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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肖列） 日前，“中
国之美世界看见·中国艺术家纽约
林肯中心音乐会”在纽约林肯中
心精彩上演。中外艺术家齐聚一
堂，为全场近千名观众奉献了一
场美轮美奂的音乐盛典。

中国著名钢琴家刘诗昆先生
演奏了中国经典的钢琴协奏曲
《黄河》；小提琴家吕思清用精湛
的技艺和饱满的激情演绎了 《卡
门主题幻想曲》 和 《阳光照耀塔
什库尔干》；女高音歌唱家沈娜和

美籍意大利裔男高音歌唱家夏尔
佩莱蒂用中文合唱了 《我爱你中
国》 等。全场演出中，观众掌声
不断，并数次起立向艺术家表达
敬意。此次演出充分展示了东西
方文化艺术的交融和中国民族音
乐传承与创新的独特魅力。

美国福建公所主席李华说，
这是旅美华人艺术家、海外华侨
华人一次愉悦而自豪的聚首，是
中美两国艺术界一次重要的文化
交流盛事。

曾经不为熟知的华人设计品
牌在 !"#$国际时装周大放光彩，
许多知名华人设计师独创的品牌
开始走入国际舞台，这意味着华
人时装产业链正逐步从低端走向
高端。

华人时装 迈入高端

伴随着国庆长假的结束，!%&$ 春
夏四大时装周在巴黎落下帷幕。在为期
!' 天的时间里，&& 位中国设计师以静
态作品和 ( 台秀结合的方式展示了中
国原创设计的魅力。华人时装设计师在

海外的首次集体发声，不仅仅是海外华人自
身努力所取得的突破，同时也折射了中国时
装业在海外的崛起。

)*++ ,- 是由美籍华裔设计师高夏洋
子原创的品牌。出生在制衣世家的她，将中
国人的文化底蕴和纽约客的都市感相融合，

配合她大胆灵动的想象，开创了自己的独创品
牌。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海外华人时装

产业链正逐步延伸，这意味着中国服装业已经从
制造走向了创造的时代。

欧洲著名华裔设计师胡社光以自己的名字在
荷兰创立了独创品牌。他以独具风情的设计理念将
布料的表情与人的不同精神特质完美结合在一起，
设计出了融合东西方文化精髓的高档定制服装。
值得一提的是，他曾担任荷兰女王皇家礼服的御用
设计师。谈及中国服装业的海外发展，胡社光认
为，“我预计，过不了几年，华人设计师一定会在
国际时尚界占据一席之地。”

中国元素 世界表达

模仿是创造的第一步，服装业也是如此。为了

能够在海外立足，很多华人设计师都是从模仿国外
走在时尚前沿的作品起步的。然而，随着中国文化
的海外远播，越来越多的新锐设计师们不再一味追
逐国际潮流，开始寻求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回归。设
计师们将传统中国元素融入到前卫的服装设计当
中，让怀旧和时尚碰撞出新的火花。

!"&$春夏四大时装周上，盘扣、旗袍、灯笼、
水墨画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元素被运用到服装设
计当中。在小提琴欢快的伴奏下，一个个脚登黑色
长袜和黑色浅口皮鞋或黑靴的模特逐一登场，浓厚
的东方韵味让这次的展示大放光彩。这些作品简洁
含蓄，并不过分强调中国元素，有着很强的都市
感，得到业界认可甚至追捧。

联手开拓 引领时尚

中国时装踏上世界 ( 台，不仅仅代表着中华
文化的海外传承，同时中国风格也有机会成为时尚
的代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透过中国服饰的窗口了
解中国文化，希望与华人设计师一起开拓中国服饰
的海外市场。

华人设计师小瑀表示，在伦敦时装周上，很多
国外媒体也前来关注他们设计的中国时装作品，还
碰到了感兴趣的外国买家和代理商，他们对华人设
计师的作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正在崛起的华衣华
服，像一朵正在绽放的莲花，吸引不少海外顾客的
目光。

本报电（记者聂传清） 日前，由北京市侨
办举办的以“科技北京、共建共享”为主题的
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来自海外 !"余个国家的华
侨华人专业人士、侨商、侨领以及部分在京侨
界科技创业者代表近 .%人参加。座谈会旨在搭
建北京与海外华侨华人沟通交流平台，引导海
外侨界科技力量，助推科技北京建设。

会上，北京市科委、北京市经信委等有关
负责人分别介绍了“科技北京”战略总体情况
以及首都电子、信息、软件产业发展现状。中
关村管委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等有
关负责人分别介绍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人才特区”建设情况，开发区依靠科技

创新助推产业升级及高层次人才聚集情况。
随后，奥达国际总经理黎志良代表在京华

侨华人科技创业者分享了回国来京创业的经历。
黎志良表示，“科技北京”战略不断推进，给
广大华侨华人来京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海
外华侨华人代表、美国俄勒冈州政府亚洲事务
委员会前副主席李斧，对北京优越的科技创新
环境与创业配套政策印象深刻，也感受到了北
京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表示愿
意进一步加强与北京在科技领域的交流合
作。

与会代表就关心的创业扶持、人才引
进等政策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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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在异域风情的洗
礼、文化交织的感触以及个性解
放的召唤下，对婚礼的举办早已
不受限于千篇一律的婚礼形式，
而是选择举办别具一格、充满创
意的婚礼，使人印象深刻。

卡车婚礼

/! 岁的华人青年吴炳豪 &%

月 '日举办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卡
车婚礼。虽然既没有豪华的车队
迎亲，也没有大宴宾客的酒席，
但是他在一群兄弟的陪同下，出
动了 .辆罗里（卡车）浩浩荡荡
出发迎娶新娘，留下难忘的美好
回忆。

吴炳豪说：“小时候经常幻
想长大以后能驾驶罗里去迎亲，
这次能够美梦成真实现童年的梦
想，离不开双方家人对‘罗里新
娘车’的支持。”

大部分的华人女生都希望能
举行一场浪漫的婚礼，于是具有
童话色彩的马车婚礼应运而生。

新郎吴亿伟在与新娘交往
!' 个月之后决定结婚，他说：
“我原本策划一次浪漫的求婚，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实现，因
此决心给她一个浪漫的、童话般
的婚礼。”

在他别出心裁的筹划下，新
人乘坐马车如童话里的王子与公主一样举办了婚礼。

跑步迎亲

马来西亚的华裔小伙郑来福的婚礼也别开生面，因为
他是在太平湖跑步队的陪同下迎娶新娘的。郑先生一向热
爱跑步运动，得知他即将大婚的喜讯，跑步队的队员纷纷
献上祝福，更建议以跑步的形式迎亲。

在婚礼当天，/%多名男女跑步队队员在上午 &%时从
新郎住所开跑，在交警开路下迎娶新娘。

郑来福说：“/年前在太平湖跑步时认识当小学老师
的新娘，今天用这样一种方式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比传统
的拜天地等形式更有意义。”

汉式婚礼

除此之外，以不同朝代婚礼举办形式为参照的婚礼也
被海外华人所采纳，其中汉式婚礼备受欢迎。

新人在婚礼之前要进行冠礼和笄礼以表男女成人，婚
礼当天则需分别在自家完成醮子礼和醮女礼，即新人向父
母行拜礼，父母训话鼓励其做好丈夫或妻子。迎亲之后，“入
门”、“告庙”、“敬茶”、“送祖”一项都不能少。

采取汉式婚礼的赵先生说：“之所以选择汉
式婚礼，是因为我们讲求礼仪，有了‘礼’就会
尽孝道。我也会建议身边的朋友举办原汁原味的
汉式婚礼。”

不管是气势浩大的卡车接亲车队，还是数量
众多的迎亲队员，不管是回归传统的汉式婚礼，
还是浪漫温馨的马车宣誓，正是这些别出心裁的
创意，让人们看到海外年轻一代华人更开放地表
达浓浓爱意的心态。

近来，面对旅西华人在

当地形象的恶化以及由此所

带来的反感和排斥，侨团和

华人都在积极寻求通过各种

方式改善自身形象。从某种

程度上说，华人百元店这一

行业的形象，在相当一部分

西班牙民众心中，就是旅西华人的形象。所以旅西

华人要想改变自身的形象，还要从百元店做起。

华人的百元店目前在西班牙人的脑海中是一

种什么形象呢？根据当地媒体和公众的反映，我们

可以大致归纳如下：“低价竞争，令人无法招架”，

“商品价廉质次，经营中不守行规”，“频频出现售

假、偷税行为”等。由于这些形象在西班牙人的心

目中，流传很广，并且根深蒂固，所以整体华人也

因此受到了很多不公的对待。

其实，华人百元店商品“价廉质次”的形

象，对旅西华人以及中国商品的危害是最严重

的。从长远来看，这也必将影响华人未来在西班

牙的立足和发展。本来，“物美价廉”是一件皆

大欢喜的好事。各种各样的低廉中国产品大量地

进入西班牙市场，不仅华商赚了钱，而且广大西班牙消

费者也会从中获益。但是，价廉，货却不好，同样会引

起西班牙人的不满和反感。长此以往，就会毁了中国货

的声誉，砸了我们华商的牌子。

华人百元店在提高商品的档次，努力树立中国制造

和自身良好形象的同时，也应当改变自身的发展模式。

而这一点对改变旅西华人的形象，以及华人百货业未来

的发展，都可谓是至关重要的。一直以来，华人的百元

店行业都是以低价的模式，在西班牙市场上不断扩张。对此，无论是西班牙本地商

人，还是媒体、政府、公众等等，都是颇有微词，甚至是大为不满和光火。尤其是在

西班牙媒体反映的公众舆论中，“华人以廉价产品迅速占领西班牙市场，并且让西班

牙当地人毫无招架之力”几乎成了一个永恒的话题。

华人目前的发展方式与西班牙商家是无法做到互利双赢、和谐共存的。而这种态势

对于华人在这里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毕竟作为移民，我们是在人家的地盘上谋生，求

发展，在很多时候是要“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此外，我们华商和中国产品现在已

经越来越被西班牙人与“低质”、“不公平”等词汇连在一起。如此，华人百元店已有的发

展模式在影响了自身形象的同时，也会威胁到华人在这一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现代的商业竞争已经越来越强调靠品牌、服务、质量等来取胜。而靠廉价来开拓市

场，作为最原始的营销手段，其道路只能越走越窄。所以华人的百元店作为旅西华人的

代表性支柱行业，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式，走以质取胜，与西班牙商家和谐生存、共

谋发展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取得长远发展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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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炳豪出动 .辆罗里迎娶王惠璇。 马 光摄

侨界助推科技北京建设
中国之美世界看见

图为演出结束后，沈娜

（左） 以杰出女高音歌唱家的身份在纽

约林肯中心音乐厅获颁“美国政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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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北京市侨办
举办的北京海外华文教育工
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海外
华文学校和华文教育机构代
表、北京市华文教育定点学校
和项目合作校以及各区县教委
和区县侨办领导等 /%余人参加
座谈会。
海外华文教育机构和华文学

校代表纷纷发言。他们表示，北
京教育文化资源全国一流，是海
外侨胞送后代到中国参加学历教
育、短期汉语培训、夏 0冬1 令营
的首选城市，希望与北京市大中小
学开展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共同促
进华文教育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通过远程网络视讯系统，远在印
尼万隆、印尼雅加达、葡萄牙里斯本的
海外华文教师能同时听取北京教师的培
训讲座。”北京燕京文化专科学校副校长
潘汉亮在座谈会上介绍了他们利用北京的
教育文化资源，开展远程教学，培训海外
华文教师的经验。
海外华文教育的师资匮乏至今仍然是一

道难题。潘汉亮认为，远程教学项目是破解
难题的一个很好的实验。该项目通过组织北京
优质师资队伍，利用远程网络技术手段对海外
华文教师进行集中培训，能快速提升海外华文
教师的教学技巧和文化素养。学员除了可以定期
通过远程网络与北京专家进行“面对面”互动

外，还将获赠学习账号和密码，免费上网自学，
考试合格者将获颁结业证书。

为了给海外华侨子女提供更优质的师资力量，
仅凭过去费时费力的传统方式“走进来”和“送出
去”，其效果是有限的。而远程教育这样的新手段从
形式到内容都紧跟时代步伐，能及时有效、方便快
捷地为海外的华文教师、华裔孩子传播知识。

据介绍，今年 . 月，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
华芳老师通过远程视频，开始了为澳大利亚墨尔
本新金山中文学校 !/% 多位老师授课。“今天我
讲课的题目是《汉字故事》。首先问一下，我这样
的语速你们听得清楚吗？”随着略有延迟但句句流
畅的声音传出，远在另一个大陆的师生在教育与科
技的融合中与渊远的中文有了“亲密接触”。

华裔子女在没有中文母语的大环境下，学好
中国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化显得道阻且长。然而，
推动华文教育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歇。正如这次的
座谈会一般，人们在为海外的孩子们“弘扬中华
文化，记住中国根”进行着一场又一场头脑风暴。
他们认为，作为一种活泼的华文教育的形式，夏
令营的举办不仅能够增强海外华裔青少年对中华
文化的感性认识，也因此成为海外华文教育备受
推崇的手段。
“我喜欢游泳，喜欢吃饺子、火锅和北京烤

鸭。”法国华裔少年刘可筠在 '月结束的北京夏令
营中如是说。她喜欢上这里的每一节课，因为很
多有趣的内容是在法国学不到的。

' 月初，为海外华裔及港澳台地区青少年举
办的“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在北京展开，孩子
们不仅探访了富有浓重历史色彩的故宫、长城、
颐和园，也游览了极具现代气息的鸟巢和水立方。
让参与夏令营的青少年亲身体验中国文化，不应
只靠书本。除了“寻根之旅”，国侨办举办的“中
华文化大乐园夏令营”也作为一项热门品牌活动
如火如荼地展开，该活动选派国内优秀中小学教
师，赴海外举办夏令营，为海外华裔青少年学生
提供汉语知识、武术、舞蹈、书法、绘画、民乐
等中华文化教程。

深入文化腹地、追寻圣贤遗迹、探访精神家
园、接触民间文化，这般能够唤起故乡情结、能

够激发华文教育的魅力教学法，为大力推动海外
华文教育找到了新的出路。

在座谈会上，不少学校介绍了自己的办学
优势和特色，展示了夏令营的成果，足见诸如
夏令营的体验活动独特的效果。

首都师范大学、华北电力大学、首都
体育学院、北京汇文中学、海淀区教师进
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首都师范大学第
二附属中学、北京燕京文化专科学校等在
座谈会上介绍了承担北京市华文教育工
作项目的经验和体会，以及与海外中文
学校开展交流合作的意向和需求。参
加座谈会的海外华校对此反响热烈。

旅蒙华侨友谊学校校长江仙梅
说：“海外华文老师在中华文化、
教学经验方面多有不足，但经过
回国培训，老师们把更多的中华
文化带回给自己的学生。”

这方面，荷兰丹华学校正在
不懈努力。在这所学校，新教师
的岗前培训工作已成为一项重
要任务。每学年丹华学校都有
计划地让新教师在上岗前来
京参加研修班，让新教师在
正式走上讲台前，受到一次
华文教师的教学培训。

印尼雅加达华文教
育协调机构执行主席蔡
昌杰坦言，印尼华文
教育现在已经出现了
断层，华文教师人才
匮乏，急需培养年
轻一代华文教育接
班人，希望能对更
多的印尼华文教
师和管理人员进
行培训，让印
尼华文教育的
断层现象尽早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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