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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州
市两会举行期
间，荷兰朱氏企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温州王朝大酒店董事长
朱 志 群 在 谈 及 “ 温 商 回
归”时直言，温州市各级政
府要为企业做好公共服务，相
比 招 商 而 言 ， 安 商 更 加 重 要 ，
不要让回家的温商变成“冷商”。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外温州
人有 242 万，在世界各地建立了 242
个海外温籍侨团社团组织，在全国各
地建立了 212 个地级市以上温州商会，
全国各地温州人累计投资超过 8000 亿
元。在外温商是温州发展的宝贵资源。

目前，温州有近 2000 家侨资企业，
产业涉及制造、高科技及服务性等领域。
从侨资企业的发展来看，目前存在着一些
困难和问题，重要一点是政府某些工作缺
位，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不够强。

其实，温州商人、温籍侨商的故乡理
念是很重的，他们如能在外面赚 1000 万
元，情愿回温州赚500万元。可是，为什
么现在温州很多企业往外搬，小企业往
丽水青田搬，大企业往杭州上海搬？

朱志群认为改变现状的办法是，要
改善温州的投资软环境，提高政府各级
部门的公共服务。“各级领导不要把自
己当成官，要当成服务员，企业是服务
对象。比招商更重要的是安商，如果
我们温商回来，得不到我们政府的
温暖，温商就变成‘冷商’了。”

可以看到，在外温商回温州
投资发展，除了乡情外，还要赚
钱，否则这种投资无法长期维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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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裔
小 提 琴 家 陈

美，如今化身运
动员，代表泰国出

征索契冬奥会参加高
山滑雪超级大回转项目。

她的经历，引发网友热议
“虎妈”教育。

如今已 35 岁的陈美出生于
新加坡，父亲是泰国人，母亲是

华人。后来父母离婚，她随母亲改
嫁给一位英国人而前往英国生活，那

时她才5岁。
陈美能成为小提琴家，其母亲“功

不可没”，陈妈妈将“严师出高徒”的古
训发挥到极致。作为一名业余钢琴家，在

发现女儿的小提琴天赋后，母亲就一心一意
想把她培养为小提琴家。在母亲的干预下，

陈美3岁开始了苦学之旅。
为此，她牺牲了整个童年生活，每天练琴4

小时，只有生日那天可以短暂休息。陈美喜欢滑
雪，但被严厉禁止，母亲曾直言不讳：“我为你付

出那么多心血，帮你建立自己的事业，若是你滑
雪折断了骨头，那么我这些年的投入就会化为乌

有。”
陈美 12 岁开始发唱片、巡演后，母亲就辞去工

作专职担任她的经纪人。管束更为严格，交什么朋
友、去哪里度假、穿什么衣服，全由母亲说了算。尽
管在母亲掌控下，陈美名利双收，但却苦不堪言。

因此，21岁生日到来之前，陈美炒了妈妈的鱿鱼，
不再让妈妈担任自己的经纪人。

陈美的经历引发争议，有人称强权教育要不得，逼
迫孩子学琴固然会有成效，但可能也有孩子反叛的风险。

陈美的经历引发了网友关于教育子女的讨论。有人认
为陈美妈妈的严厉教育有必要，“毕竟要成功都要艰辛付
出”。然而也有人持反思态度，“每个孩子到了青春期，都
会反叛，这是人生的必经环节。我们对孩子之前的教育，
就是为了让他届时即使反叛，也能往好的方向发展。在那之
后，你所能做的甚少：观望、喝彩、提供一个随时可以回来
加油的港湾。”

陈美说，“如果没有从小学琴的经历，我肯定不能像现在
这样很好地面对比赛带来的压力。滑雪和演出一样，都有最
后期限，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再做准备，那么从小训练带来
的经验便会发挥作用。”算是从侧面肯定了学琴对自己目前爱
好的帮助。

陈美成了知名的小提琴家，之后又能重新拾起儿时的梦
想，并获得成功。她说：“我已经在音乐上做了很多，但我的
生命中还有很多事要做，可能会有浪费时间的风险，但有时这
是必要的。你只有一次生命和一个梦想，而这就像是一种呼
唤，现在我将去尝试一份新的激情，并且要为之努力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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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航

俗话说，爱情无国界。跨国婚恋证明，情感可以
跨越文化与种族的藩篱。然而，除了谈谈情、说说
爱，生活更多时候是琐碎的“一地鸡毛”。在现实面
前，跨国婚恋难道只是“看起来很美”的童话？日
前，笔者访问了几位英国华裔女性，看看她们的异国
恋情感经历。

李雪琳：“爱管事”的中国媳妇

2012年7月，在英国侨界非常活跃的浙江联谊会
会长李雪琳与英国上议院副议长和副主席麦克·贝茨
勋爵喜结连理，侨界各方纷纷祝贺。如今，一年多过
去了，两人婚后感情仍在升温，可谓夫妻典范。

情人节时，贝茨又特地给“爱管事”的李雪琳准
备了一个惊喜——去毛里求斯度假，也作为她50岁的
生日礼物。李雪琳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婚后，两人的生活很充实。已在这片土地上生
活了 25 年的李雪琳很习惯英国，这段跨文化婚姻倒
是对于贝茨的生活有挺多改变。比如他原本不喜欢
拍照，但是华人会在很多场合拍照合影，他也慢慢
理解和尊重。贝茨在婚前就对中国感兴趣，如今他
更加喜爱中国，他有着英国上议院职位及贵族身
份，也能为在英华侨华人更好地发声。夫妻两人共
同努力，为中英两国政府、企业和机构之间的交流
合作做了很多贡献。

夫妻两人生活融洽，很少吵架。不过有一次，一
向绅士风度的贝茨却着实发了大火。当时伦敦奥运会
刚结束，中国企业家代表团来英访问并在英国国会召
开讨论会，夫妇两人准备参加。而李雪琳的家人也刚
刚参加完他俩的婚礼准备回中国，可原本订的出租车
因封路走不成了。贝茨听说后，马上表示不去参加活
动了，执意要开车送李雪琳家人去机场。而李雪琳认
为，参加会议的都是中国企业界的风云人物，机会难
得，不能缺席，她的家人会理解。虽然之后两人另找
了出租车并赶去参会，但是贝茨闷闷不乐许久。在他

看来，任何活动都比不上家人重要，家人一定要排在
第一位。两人之后也对这个问题讨论了很久，避免再
出现分歧。

朱小久：中西观点交锋自得其乐

朱小久是英国知名华人女律师，也是著名爱国将
领张治中将军的外孙女。谈起和新西兰丈夫凯江的认
识经历，她很感慨地说，1989年她在美国做博士后期
间，陪表妹到英国见表妹的男朋友，而凯江正好是表
妹男朋友的室友，他们就在那个时候认识了。

之后，在凯江穷追不舍和浪漫情书攻势下，朱小
久被感动，两人不到6个月就决定结婚。如今，即使
结婚超过 23 年多了，凯江还是保持着一贯的浪漫情
怀，平时经常送一些鲜花之类的小礼物给朱小久制造
惊喜。不过，他偶尔也调侃说不送花了，要跟中国男
人那样送袋大米给朱小久作为礼物。在凯江眼中，中
国男人可能不够浪漫，比较实用主义。朱小久说，

“相对而言，很多中国男人的浪漫方式是给妻子准备
很多好吃的。”

不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走到一起，不免也会有
些不习惯和摩擦的。“最大的差异应该是饮食习惯”，
朱小久说。比如朱小久表妹的丈夫就不喜欢吃中餐，

“经常忍不住自己跑去吃汉堡薯条”。不过凯江还好，
可以吃中餐。“但是他喜欢吃土豆，而我不爱吃。他
一做土豆，我就不怎么吃。”

赵雪湄：说到底还是柴米油盐

英国河北同乡会会长、资深媒体人赵雪湄，上世
纪90年代中后期来到伦敦就读传媒专业，在兼职工作
的公司，她认识了英国人M。

赵雪湄和M在两年后结婚。婚后，赵雪湄在英国
坐月子时，母亲和婆婆两人在英国一起照顾她，但两
人只能用手势交流。起初，传统的英国婆婆对于“坐

月子”这个中国习俗毫无概念，一听说不能下床、不
洗澡，显得特别惊讶。但婆婆也尽力配合这个习俗，
帮忙打扫庭院。赵雪湄回忆说：“不过，生完孩子第
二天她就叫我跟她一起去逛市场了。”

在养育孩子方面，也有不少文化冲突的趣事。比
如，有一次孩子发烧，赵雪湄把孩子抱到床上，盖上
厚厚的被子，捂得严严实实。丈夫见状，为了更快降
温，却连忙把孩子从床上抱到浴缸里，放上冷水，还
搬来电风扇吹。赵雪湄发现后，又急忙把孩子抱回了
被窝。这个中英习俗差异，不仅使夫妻两人吵了一
架，也让孩子颇为受罪。

不过，赵雪湄至今还是觉得中国的方式比较正
确。谈起中英两国男人差异，赵雪湄觉得，“中国男
人相对来说比较以自我为中心，而英国丈夫会给妻子
很多空间，比较绅士。”在中国拍结婚照的时候，她
和丈夫也都站在两边，长辈们坐在中间；而他们在英
国的结婚照则是所有人围着他们夫妻两人站。“可能
中国比较注重长幼有序，侧重点不一样。”赵雪湄总
结道。

刘璐：理解对方文化会为爱情加分

2月14日，英国华裔女装设计师刘璐第六次
参加伦敦时装周，发布她的个人品牌——LuLu
Liu 的马年秋冬款设计，而这一天也是情人
节。说起与自己相识多年的英国籍老公，这
位“事业型女人”的脸上洋溢起幸福的笑
容。

刘璐 17 岁时到日本留学，在此期间
她结识了从事 IT 业的英国籍老公，因为
老公对东方文化有一定了解，所以双方
文化差异相对较小。谈及爱情观，刘璐
很坚定地认为，既要坚持做自己，也
要在两个人实现梦想的过程中找到平
衡点。她非常庆幸老公对自己事业的

支持。
虽然刘璐在事业方面相对独立，但她骨子里仍是

个很传统的中国女人，她认为，两人约会时，男方请
客是对女方的尊重，因而不能接受AA制。

刘璐说：“两人相处，用心才是最重要的。”节
日、生日和纪念日，他们都会为对方准备礼物，并附
上写有深情寄语的卡片。让刘璐最难忘的一
个礼物是在生完小孩的当天，她收
到 了 老 公 精 心 准 备 的 花
束，这是她生平见过
最 大 的 一 束 鲜
花。

当华裔女性
遇上异国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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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西班牙绝大部分中餐馆的生意都很红火，订餐的人
不计其数，就连老外也跟着凑热闹。

西班牙人老安是个中国通，这些年他经常往返于中国与西
班牙之间，几年前，他还领养了一个中国小女孩。春节期间

老安就在陈老板的饭店订餐。他认为，“要体验中国传统美
食，还是去中国。在西班牙的中餐馆，只是中餐文化的一
种延伸，菜式和口味比较单一。因为公司的事务脱不开
身，没办法领着女儿去中国过年，但让女儿在这边的
中餐馆感受一下春节的氛围还是有必要的。”

因地制宜

陈老板对于西班牙中餐菜式的创新深有体会，
他说：“创新是需要投入和付出代价的，从新菜
式、新口味的研发，到得到食客们认可，需要一
个过程。这等于要改变客人们对已有中餐的认
知，不是说变就变的。就算高薪聘请国内有名的
大厨来，对于普通的顾客来讲，能否接受尚未可
知。搞不好还可能适得其反，老客人不接受新口
味，新客人的习惯还没培养起来，创新就半途而
废了。”

紧接着，陈先生还分析了中西两国中餐市场
的差异化，“在中国有积累了千百年的饮食习惯和
文化氛围，中餐市场是十分成熟的，任何一个菜
系都有大批拥趸。这个基数是西班牙无可比拟
的。假如我在北京开个湘菜馆，大家很容易认可，
并且大概知道湘菜以香辣为主的特点，好这口的自
然成为我的顾客。这个推介几乎不需要多少成本，
无需言传，招牌一挂出来，吃客们就心领神会了。
在西班牙则很难实施，没有那个群众基础，就算长篇

大论把湘菜的优点介绍一遍，你还得考虑老外能接受
多少呢。文化内涵的影响力，不是一份说明书就能移

植进老外思想里的。老外也有尝鲜的冲动，但过了那个
冲动期，还是会保持原有的饮食习惯。”

谈及“道地”的问题，陈先生笑称西班牙的中餐也是

“因地制宜”，任何一家中餐
馆做出来的都是“道地”的
西班牙中餐，只要顾客盈门，
便足以说明味道、品质、服务
都符合当地消费者的真实需
求。

潜移默化

从老饕的角度来看，在西
班牙这片土地上寻找“道地”的
中餐，无异于缘木求鱼了。但无
可否认的是，西班牙中餐没有停
止创新的脚步，一直都在寻找和
培养契合市场需求和欧洲文化的创
新机遇。

亚洲餐的兴起，用多而全来吸
引食客们的目光，即便不算中餐的创
新，也是一个十分成功的商业模式，
同样也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以现在西
班牙中餐的现状来讲，与 20年前相比已
经有了很大不同，川菜馆、粤菜馆、东北
菜馆都有了各自的舞台，呈现出多样化发
展的趋势，尽管影响力还不够大。

其中道理不言而喻，西班牙华人移民的构
成，80%来自浙江，中餐馆自然以浙江菜为
主，但随着北方地区的华人涌入，浙江人开的餐
馆里也出现了北方炖菜。由此可见，中餐的继承
与创新是根据市场变化、消费者用餐习惯和口味而
来的。一家餐馆川菜做得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来这
里吃饭的四川人多，对家乡菜的口味要求比较严格。当
求大于供的时候，餐馆老板才愿意花钱聘请更专业的大师
傅，做出更“道地”的家乡菜。与之相反，如果进来的食客
大部分都是西班牙人，根本吃不出川菜和湘菜的区别，无论老
板如何推介和打折都会失去意义。

不断创新的西班牙中餐不断创新的西班牙中餐
司徒希夷

理解对方
文化，能为爱
情加分。

陈美陈美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