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电（记者聂传清） ! 月 "# 日，"$#% 年“水立
方杯”海外华裔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赛新闻发布会在国家
游泳中心“水立方”举行。本次大赛由国务院侨办、北
京市人民政府、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共同主办。记者从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参加中文歌曲大赛的 &" 名选手已
经聚集北京，从 !月 ""日起，他们集中进行才艺培训，
并通过初赛、复赛和决赛的选拔后，最终在 '月 '日晚
与国内知名演员一起唱响北京“水立方”。

"$#% 年“水立方杯”海外华裔青少年中文歌曲大
赛是“水立方杯”大赛连续举办的第三届。今年大赛以
“相聚水立方，唱响中华情”为主题，旨在宣传广大侨

胞的中华情、奥运情，弘扬中华文化。今年，共有 #'

个国家的 ""家侨团承办海外选拔赛，近千名选手参赛，
&"名优胜者从中脱颖而出来京参赛。

北京市侨办副主任高云超代表大赛组委会通报了今
年大赛的前期筹备情况和在京赛事、晚会安排。他表
示，今年来京参加决赛的选手平均年龄 #(岁，其中男
选手 #&名，女选手 "'名。他表示，今年大赛新增了英
国、新西兰、南非等海外赛区，覆盖面更广，比赛规模
更大，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华侨华人的关注。

图为参加中文歌曲大赛的海外华裔青少年选手在发

布会上合影。 聂传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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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帆风顺，还是一波三折？
近年来，在中国市场显示出的巨大

商机和归侨内心深处的使命感的双重驱
使下，归侨纷纷扛起创业大旗，创建的
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但是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也使很多有
心创业的归侨望而却步，使很多正在创
业的归侨独木难支。归侨创业之路，并
非一帆风顺。

手续繁多，疲于应对

国家尽心尽力地促进归侨创业，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和引导归侨、侨
眷依法投资兴办产业，特别是兴办高新
技术企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支持，
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而且各地政府
也纷纷制定优惠政策，为他们自主创业、
为国服务搭建展示自我、寻找机会的平
台。

但是归侨在公司注册、审批等方面
缺乏指导与协助，对纷繁复杂的手续与
相关政策和国内办事规则缺乏了解，使
他们在创业之初疲于应对种类繁多的经
营许可证，忙得晕头转向，甚至心生悔
意。

行业选择，进退两难

专家指出，一个好的创业项目需要
在仔细分析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发现机会，
与市场的大环境符合，还要有充足的资
金和人力，以占据天时地利人和。

然而，归侨在行业选择上处于相对
弱势境地，在金融、电力、电信等领域
难以跨过投资门槛，在另一些领域又不
具备绝对优势，这种尴尬情况给不少雄
心勃勃的归侨浇了一盆冷水。有归侨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国务院早就颁布
了新‘%)条’，但是并没有详尽细致的配
套措施，留下的创业行业多是食之无肉、

弃之可惜的鸡肋。”而且企业在后期融资
和招聘人才上经常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

不同的文化层次与不同的创业选择
相结合是成功的重要保证，盲目创业往
往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有专家指出，
文化程度较高的归侨可以选择网络科技、
生物技术等科技含量高的行业。文化程
度相对较低的归侨则适合技术含量低、
周期短、见效快的小型创业模式，以最
大程度规避风险，求得成功。比如，旅
美博士后戴立忠回国后，结合自身所学
成功创建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但是
有很多归侨因没能与自身文化优势相结
合，盲目创业而导致失败。

家庭因素，后顾之忧

归侨子女的教育和家眷的生活也是
制约他们创业的重要因素。

目前，虽然多数地方政府在归侨子
女入学问题上采取市民待遇，甚至有不

同程度的入学优惠加分政策，一方面，
教育资源供需不匹配，许多归侨子女有
国外成长经历，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国
内的应试教育环境。另一方面，尽管有
相关的优惠政策，但是不少归侨不甚了
解，难以利用。

而且，其他家属是否得到妥善安置，
也是那些有心创业的归侨不得不考虑的
因素。

总之，创业路漫漫，辛酸常相伴。
不管是一路坦途，还是崎岖不平，心怀
中国梦的归侨们都该勇往直前，永不言
败。

移民或旅居海外的

华侨华人很快会发现，

从做生意到找工作，甚

至到管教自己的子女，

懂法则如鱼得水，不懂

法则寸步难行。

在生意场上、职场

上，如果不懂法，只靠

传统的人情办事，很有

可能“赔了夫人又折

兵”。近日，旅西华侨

叶先生打算从熟人龚先

生那里买下一家百元

店。叶先生与龚先生谈

好了转让费，并向龚先

生交了 "$$$ 欧元的定

金。不过，没多久叶先

生就发现龚先生转让的

这家百元店的生意并不

像预期的那么好。而且

附近又有一家百元店即

将开张，而龚先生并未

将此事告知叶先生。叶

先生考虑到这笔生意有

风险，希望龚先生能退

还 "$$$ 欧元的定金，

却被龚先生拒绝了。由

于只有口头承诺，没有

签订任何协议，叶先生

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不但如此，华侨华

人在衣、食、住、行任

何一方面都要绷紧“守法”这根弦。近日，在

纽约曼哈顿打工的小陈在晚上 ## 时下班后与

工友们坐地铁回家，他们匆匆赶到车站时，车

厢门正要关闭，车上几位华裔乘客好心地帮他

们撑住了车门，直到他们都上了车。谁知，这

一行为遭到了车上其他乘客的投诉，小陈与工

友们以及其他几位华裔乘客很快被警方带走。

没有法律武器的武装，漂泊海外的华侨华

人不但在受到侵害后无法有效保护自己，而且

自己有时甚至也会莫名其妙地陷入牢狱之灾。

立足海外，懂法在先，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

华侨华人的共识。

提高华侨华人的法律意识已经迫在眉睫。

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普法活动在

华人社区中展开。

! 月 #% 日，伦敦威斯敏斯特市政图书馆

和一家律师事务所联合启动了面向华人的“义

务普法系列活动———刑事案件直通车”，帮助

华人应对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负责主讲的

华人律师康清表示，在法庭上“不懂”和“不

知情”是得不到法官同情的，也不能作为为自

己辩护的理由。华人可能对移民法律略懂一

二，但对刑事法律或自己的法律权利则普遍不

太了解，而且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重要性。

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当中具有

相当大的普遍性。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只是

第一步，真正提高华侨华人群体的法律意识，

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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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侨创业路 尴尬常相伴
王艳磊

! 月 "$ 日是农历的六月十三，亦是中国木工匠
开山鼻祖鲁班的诞辰日。这个在中国本土都少有提及
的日子，却在距离北京 *$$$ 多公里外的印尼首都雅
加达被牢牢铭记。这一天，近千侨界华人集聚在鲁班
庙宇，参加拜祭活动。

由于早期来到印尼的广肇乡亲多从事木匠工作，
人们为了纪念先祖鲁班便修建了这座庙宇。历经 #$$

多年，这里香火兴旺，成为华人寄托思念和感恩之情
的一种载体。

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都有华人祭祀的活
动，祭祀对象既包括华人家族内的先人，也包括如炎
帝、皇帝、伏羲、神农等中华儿女的始祖。

这些活动并非仅仅流于形式，而是结合传统祭祀
文化中击鼓鸣钟、敬奏祭乐、敬献祭品、恭读祭文等
还原历史的方式，让人们置身于中国传统的祭祀文化
中，穿越历史的洪流，缅怀先人。

对于远离故土的新一代华侨华人来说，沿袭传统
的习俗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很多老一辈华侨华人在
祭祖时都会带上他们的子女。不同于枯燥的说教，在
盛大的祭典仪式中，年轻一代往往更容易受到震撼和
感染，也能让他们在加深对自己祖先的了解中获得一
种情感的归属和共鸣。

随着祭祀文化在海外华人中的兴起，在唐人街琳
琅满目的商品中，出现了越来越丰富的祭祖用品：除
了传统的牌位、香烛等祭祀用品，纸扎楼房、汽车、
手机等新兴祭祀品也应有尽有。

除此之外，网络祭祀也成为华人祭祀的新方式。
网站模拟了祭祀的场景，安排“上香”、“点烛”、
“献祭”等环节。同时人们还可以在网络上发布悼文，
寄托对先祖、亲人的思念。在华人祭祀网站的世祖炎
黄纪念馆中就有网民留下“炎黄子孙，缅怀先人”，
“愿炎黄子孙雄起”等或缅怀先人或激励今人的话语。

穿越漫长的历史，横亘五大洲的广袤土地，对于
广大的华侨华人来说，祭祀已然不仅仅是一种传统意
义上的仪式，它如琴弦般，每每撩拨，都让系念着家
乡、先祖、亲人的心为之震动，也让千般漂泊苦化作
浓浓血脉情。

慎终追远
穿越时空的祭奠

陈 曦

华裔青少年 竞唱中文歌

印尼华人举行鲁班诞辰纪念活动。 中新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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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宇阳摄

中国首位女首富任广东侨商会长

“广东仔”赵伟斌：

广传醒狮文化
邢 健 吴敏平

""日，“南国醒狮”传承人赵伟斌从广州启程
赴台北，准备到当地开展醒狮文化交流。今年内，
他还将到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及荷兰等
地，传授醒狮技艺或交流醒狮文化。在广州出生、
成长的赵伟斌 "$$#年起便到欧美等地教授狮艺，#%

年来，他在海内外努力传播醒狮文化，至今，已在
海外授徒超过 #$$$人。

中国的舞狮分为北狮和南狮，南狮亦称醒狮。赵
伟斌的父亲赵继红，是广州工人醒狮协会的会长，人
称“沙捞珠”，有“南狮王”美誉，桃李满天下，授徒超过
#万人。赵伟斌 (岁开始跟随父亲学舞狮，至今已逾
%$载。他不但传承了“南狮王”的整套醒狮技艺，还把
南国醒狮文化带到了海外，并从中收获了爱情。
“我目前担任美国全胜国际功夫学院和欧洲龙狮

总会的特聘教练。”赵伟斌说，他从 "$$# 年起，每
年都会到美国、荷兰、法国、德国等地讲课和传授
醒狮技艺，学员基本都是在校学生，年龄从 ' 岁到
"$ 岁不等，其中约 )$+华人，&$+外国人。“我通
常会在一个地方逗留 #$ 至 "$ 天。给新学员上课，
我会先从中国传统文化讲起，然后引出醒狮的悠久
历史。上课前和下课时，学员们都非常自觉而有礼
貌地向我鞠躬行礼，并用外语问候和感谢，看得出
他们很喜欢和尊重我这个老师和中国文化。”赵伟
斌说，他会把道具醒狮带到课堂上，让学员们更直
观地了解醒狮文化。

赵伟斌在海外任教期间，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 年我到荷兰教学，在参加一场宴会时，遇见
了我现在的太太，她是一名华裔。虽然我们都钟情
对方，但中国与荷兰相距太远，当时觉得很难在一
起。”赵伟斌说。然而 "$$% 年的一天，赵伟斌的一
个荷兰朋友跟他说，有一位侨领想到广州番禺寻根，
问他是否愿意帮忙接待，赵伟斌爽快地答应了，
“我到机场接机时，发现我接待的那名侨领的女儿，
竟是我在荷兰一见钟情的女孩。”赵伟斌说，他和他
的太太此后便确立了关系，“我每年到国外教醒狮，

都会顺道去找她，而
她也常到中国和我见
面。”赵伟斌说，终于
他们在 "$$!年走进了婚
姻殿堂。
“结婚前，我跟太太说

我要传承醒狮文化，不能随
她到外国生活，她很体谅，答
应和我留在广州。”赵伟斌笑
着说。

赵伟斌还经常带队到海外
比赛、表演和交流。“每年，
我都带队到香港、新加坡和马
来西亚参加国际龙狮比赛；"$$%

和 "$$&年，我两次带队到法国参
加中法文化年的表演和交流。”赵
伟斌说，“"$$*、"$$) 和 "$$( 年，
我三次带队到友好城市日本福冈参
加‘亚洲太平洋文化艺术节’的狮艺
表演和交流。期间，我还到当地一间
小学讲授中国文化和狮艺。”

赵伟斌也十分注重醒狮文化在中国
内地的传承和发展，他现任广州工人醒
狮协会的总干事及主教练，在内地授徒超
过 *$$$ 人。“现在醒狮艺术的传承处于
历史最好的时期，政府比较重视、支持，
社会各界乐意相助，都有利于醒狮传承。当
下很多大企业会组建醒狮队，邀请我们帮忙
训练，他们提供的场地较大，但只能用于培
训他们的员工。”赵伟斌说，“现在我们的困
难在于缺少专业训练场地，遇大型表演或比赛，
很难集中醒狮队员们练习，也难以训练出专业的
醒狮高手。”

赵伟斌说，“希望广州尽快有一个南国醒狮
专业训练场，这样醒狮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赵伟斌（右四）首次赴美国三藩市，为全胜国际功夫学院

学生传授醒狮艺术。 中新社发

广州工人醒狮协会出访日本福冈参加“亚洲太平洋文化艺术节”

表演。 中新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