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责编：聂传清 邮箱：cq_nie04@sina.com责编：聂传清 邮箱：cq_nie04@sina.com

2014年2月17日 星期一2014年2月17日 星期一 华侨华人

日前，笔者走进越南归侨郑巩的家，他家相机柜里
存放着3部相机。今天看来显得老掉牙的相机，述说着这
位归侨35年的生活变迁。

越南归侨用相机记录历史

郑巩的家位于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华侨城小
区。该开发区前身是广西武鸣华侨农场，曾先后安置了
来自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马来西亚等9个国家的归
国华侨1.2万多人。

郑巩告诉笔者，1978 年，他从云南河口回国后几经
辗转，最终定居在武鸣华侨农场。刚开始，他和7个归侨
挤在一间面积不足30平方米的宿舍里，从事农耕。

郑巩指着一张黑白照片说：“这是我用越南带回来的
宾得相机在甘蔗地旁给我老婆照的，旁边这辆手扶拖拉
机当时是农场的‘宝贝’。”

两年多的农耕生活后，1981 年，郑巩在农场场部所
在地开了照相馆，成为农场“个体户第一人”。

专职照相之后，郑巩所用的相机也变成了佳能AE1，
他拿着这部相机，走遍了中国安置有越南归侨的华侨

农场。如今，他的相机也进入了数码时代，佳能
5D2相机让郑巩更便捷地记录着越南归侨的

历史。
在郑巩的镜头下，农场低矮
的泥砖房变成了高楼林立的

新城区。在开发区办公
大楼内，一张开发

区的夜景图被
悬挂在显

眼的

位置，作者就是郑巩。
郑巩的新家是不久前根据农场综合改革规划，用原

在偏僻农村的住房置换的。郑巩的妻子说：“在城里住好
多了，买菜、购物、看病都方便。”

东南亚归侨生活习俗获传承发展

今年74岁的缅甸归侨曹锡麟，回国已近50年。1968
年分配到武鸣华侨农场工作后，他做过农活干过木工；
上世纪80年代后，他担任了农场分场的场长；上世纪90
年代，他担任了武鸣华侨农场一家合资企业的厂长。“改
革开放前，饭没得吃饱，改革开放后，归侨的生活天天
像过大年。”曹锡麟说。

印尼归侨饶汝瑾、陈金莲夫妇回国已有
50 多年。笔者来到他们家时，电视里正播放
着夫妇二人和农场其他退休职工平日健身跳
的印尼风情舞。他们归国后一直保持着印尼
的生活习惯，陈金莲做的印尼糕点，味道纯
正而精致。陈金莲已将做糕点的技艺传给女

儿和儿媳。
退休后，饶汝瑾每月退休金
4000 多元人民币。他说：“我

们的孙子念书从幼儿园到
高 中 都 是 免 费 的 ，

现 在 我 们 每 天
就 想 着 打

打 麻

将跳跳舞，把身体养好就行！”

华侨农场借自贸区商机成功转型

广西—东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胡志崇接受中新
社采访时介绍说，武鸣华侨农场是广西安置东南亚归侨
数量最多的华侨农场。利用这一资源，2004 年，广西以
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为契机，成功将农场转型为
经济技术开发区。

“我们正在进行新型城镇化探索。”胡志崇说，未来3
年内将全部把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归侨侨眷转移到经济区
的中心区，让他们享受城市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归
侨侨眷搬迁腾出的土地流转之后，我们将引入社会资

本，发展现代休闲农业，归侨侨眷还可以分享土地流转
带来的红利。

“我们拥有新型城镇化所需的产业，现开发区
内的大量企业面临招工难，归侨侨眷的到来，为
开发区发展第二、三产业提供了人力资源。”
胡志崇说：“我们在开发区建设了东南亚小
商品市场，让这些骨子里就有市场经济
意识的归侨侨眷们发挥专长，告别靠
天吃饭的日子。”

据广西侨办侨政处处长秦伟
鹏介绍，武鸣华侨农场以东南
亚归侨为桥梁，加大和东盟
的合作，成功实现工业
化转型，在全国的华
侨农林场中经常作
为典型介绍改革
经验。

从农耕到工业化

广西侨场“变形记”
蒋雪林 林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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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归侨饶汝瑾、陈金莲夫妇的家，电视里正播放着夫妇二
人和农场其他退休职工平日健身跳的印尼风情舞。夫妇

回国已有50多年，他们归国后一直保持着印尼的生
活习惯，陈金莲做的印尼糕点，味道纯正而精

致。陈金莲已将做糕点的技艺传给女儿
和儿媳。图为饶汝瑾、陈金莲夫

妇。 洪坚鹏摄

异族通婚，
在美国尤其是加州
已非常普遍。在所有族
裔中，亚裔是最热衷于跨种
族婚姻的族群。不过，由于成
长环境等诸多因素，跨种族婚姻生
活中难免存在一些不同步的地方。

刚成立不久的全美中国媳妇美国郎联谊
会会长李芮说，中国媳妇和美国丈夫之间的确
存在着比如饮食差异、语言障碍、风俗文化等方面
的差异，但是美国丈夫通常没那么大男子主义，如果好
好沟通的话，对妻子的行为通常都是抱着欣赏和支持的态
度，因此也没什么不好解决的。

李芮说，异国婚姻里面，饮食习惯可能是最顽固的难题，很多
中国媳妇经常开玩笑说“一家人吃不到一个锅里去”。中国太太自然是

“中国胃”，喜欢吃中餐，美国丈夫则是“美国胃”，天天跟着吃米饭面条可
受不了。很多中国人有时候还爱吃点鸡爪、猪蹄等骨头多的食物，老美丈夫就
只能望而却步。

除了吃之外，语言问题也是夫妻生活中的一个“绊脚石”。有的太太刚来美
国不久，可能英语还不流利，另外中国的丈人、丈母娘会讲英文的也不多，很
多美国丈夫也都尝试着去学中文，可是语言这个东西也不是人人都能学会的。
有的中国太太在生了小孩之后，为了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语言环境，也倾向于

把孩子送到中国的父母那里去带，而美国丈
夫则觉得和孩子分开是一件特别不可思议的
事。李芮说，不管是哪国人，夫妻俩最重要
的就是面对差异的时候好好沟通。

除了这些生活习惯、文化习俗方面的不
同外，家人的不认同也让一些中国媳妇头很
大。

来自山东、目前正在读博士二年级的王
同学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无奈为爱走天
涯。王同学和她的非裔美国丈夫5年前在北京
相识相恋，但是当她的家人得知后一致反对
二人交往，让王同学马上与他分手并且找个
中国先生好好过日子。无奈之下，这段感情
只能偷偷转入地下。后来王同学到美国读书
与男友团聚，才一点点跟家里人透露出要和

男
友 结 婚
的想法。可
是家人依旧强烈
反对，每次回国都
要 七 大 姑 八 大 姨 一 起

“三堂会审”，希望王同学能
够赶紧和男友分手，搞得她放假
也不太敢回家。无奈之下，去年王
同学和男友瞒着父母在美国登记结婚，
参加婚礼的也只有一些在美国认识的朋友和
同学。王同学说，现在只能希望父母看在已经结
婚的份上，慢慢接纳他了。“我都30岁了，总不能再
让我离婚重新谈恋爱吧。”

李芮表示，最初想成立这样一个联谊会的原因是让这些
中国媳妇们可以有一个交友的平台，互相可以倾吐心事。他们现
在有QQ聊天群、微信、微博，马上还要上线网站。另外就是以过来
人的身份，给那些刚嫁到美国的新媳妇们一些孩子教育、夫妻相处之道
的建议，还会办英文课，帮助解决中国媳妇们语言不通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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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告别美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一直以来，美国吸引着
来自全球各地的移民，然而目前，越来越多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放弃他们
的国籍或居住权移居国外。而对于华人来说，美国国籍如今变成了一座围
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却想出来。这在 10 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
的，当时移民美国还是许多中国有钱人的终极梦想，而现在，情况却大有
不同。

越来越多居住在海外的美国公民，发现要保持美国人身份的成本越
来越高，麻烦也越来越多。新税法颁行之后，居住在本国的美国人已很
难在海外处理金融事务，何况是长期居住在海外的美国人。

居住在美国的外国移民大都希望加入美国籍，居住在海外的美国
公民和少数美国富人却因为不堪税赋而放弃美国籍，这两类人中都
有相当部分是华人。华人的入籍与脱籍，说明一方面美国国籍对普
通移民曾经很有吸引力，一方面说明在经济不好和税赋沉重的情况
下，美国国籍对少数海外华人已失去吸引力。

据美国民间团体“入籍协调会”统计，2012年，在圣迭戈有
资格成为美国公民但没有提出申请者超过 15万人。而据美国人
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生活在美国的100万华人中有1/3不是美
国公民。有两种可能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居民决定不成
为美国人：一是一些人的英语说得不够好，不能通过入籍考
试；二是很多中国人倾向于保留国籍。比如生活在中国的美
籍华人刘女士说，过去几年，她美国公民身份的优势越来越
小，因为她有许多生意转移到中国。

然而，对长期住在海外的美国人和居住在美国的富人
来说，脱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打算脱籍的美国人首
先需证明自己过去5年当中一直在照章缴纳所得税。如果
曾经漏税，按照新的主动申报方案当中的规定，这些人
得补交8年的税款和利息，外加一笔罚金，罚金数额为
受罚人过去8年当中最高账户余额的25%。而且，根据

《里德修正案》 规定，以避税为主要目的的脱籍公
民不得再次加入美国国籍。此外，放弃公民

身份之后的 10年之内，只要一年当中在
美国居留的时间超过了 30天，向美

国政府缴纳所得税就依然是必
须的义务。

对于华人来说，
这也是很纠结的

事情。

美国籍为何变“围城”
美 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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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的春
晚多年来虽然

饱受争议，但依
然是人们过年不可

或缺的“年夜饭”。我
这人是颇有“春晚情结”

的，不但在国内通过电视看
春晚，还在澳洲身临其境参加

了一次特殊的“春晚”。
去年我去澳大利亚旅游，寄宿在

表姐家。踏上澳洲的土地时，正好是中
国农历大年三十，不能在家乡过除夕，我心

理不免有些失落。前来机场接机的表姐笑着
说：“别不开心了！澳大利亚的华人家庭也在庆

祝中国新年的到来。不仅如此，我们还能去参加当
地华人协会每年组织的春节联欢晚会。”

从机场来到表姐住的国际公寓，打开楼门，跃入我眼
帘的就是墙上挂满的中国结，中国结的上面还写着“Happy

Chinese New Year！”（中国新年快乐！）的祝福语。大姐说这幢
楼里住着不少华人，他们对人热情友好，深受澳大利亚朋友的欢迎，
楼里处处悬挂着的中国结是澳大利亚朋友们精心布置的。

到了晚上，我们早早吃过年饭，然后开车来到晚会现场。大
礼堂里张灯结彩，人们面带笑容，拉着家常，其乐融融。我粗
略估计了一下，前来参加华人春节联欢晚会的嘉宾大约有 300
人，把临时借用的大礼堂挤得满满的。更为有趣的是前来参加
春晚的澳大利亚人甚至比华人还要多。一问才知道，原来当地
许多澳大利亚家庭收养了中国小孩，他们家里有华人，当然有
资格来参加联欢晚会，而且是全家一起来的。

这场在异国他乡的春晚持续了两个小时，晚会由一对教授夫
妇主持，他们首先风趣地介绍了中国新年的历史渊源和传统风
俗，令老外们耳目一新。春晚的节目内容非常丰富，有大合唱《黄
河》、独唱《我的中国心》、《恭喜发财》等，还有云南的民族舞蹈表
演、小提琴演奏，其间穿插着华人自编自演的相声和小品，使现场
笑声不断。一名同胞还表演了杂技——空中飞人，场面惊险而刺
激，这个节目谢幕时获得的掌声最多，被评为“我最喜欢的春晚节
目”。我也上台露了一手，一人饰演两个角色，表演了越剧《梁山
伯与祝英台》的经典唱段《十八相送》，赢得了满堂彩。

这次春晚的演员全都是当地华人协会的会员，虽然他们不
是专业演员，但表演十分卖力，许多同胞为参加这次晚会准备
了很长的时间。

最后晚会在一曲《难忘今宵》中落幕，悠扬的歌声萦绕在大家
的心间，唤起了在场同胞浓浓的思乡之情。

洛 杉 矶 中 国 城 重 庆 街 的 地 标
——60年老店“邝家亚洲古

玩艺术品店”今年 3 月
将步入历史，店家

虽 然 不 舍 ， 却
已 无 法 挽

回 。 邝
家

老店的变化实际是重庆一条街变化
的一个缩影，这里当年曾被称为中
国城的“琉璃厂”，而今这条街的
华人越来越少，整条街已变成了名
副其实的“洋人一条街”了。

前不久刚刚庆祝完创店 60 周
年的“邝家亚洲古玩艺术品店”

（Fong's），连高悬在临街处的横幅
还未来及摘除，该店的老板邝孝文
即接到了房东发来的一纸逐客令：

限其于今年3月15日晚11时45
分之前离开现有店面。该

店面将转租给一位“洋”
客人开画廊，为此

房东可获得更
高的租金。

“ 邝 家
亚

洲古玩艺术品店”是邝孝文的叔父
创办的，是当年重庆路上最早的古
玩店之一。邝孝文的叔父去世后，
邝的父亲从其婶婶手中将店面盘下
来。其父去世后，邝孝文便成了这
家店的老板，而实际经营这家店的
却是邝孝文的女儿。

60余年前，洛杉矶市政府为了
修建“联合车站”，把已迁徙过一
次的华人“赶”到了当时洛杉矶市
最偏僻的角落，即洛杉矶中国城的
现址，当时的华人即把现在的中国
城称为“新中国城”。重庆街即是
当年新中国城腹地最旺的一条街。
重庆街约有 100 户住家与商号，而
且街面上大部分店铺都是做古玩生
意的，为此重庆街又被称为“古玩
一条街”。

“邝家亚洲古玩艺术品店”除
了贩售古玩外，还卖一些极具中国

特色的陶艺品及瓷器或其他具
有亚洲特色的纪念品，其

大红色的玻璃门脸外
的巨大 Fong's 招牌

多年来已成为
重 庆 街 的

一 个
地

标。华人女作家邝丽莎即是邝家的
一员，她描写其家族史的著作《在
金山上》花了不少篇幅来描写邝家
的这家店面。

“我离开时一定把这块招牌一
起带走。”邝孝文与哥哥邝孝勤这些
天来正在为如何搬离店面而发愁。
而突然要离开这一经过三代人经营
过的老店，更是让他们伤心与不
舍。“有太多的东西要搬走了。”

实际上重庆街的大多数古玩店
均已改换门庭，但其中文招牌仍悬
挂在街上。从 1971 年起即在这条
街上做古玩生意的张姓业主表示，
重庆南街24户人家目前仅有3家是
华人，其他房产主都已成为“洋
人”，“当然他们的店面也都租给

‘洋人’了。”当年这里的一些古玩
店，现在早已成为设计师的办公
室、木工房以及出售西洋画的“洋”
艺术家的店铺了。“今天的重庆街，
60%至70%的房产都是‘洋人’的了，
重庆街的变化是不可逆转的。”

2月12日晚，中国河南歌舞演艺集团的100多名
演员在雅加达缩影公园隆重上演大型经典豫剧——
改编交响乐合唱《朝阳沟》，受到印尼政府和各界人
士的广泛关注。率团演出的中国河南省归国华侨联
合会主席董锦燕 （右一） 当晚表示，2014 年是印中

文化交流年，这次活动是新年两国文化交流的第一
个大型活动，也是河南史上派出的规模最大的演出
团体。

图为董锦燕向印尼旅游和创意经济部官员赠送
中国国画。 顾时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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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归侨郑巩的家，相机柜里存放着3部相机。今
天看来显得老掉牙的相机，述说着这位归侨35年的生活
变迁。图为郑巩 （中） 夫妇向笔者展示儿时的全家福照
片。 洪坚鹏摄

河南侨联推动
印中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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