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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国产老字号护肤品百雀羚因作为
“国礼”被赠送给友好国家而异常火热。这同时也
引领了一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货老品牌的卷土重
来。如今，这股国货老品牌热也在海外华人圈中蔓
延开来，而海外网购服务公司的兴起更成为这股
“热”之后的重要助推力。

“这些老牌子几十年包装都没变，价格变化也不
大，再加上老符号、老记忆的留存，用着非常亲切。”
一位在伦敦生活多年的李阿姨如是说。

老国货在华人圈的盛行，一方面是因为华人比较
习惯使用一些国内品牌的产品或者对某个品牌的偏
爱；另一方面是因为国货毕竟是为东方人量身定做，
比较符合华人消费者的需求。

东西方人的身材差异很大，衣服的尺寸，喜好
的颜色、款式都有很大差别，连东西方人的皮肤
肤质也很不一样。许多刚刚移民到海外的华人都
曾因为买不到合适的服装、鞋子而苦恼。

如今，网购轻松解决了这些问题，而且网
购操作简单便捷，只要轻点鼠标，短短几天，
想要的商品就可以寄到门前。此外，这些倾
注着国人浓厚情感的老牌子商品质量都非
常可靠，有些经典的老商品买回去甚至
可以收藏。

长久以来，海外华人
的中国胃、中国身、
中国心把他们与祖
（籍） 国紧密

相 连 。

过去，许多旅居国外的华人回国探亲时会带走
许多家乡土特产：辣酱、地瓜粉、小咸鱼……沉甸甸的都
是纯正的家乡味道。如今，随着“网购热”席卷全球，蹲守
家中网购国货已经成为海外华人的购物新选择。

近日，加拿大兴起了一些海外网购服务公司，它
们服务对象明确———“只为全球华人”，经营范围集
中———提供中国商品。这些网络上专门出售国货的店
铺中，商品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从地方土特产
到火锅料、调味料；从国产护肤品到彩妆化妆品；从
中国风旗袍到经典中山装等，多种多样的商品在很大
程度上满足了海外华人对国货的需求。

舌尖上的家乡味，才最解乡愁。喜欢吃中国菜是生
活在法国 !"多年的高小姐未能改变的习惯。“我长着一
个中国胃”是高小姐对自己的调侃：“以前只有回国才能
吃到宫保鸡丁，现在网上就可以买到宫保鸡丁的调料，
想吃我就自己做，在国外就没有那么苦了。”
“虽然丹麦有很多中国超市，但是大部分经营者都

是外国人，所售产品十分有限，现在网上买东西方便
多了。我爱吃的泡椒鸡爪、老干妈辣酱都有卖，连荞
麦做的枕头都能买到。”在丹麦居住的张先生如是说。

美裔华人黄小姐买衣服的时候总是非常发愁。她
说，由于自己身材娇小，在美国很难买到合身的衣服，
而且颜色、款色也感觉不适合东方人的气质。经朋友
介绍，她开始网购国内服饰。如今，她不仅买到很多
称心如意的衣服，还爱上了淘“老国货”。穿着网上买
到的梅花牌运动服、回力鞋这些国货老品牌，走在纽
约街头，她颇有东方韵味。

海外华人对国货的钟情不仅见证着品牌老国货的
“回暖”，同时也引领了国货在海外发展的新浪潮。随
着网络购物平台的日益完善，越来越多具有中国特色
的国货网站在海外兴起，不少外国人也开始对这些具
有中国特色的商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近日，海外某国货网站举办的活动吸引了很多
外国买家的关注，国产服饰、箱包、汽配等商品销
售异常火爆。该网站负责人表示：“海外买家的
购物热情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商品的迫切需求以及
对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信任。”

海外华人对国货的支持与钟爱为国货开辟
了新的销售渠道，但是国货在海外的发展仍
面临着很多问题。有专家分析，目前重焕生
机的国货品牌销售渠道没有系统化、程序
化，很难大规模铺货，影响了国货的市场
拓展。想要快速抢占国外时尚品牌的
市场，国产商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网购国货的火热和中
国货实体店的增多，无不显
示着国货品牌地位的提
升。国货走向世界的
潮流仍在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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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品牌卷土重来
倾情国货引领中国风

国货暖心解乡愁

某国货老品牌宣传
画 来源：土豆网

老国货搪瓷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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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货老品牌回力宣传画 来源：土豆网

婚恋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几件人生大事之

一。海外华人的婚恋困难常常受到关注，因为

他们生活在异国他乡。即使回到国内，归侨子

女在追寻理想婚姻的路上也很纠结。他们骨子

里或多或少都有他国文化的痕迹，大多数是名

副其实的国际人。

童年的成长环境与教育影响着人的价值观

与一生。很多归侨子女从小在国外长大，归国

后与其他人进入同一环境学习工作。他们不仅

受过良好的他国文化的熏陶，也有比出生在他

国的华裔更加浓厚的中华思想。在“中西合

璧”的环境中成长的他们对于另一半、对于婚

姻有自己的主意。除了性格、共同爱好等基本

条件外，他们还期望自己的伴侣拥有国际视野

与胸怀，最好还有相同的价值观与人生经历。

这样的择偶条件，无形中抬高了标准，也给他

们自己带来了一些问题。

首先，“高标准、高要求”使得他们难以

找到“心仪对象”，最终常常会选择曾经侨居

国家的人作为伴侣。

归侨子女小程在英国与美国读完小学，深

受欧美开放的婚恋观的影响。在她的观念里，

如果相爱，国籍不是问题。然而回国后，她并

没有遇到心仪对象。最后不顾父母反对，与美

国人结婚，返回美国发展。小张情况类似。从

日本回国快 10年，善解人意、形象气质佳的

小张从高中到本科一路读下来，有过几次恋爱

但最终都以观念不合分手。之后也并没有遇到

理想的对象。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有共同话题

与默契的日本男生，开始了交往。

思想传统的归侨父母大多会反对子女这样

的选择,父母认为子女的感情生活和整个家庭

息息相关，希望子女寻偶门当户对，能够与同

根同文化的中国人结婚。这样一来沟通无障

碍、生活方便，二来可以留住“中国根”。然

而，作为“国际人”的归侨子女们却不以为

然。他们的目光放眼世界，坚持着自己的信

念。不过，这样的抉择，不但要面临父母这一

关，还要面临今后的人生规划等各种问题。

其次，具有事业心的归侨子女，事业与家

庭也容易冲突。在跨国婚恋中，外国伴侣需要

花时间了解中国传统习俗以便适应与中国亲戚

们的相处等问题,归侨子女也会面临着在国外

生活还是在国内生活的选择。若出国，也要面

对重新择业和适应新环境的痛楚。归侨子女们

大多有出国发展的愿望，如果双方都是中国

人，能否找到同一志向的伴侣也是问题。

各种问题促使一些父母开始着急，积极为

子女筹备各式各样的相亲活动。然而，感情的

事情是急不得的。父母过多的参与，只会引起

子女的反感与叛逆。婚姻大事不能马虎，在大

问题上，父母应该与子女多沟通，把握大方

向。当然，跨国婚姻也未必只有麻烦和失败。

夫妻双方若能相互理解，所有问题都将会迎刃

而解。况且，一家人在一年中可以享受两种不

同文化的节日，感受不同文化融合所带来的多

种多样的人生体验，也是一种独特的幸福。在

被称为“地球村”的 21世纪，这样的婚姻何

乐而不为呢？

归侨子女
婚恋难

李 安

“警察同志，这边有人被玻璃划伤了，你
们快派人来啊……”# 月 !! 日上午 $% 时许，
在侨乡莆田市山亭镇冯厝村，一名群众焦急地
向山亭边防派出所打来求助电话。

案情就是命令！所长江国焰带领副所长林
子新、干事李靖等人，携带急救药箱，驾乘警
车火速赶往现场。原来这是一户侨胞留守家
庭，年逾七旬的老奶奶在关窗户时，被碎玻璃
划到了手臂，鲜血直流，瘫坐在楼梯口。闻讯
后的小孙子又惊又怕，赶紧跑到邻居家喊人。
此时正值超强台风“天兔”来袭，风大雨急，
视线模糊，&!%急救车一时赶不到，现场也没
有护送的车辆，再不采取救助措施，上了年纪
的老奶奶生命堪忧，现场群众急成一团。

&%时 &%分，派出所的警车赶到。民警们
跳下车，直奔这户大院。此时老奶奶脸色蜡
黄，已被邻居搀坐在板凳上，小手臂被鲜血染
红了，绑着的布条看起来还在洇血。民警立即
拿出三角巾急救包，对伤口重新包扎固定。并
给老人喂服一些糖盐水，不停地安慰鼓励她。
随后，民警冒雨背起老人上车，一路警灯直奔
卫生院，提前联系急诊人员做好准备。

经过一番救治，老人确诊被玻璃划到了手
臂上的一条动脉，伤口也得到了安全处理。救
治医生对民警说，要不是现场人员采取了初步
的救助措施，送医抢救得又很及时，失血过多
的老人真有生命危险。

侨家大院里的
警民情

孙卫锋

伴随全球经济发展走出国门的，不仅有华人投资，还有华
人劳务输出。海外务工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得好”。在华
人遍布世界的今天，海外务工的安全问题值得深思。

安全事件频发

&% 月 ' 日，菲律宾以“非法务工”为由扣押了 &() 名
中国工人。经过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斡旋，(名证件齐全
的工人获释，其余仍在押。

只不过，有时候，“非法务工”成了一个幌子。# 月
底，供职于南非一家烟草公司的 )名中国技术工人因“工作
签证”问题被拘捕，现金、手机都被抢走，在中国驻德班总
领馆几番交涉下才得以释放。而据总领馆的调查，)人均持
有合法护照及签证，也并无不良出入境记录，这种羁押实在
有些“莫名其妙”。

今年 *月，加纳拘捕了 &*#名包括投资者和劳务人员在内
的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公民。虽然最终全部释放，但在羁留期
间，他们受到了相当程度的粗暴待遇：开矿设备被毁、随身财物
被没收，靠重金赎买才获释。加纳—中国矿业协会秘书长苏震
宇说，开采行为是否合法有待商榷，但即使不合法，他们的做法
也是“用更暴力的违法行为去解决一种违法行为”。

只许州官放火

“非法务工”似乎成为中国工人遭遇海外羁押的一个屡
试不爽的“罪名”：拘捕—洗劫—重金保释，不禁让人怀疑
羁押行为的正当性。

中国工人为何会在菲“非法务工”？这里面更多的是难
言之隐。据了解情况的人士称，菲“务工许可证”办理周期
长、手续繁琐，经常会拖上一年办不下来。不检视修订本国
务工政策，而一味要求中国务工“合法”化，实在有些“只
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意味。

而且，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各国海外务工政策走向
地域保护主义。据媒体报道，荷兰政府新拟的《外籍劳工法
规》目前正在参议院审核，一旦生效，非欧盟居民单次工作
许可申请最高期限缩短至 &年，且需 +年以上才能获得工作

签证免申请的资格。这将对华人海外务工带来严峻考验。

多方保障安全

华人在外应当如何应对务工安全问题？有关部门提醒，
要与中国驻外使领馆和所在国海外劳务相关部门保持联系，
遭遇安全危机时要第一时间与驻外使领馆沟通，以便斡旋，
从而防范和降低风险。

而对于海外劳工，除了有组织的合法输出外，还要加强
所在国相关习惯和法制的教育，了解从业领域相关政策和法
规。只有这样，才能既避免矛盾激化，同时又对从业领域有
风险预估，从而正确、合理地引导海外劳务分流。

同时，相关各方也在呼吁所在国相关政策的落实，以保
护中国工人的合法权益。可喜的是，这正在向前推进。据新
西兰天维网报道，新政府正在促成一项新政，对非法雇佣移
民劳工的雇主做出惩罚。新西兰移民部长伍德豪斯称，现行
的移民法案让持有短期工作签证的海外劳工处于弱势，这使
得不少海外劳工选择任由雇主鱼肉，海外劳工将是新法案保
护的重点对象。

为数不少的中国人怀着“月是
国外圆”的心态移民或者旅居国
外，然而“风景并非那边独好”。
长期海外生活与短期国外旅游存在
巨大反差，不少海外华人面临着生
存的难题，心生困惑，甚至患上
“出国综合症”。

人在海外，环境不同，文化不
同，圈子也不同，就如同置身于汪
洋大海，想寻找一块立足之地实属
不易，还要面临着许许多多的突发
事件，不管是生病就医，还是维护
权利，都需要即刻将身体切换到自
动应急状态。诸如此类，无不使有
些海外华人疲于应对，身心皆疲，
甚至导致身体出现各式各样的问
题。

袁大夫在英国行医近 !" 年，
问诊过不计其数的华人，对此他表
示，有病人出现身体状况，往往不
是简单的身体病症，原因一般都可
以追溯到最近一段时间里为生计奔
波劳累，身体紧绷不得松懈上面
去。

针对一名患咽喉炎的病人，袁
大夫开出药方的同时也建议她“身
心放松，遇事不要太急”。
“出国综合症”看似无形，但

不少在国外生活几年的华人都深有
体会。

王先生在美国已经生活了 )

年，先是深造求学，之后工作定
居。一开始的时候美国秀丽的自然
风光、流光溢彩的都市生活让他乐

在其中，但是时光荏苒，开始上班之后面对繁重的工作任
务，狭隘的交际圈子，不甚理想的薪酬和遥遥无期的未来，
都成为他内心焦躁的负能量，有的时候不免情绪失控，身体
也开始出现状况。

他说：“求学的时候有时间去游山玩水，觉得生活多姿
多彩，但是真的扎根后，才发现，在美国举目无亲，要靠自
己拼搏奋斗，身累，心更累。”

袁大夫表示，在海外生活首先要解决求生问题，然后再
各个击破。他说：“保持乐观的心态，是重点。要想办法排
解这种内心的焦虑，否则就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总之，海外华人的生活就像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正
面风光无限，背面有苦难言，面对海外生活的苦与累、酸与
辣，需要及时的正能量来解答自己面临的人生之惑。

海外务工安全警钟长鸣
任一丁

图为在越南从事建筑业的中国工人。 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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