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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陋习“恨铁不成钢” 扬善举“好事要留名”

华媒为华人重塑形象
本报记者 高 炳

揭陋习“恨铁不成钢” 扬善举“好事要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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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欧浪网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近八成旅西华人没有对垃圾分类的习
惯。究其原因，大多数受访者称之“太麻烦”。相比于报道中极具环保意识的西
班牙小孩，欧浪网直斥“华人的生活习惯依然老旧不堪”。

近年来，华人陋习屡遭华媒曝光，折射出海外华媒“恨铁不成钢”的焦急
与无奈。然而，若有华人“出人头地”，华媒纷纷在第一时间报道，不吝赞美之
词。这些“揭恶扬善”的批评与赞赏，正是海外华媒竭力提升华人形象的最佳
注脚。

反 思

纽约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是周边民众健身、
休闲的重要场所。去年 8 月，一支华人舞蹈队却
打破了这里的宁静。据美国《侨报》报道，公园周
围的居民不堪伴舞音乐的骚扰，在屡次抗议无果
后报警表达不满，排练领队随后被警方铐起来并
收到传票。虽然法官念其初犯而做出销案处理，
但华人噪音扰民进而招致怨怒，着实令人难堪。

“广场舞”并非个例。一些华人在公共场合
的其它不良行为也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泰国

《世界日报》 日前报道，一批中国游客在清迈大
学校园内搭帐篷过夜，并在地板上随意涂画，

“在以清静为主的清迈府显得特别突兀”。该校的
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0%的受访者表示中国游客
插队、吸烟、乱扔垃圾、大声说话等不文明行为
令人厌烦。

“广场跳舞音量扰民是法律问题，不遵守法律
必然会遭到制裁。此外华人还应尊重当地民众的
习俗习惯，避免引起族裔纠纷。”美国侨报网专栏
作家一娴在华文媒体刊文反思华人的不文明行
为：“华人需要一种反求诸己的精神，在文化精神
层面反思自己存在的问题并付诸行动。华人社团
和政治人物更应把诸如华人区的卫生整改、提高
华人民众的文明修养当作重要的事情去做。若每
一个华人都从自身做起，进而影响身边人，总有一
天华人会呈现出非常正面的形象。”

赞 赏

近半年来，两位日本华人舍身救人的壮举受到当
地主流社会和华文媒体的高度关注与赞赏。

去年 9月 16日，一名 9岁日本男孩在大阪市的一
条河边玩耍时不慎落水。正在岸边跑步的中国留学生
严俊 （左上图） 见状，立刻跳入河中抢救。首试未果
后，严俊接过周围人递来的绳子捆在腰上，再次跳入
河中，最终在下游 300多米处救起男孩。严俊的壮举
感动了整个日本。11月1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其
官邸接待了严俊，并亲自送上感谢状。

“日本社会多年来对华人存在一定偏见，此次事
件对改善在日留学生形象和中国形象都有正面意
义。”《日本新华侨报》 总编蒋丰称赞严俊见义勇为

“弥足珍贵”。
危急时刻，旅日华人付鸿飞 （左下图） 同样奋不

顾身。去年 12 月 22 日，一名日本乘客在车站跌落轨
道后陷入昏迷，在对面站台的付鸿飞迅即跳下站台，
在电车进站前救起落轨男子。不到 1分钟后，列车呼
啸而至，此时付鸿飞选择悄然离开。

事后，相关部门四处寻找这位热心人。今年 1
月，“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付鸿飞表示，自己觉得救
人理所当然，没有必要留名。但为了不给一直寻找自
己的消防署带来麻烦，也为了“改变日本人对华人的
印象”，他决定站出来。日本 《中文导报》 高度赞扬
付鸿飞舍己救人的感人事迹，称其为“继严俊之后又
一位华人英雄”。

引 导

华人表现迥然相异，华媒报道褒贬分明。
对于一些华人的负面形象，暨南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副教授彭伟步撰文指出，除了要强烈表
达华人权益不受侵犯的声音外，华文传媒还应
反思华人的行为，在文化交流方面做更多的工
作，使华人更好地融入社区。

身处海外，华人常因文化差异与当地民众产
生不必要的误解与摩擦，进而影响族群形象。因
此，华文媒体对受众的教育与引导必不可少。

以“小费”这一中外文化差异的典型代表为
例，南非华侨新闻网为华人支招：“在南非，绝大
多数服务员的工资水平非常低，所以额外的小费
收入是他们最好的经济来源。通常，南非大型公
共场所的小费标准有一个不成文的指标，一般不
低于10%。”文章呼吁当地华人培养起小费意识，
在生活中尊重当地的“小费文化”。

在彭伟步看来，华文媒体要充分利用传媒
的教育功能，履行社会缓和剂与粘合剂的作
用，帮助受众了解不同族群的思想观念、价值
取向、道德标准以及宗教政治信仰。华媒应扮
演好“文化使者”的角色，展现华人与人为
善、与异族共同发展的美德与愿望，从而提升
华人包容、博大、负责任的整体形象。构建提
升华人形象的文化传播平台是当前华文传媒的
重要任务之一，也是现时期的重要使命。

▲严俊在中国驻日使馆举行的表彰仪式上发表感言。
图片来源：日本新华侨报

▼东京消防厅北多摩西部消防署向付鸿飞颁发感谢状。
图片来源：日本中文导报

自 3 月 25 日晚开始，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欧洲之行进入“法国时间”。法
中共同庆祝建交半世纪的恢弘背景，习
主席在法媒上刊发的 《特殊的朋友，共
赢的伙伴》的署名文章，“新科”中国元
首首站造访老一代新中国缔造者们曾经
勤工俭学的里昂城的安排，给此次他首
访法国平添一层看望老友、“故地”寻
根、抚今追昔的历史氛围。

历史的厚重叠加在双方今天友好交
往的强烈愿望上，映衬出法中“朋友”
关系的“特殊”。

习近平此次法国之行，可谓亮点连连：
造访中法大学、戴高乐基金会，在戴高乐塑
像前鞠躬；出席纪念两国建交50年系列活
动，唤醒民众对特殊朋友的特殊记忆；带来
180 亿欧元经贸大单，输血疲惫的法国经
济，又彰显某种“雪中送炭”的朋友之风。

但人们或许还是要问，“锦上添花”
在哪里？

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在里昂接待习近平
的晚宴上，曾经引用中国唐诗“欲穷千里
目，更上一层楼”，表达对习主席此访提升
两国关系的期待。但已经是老朋友的法中
特殊关系，已经是“全面战略伙伴”的法中
关系，更高的“一层楼”在哪里？怎么“上”？

我们认为，以下三点标志着习主席
此访使法中关系跃上新高度。

首先，在两国元首会谈后发表的“联
合声明”中开宗明义，在“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前，加上“紧密持久”四个字。

“紧密”，可以从去年奥朗德总统访华提出
的“年年峰会”立即为习主席响应看出端

倪；“持久”则透露出双方不因一时一地
分歧改变关系走向的共同诉求。也就是
说，法中关系进入了登高望远、“长线”
操作的新阶段。

第二，在习奥会上，奥朗德表示，相信
习主席这次访问将为两国合作注入新活
力，推动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成为法中
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而习近平则为此给
出了使之实现的“方法论”：“始终视对方
为优先战略伙伴，增进互信，支持对方发
展理念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始终视对方为优先战略伙
伴”，是全新提法，且意味深长。其“深”在
于“优先”，其“长”在于“始终”。这无疑是
两国关系“更上一层楼”的关键所在。

第三，习主席此访多场讲话，对“文
化”与“文明”的阐述，无不浓墨重彩。
一方面说明习主席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另
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对法国文化的敬重。习
近平正是以兼收并蓄、各取所长的开放心
态，看两国文化的优势互补，将为未来关
系提供“持久”发展的养分。

习近平不止一次在讲话中用孔子
“五十而知天命”比喻今天的两国关系。
或许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解读：两国朝野
隆重纪念 50 年前的战略牵手是“知天
命”；两国元首共同认为未来两国可以战
略互为优先，文化文明互补，相互信赖
与扶持，结伴而行，也是“知天命”。

旅法华侨华人期待着中法两国人民
在中华民族复兴之梦与法兰西复兴之梦
的寻梦之旅上，结伴而行。

（摘自法国《欧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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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媒 聚 焦 ●西班牙●西班牙华 媒 观 点 ●法国

华社血案频发

3 月 15 日，马德里一家华人食品店商家被一名吉卜赛年
轻人持霰弹枪打成重伤。该消息借助微信迅速传播，震动西
班牙华社。马德里地区的华人食品店一直以来屡遭抢劫，这
已成为华社难以抚平的伤痛。然而，华社将注意力过多集中
在安抚死伤者亲属、谴责抢劫者、呼吁警方加大治安巡查力
度等方面，却忽略了华人自我安全保护意识缺失这一点。

没出国之前，笔者曾看到一篇文章。一名中国留学生在
加拿大某加油站应聘兼职，谈妥待遇后，老板问他：“你上班
若遇到打劫怎么办？”中国留学生一听，毫不迟疑地拍着胸脯
说：“那当然要见义勇为，与劫匪英勇搏斗，保护加油站财
产，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此话一出，老板马上跳起
来：“你一定不能反抗，要乖乖遵照劫匪的要求去做，等劫匪
走了再报警。”中国留学生不解。一些老华侨事后点拨他说，
老板为加油站上了保险，损失的钱财是有限的；但若员工反
抗劫匪，遇到不测，老板代价就太大了。中国留学生听完恍
然大悟，连连感叹在人身安全保护意识上中西文化的巨大差
异。

刚看这篇文章时，笔者只是感到新奇，觉得留学生的想法
并无不妥。直到移民西班牙后，笔者才发现无论在生活习惯还
是思想意识上，我们都没有与旅居国同步，更没有接受海外生
活再教育。前些年，西班牙华社还将“面对抢劫英勇反抗”当
作一种传统美德进行褒奖，但我们的侨胞却为此付出了血的代
价。

改变安全观念

西班牙远东工贸集团董事长黄志坚先生在采访中说，枪
击事件发生后，很多人认为西班牙治安不好，但治安环境差
不过是其中一个因素，对此问题应从多层面分析。

从宏观角度看，过去旅西华人少，发生恶性事件的概率
自然低，但眼下却不同了。华人开店做生意，就要面对这个
社会，这里的刑事案件多少都会摊到华人身上。因此，西班
牙华商面临一个现实问题：作为移民，尤其是作为华人，怎
样学会保护自己？

黄志坚说，对于受害者及其亲人，首先要同情慰问。但
从另一个角度看，更要反思。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扶
危济困，遇到歹徒要见义勇为，这使中国人对偷盗和抢劫恨
之入骨、嫉恶如仇。但是再想想，身处海外社会，就要考虑
在这样的环境下怎样生存下来，不能因为几块钱就大打出
手，或是告上法庭，有些东西需要采取其它方式去化解。表
面看是华人遭遇抢劫，实际上反映出地域文化的冲突以及华

人在经商安全观念上的欠缺。

“融入”仍需努力

黄志坚说，经商安全是广义的，它包括企业财务安全、
人身安全、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安全等，所有这些都应引起
重视。以财务安全为例，华商要懂得相关税法知识，不能游
离于法律边缘，否则会给当地人一种感觉：华商有恃无恐、
随心所欲。若这种印象在当地社会变得根深蒂固，就会引发
抵触，而其反馈效应就是有人针对华人寻衅滋事。因此，要
适时回馈当地社会，去做慈善公益事业。

说到人身安全，就要打破传统观念。面对抢劫等突发事
件，华人要问自己，以生命去和歹徒搏斗值不值？对方有备
而来，而自己是毫无防备的。华人需要思考，在一个环境中
做生意，应该怎样把握跟当地人打交道的尺度？华人应营造
出一种氛围：一旦有人动手，周围居民就会伸出援手。但是
很遗憾，大多数华商一门心思赚钱，似乎社区的事情都跟华
人不沾边。不得不说，这是一种不该有的遗憾和缺失。华人
移民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却跟别人没有生活上的交集，这是
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华人如何跟邻居交流？如何跟孩子交
流？日常生活中很少有华人考虑这些问题。

说到财产安全，很多华人并没有财产保险。如果华人有
人身保险、财产保险，一旦发生抢劫或盗窃事件，保险公司
就会理赔。华人没有了后顾之忧，也不会为一点小钱去跟歹
徒拼命。

“3·15枪击事件”后，华社有识之士强调，事件表面上反映
出治安问题，但实质上却反映了华社积习难改：华人没有接受
海外生活的再教育，观念还停留在国内。这表现在生意上，是
无休止的模仿；表现在生活上，是语言交流的障碍、生活圈子的
封闭、行为与当地人格格不入。如此，华人也就谈不上融入当
地社会，因为华人还不具备最起码的融入的基础。

（摘自西班牙《华新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