚，解决我的
身份问题，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

如此婚恋态度难免让人唏嘘。当然，
并非所有的“闪婚”都未能修成正果。速
度也可能带来高效，但毕竟只是少数。有
调查显示，“闪婚”的成功率偏低，仅
$'/至 $)/能维持一年以上的稳定婚姻。

婚姻是门艺术，必须精心耕耘，华人
“闪婚族”切勿一时冲动做错了选择，最
终落得“闪婚”又“闪离”。

漫画：闪婚 作者：王伟宾

中新社万宁电（记者张茜
翼）“兴隆发展得越来越国际
化，到我这里来吃饭的游客都
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南兴
隆华侨农场“莲姐山庄”迎来
了一个个慕名前来的游客团，
0' 岁的老归侨吴宝莲摘下草
帽，忙着招呼客人。

吴宝莲是海南万宁兴隆华
侨农场赫赫有名的“铁娘子”。
$& 岁时，她随父母从马来西
亚回国，扎根在兴隆华侨农
场。$*%% 年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后，莲姐在镇上开了家宾
馆。&'$' 年，海南建设国际
旅游岛，莲姐又看到了商机，
在当地的凤凰山脚下开了这间
名为“莲姐山庄”的农家乐。
“三年前，这 $'' 亩荒地

垃圾遍地，到处都是蚊虫，许
多想买地的老板看了摇头就
走。我觉得这个地方有山有
水，就可以办一个很好的农家
乐。”莲姐说。
“我就咬着牙自己干。推

车、搬砖我都做。”莲姐带着
两个工人来“垦荒”，把猪寮
改为餐厅，仓库变成包厢。后
来莲姐的女儿、女婿也陆续从
广州、印尼回家帮忙。
“归侨能吃苦啊！建场初

期，我们住茅草屋，走泥巴
路，开沟挖渠，修堤筑坝，垦
荒造田。如今兴隆发展好，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一
排排整齐的槟榔树和椰树，微风从鱼塘掠过，“莲姐
山庄”里环境清幽雅致。

与吴宝莲一样，回兴隆创业的印尼老归侨杜添江
也是七旬有余。&'$$ 年，他和老伴梁惠贞在镇上开
了家印尼风味餐厅。

这家面积约 &''平方米的印尼餐厅的装修风格十
分别致，到处点缀着木雕、油画等精致的手工艺制
品，印尼传统音乐声声响起，餐厅里充满了浓郁的东
南亚风情。
“店里的菜是爸妈从印尼带回来的手艺。”杜添江

的儿子杜炫告诉记者，餐厅开业以来，生意一直不
错。
“东南亚文化在兴隆已经扎根 +' 年了。”杜添江

说，兴隆有独特的饮食文化，很多小吃比如千层糕、
椰子酥、虾饼等都是归侨们从东南亚国家带回来的，
现在已成为兴隆特产。

近&'多年来，兴隆从边陲小镇渐渐“变身”成了著名
的旅游景区，兴隆华侨农场也已成为年产值过亿元人民
币、职工年均收入过万元的中国最大华侨农场之一，相
信它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归国华侨在此创业、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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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出了问题应及时就
医，心理有了危机更不能讳疾
忌医。由于环境的转变，生活
在海外的华人承受着更多的压
力，容易导致一些心理问题的
出现。然而，心理疾病却并没
有引起华人的足够重视。

华裔移民对心理疾病的讳
疾忌医并非空穴来风。美国洛
杉矶县心理卫生局的数据显
示，只有大约 &/的华裔会主
动寻求心理健康服务，与其他
族裔相比，这一比例真是低得
惊人：白人和非洲裔接受心理
治疗服务的比例均接近 &'/，
而接受心理治疗服务比例最高
的拉丁裔达到 1*/以上。

在患上心理疾病后，华人
的拖延时间也是出奇的长。美
国精神医学研究发现：华人到
精神科就医的平均拖延日数为
$'0% 天，远高于黑人的 0%*

天与白人的 (&1天。
华裔移民面对心理疾病为

何选择“硬撑”？
专家认为，这与华人的

“面子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在华人社区中，精神疾病已经
被“污名化”，许多华人认为
患心理疾病会让自己失去“面
子”，会让别人觉得自己是个
“弱者”或“失败者”。有些华
人甚至将心理问题视为莫大的
羞耻，不但使自己蒙羞，也会

使自己的家庭蒙羞。这种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妨碍华裔
心理疾病患者及时就医或寻求精神健康服务。

心理疾病的治疗尤其依赖语言的沟通，然而语言方面
的障碍也让出现心理危机的华人“知难而退”。他们不熟
悉英语，也难以获得寻求心理健康服务的必要信息，这极
大地影响了他们的治疗。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些华人认为心理问题根本无
需就医，因为心理问题根本算不上“疾病”。有的华人甚
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精神疾病。

不去就医只是“掩耳盗铃”，不但不能让心理危机自动
消失，反而会使小小的
心理问题酿成严重的精
神疾病。研究发现，当华
裔移民接受精神健康治
疗时，病情往往比其他
族裔的移民更为严重。
“面子”不能遮盖

问题，硬撑也不能解决
问题。心理医生认为，
华人对待心理疾病的观
念应多向西方人学习，
不断与时俱进；有压力
时应多向亲人、朋友倾
诉，在反常情绪和行为
出现时要及时向医生咨
询，以免贻误治疗时
机。

华人回国“闪婚”频亮红灯
孙少峰 苟瀚心

0 月 $1 日，来自老挝沙湾拿吉崇德学校的

华裔学生苏梦狄展示他在陶艺课上刚刚做好的一

条大嘴鱼。0 月 $' 日起，由国务院侨办、广西

壮族自治区侨办主办的 &'$( 年海外华裔青少年

“中国寻根之旅”美丽广西桂林夏令营2老挝、

匈牙利营在桂林开营，在为期 $' 天的夏令营时

间里，营员们将学习茶艺、京剧脸谱描绘、武

术、手工剪纸、泥塑手工、水印木刻等中国传统

文化课程。 欧惠兰摄

华裔青少年
快乐游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