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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晚，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
在阿姆斯特丹王宫举行欧洲王室最高级别
的“白领结”盛大国宴，招待前来进行国
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
媛一行。应邀赴宴的共200余人，其中包括
12 名华侨华人代表，他们分别是：杨华
根、林太松、潘世锦、王盟中、黄钺、陈
光平、傅旭敏、黄麒麟、金志刚、胡允
革、费玉梁和胡季普。他们都是荷兰知名
侨领、社团领导，或某个领域表现突出的
人士。本刊对他们进行了采访，听取侨领
们参加国宴后的感受。

同一种心情

高兴、骄傲、自豪、荣幸，几乎是每个受
访者的共同感受。林太松说：“能够参加这
样的宴会，和习主席夫妇、国王夫妇以及前
女王五个人一对一分别握手，对于我们而言
都是百年难遇。”费玉梁表示，“非常激动，这
充分说明了国王对于华人的重视。”陈光平
认为，华人能够应邀出席，“显示了华社地位
的提高，中国国力的强大。”

年纪稍长的侨领对此感受尤深。华人
登陆荷兰百年，今天已与当初不可同日而
语。杨华根说：“几十年前我来到荷兰，荷兰

人对我们的看法和今天不一样。现在荷兰
人更加尊重我们。”作为荷兰最早的华人社
团之一，旅荷华侨总会有着悠久爱国传统历
史。会长潘世锦通过今昔对比，感慨万千：

“荣誉的背后，是祖国的发展，力量的强大。”
陈光平去年曾回国出席侨代会，参加过

国宴，见过习主席。此次再见，感觉相似，却
有不同：“上次是回中国的家，见到祖国亲
人；这次是在荷兰的家，见到来自祖国的亲
人。此次同时见到两个国家的元首，更是难
得。”

傅旭敏担任浙江省政协海外委员期间，
多次见过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但此
次见面级别更高，心情自然也不一样。他形
容这次参加国宴是“沾了习主席的光”。

近距离感受

12 位赴宴嘉宾进入王宫大厅里的长廊
后，通过唱名，与两国元首夫妇和前女王一
一握手。他们对习主席的一致评价是：亲
切、大气、自信。

杨华根认为，“习主席表现非常好，实干，
投入，外交得体。”傅旭敏则从习主席的言谈
中感受到了他的自信，尤其是对于中欧关系
发展的信心。林太松表示，“感觉习主席非常

亲切，甚至不像主席，而像亲人一样。”
黄钺对参加国宴的整个过程观察非常

细微，体会也很独特：一，进入王宫的安检出
乎意料的简单，只是核对请柬和护照，没有
机器对人身检查，说明荷兰社会对于应邀者
的信任；二，作为旅荷华人，同时见到居住国
和祖（籍）国的国家元首，在和他们互致问候
时，分别采用中荷不同的用语和礼仪，比较
独特；三，近距离听到习主席的交谈，亲身感
受到大国领袖的气概，充满自信，气定神
闲。他听到习主席对荷航总裁说：“中国今
后20年运输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你们要
把握好机遇，争取能够形成更多的合作。”这
话说得既有外交风度，又有艺术水平；四，宴
会餐桌上做了充分准备，摆放了两国元首致
辞的中英文稿，但是，主席的讲稿中没有提
到前女王，而在实际讲话中提及。很有可能
是，前女王临时决定参会，更说明了荷方对
习主席到访的重视。

收获与展望

除侨领身份外，陈光平还是荷兰《联合
时报》的发行人。凭着媒体人的职业敏感，
他现场拍下了国宴上的精美餐食，第一时
间发送到微信朋友圈。荷兰乐客网配上文

字说明后，刊登在网上，立即被大量点击
和转发。能够与更多的人分享，大概是陈
光平参加国宴的意外收获。

参加国宴是一种荣誉，更意味着未来
的责任。黄麒麟表示：“作为侨领，今后要
更好地工作，服务华人，促进中荷友谊。”
林太松认为，荷兰政府隆重接待习主席，
不但表现了对于中国的热情友好，同时说
明荷兰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他相信，习主
席访荷之后，中荷经贸文化交流将获突破
性发展。

荷兰华人学者与工程师协会主席金志
刚在国宴上见到了许多荷兰大公司的高
管，发现他们同样认为参加此次活动是一
种荣幸，飞利浦公司总裁甚至遗憾没有和
领导人合影。金志刚说，“我向荷兰首相吕
特介绍了自己，吕特问我，需要我们做些
什么。从他的语气和眼神中，可以看出发
自内心的尊重。当然，他们也希望寻找各
种机会，获得商业发展。”金志刚还在国宴
上结识了阿贾克斯足球俱乐部的市场总
监、著名球星范德萨，两个星期后，他们

将进一步联系，探讨可能的合作机会。

参加国宴，你准备好了吗？

鹿特丹市区议员王盟中认为，参加国
宴不只是一封邀请函，一种荣誉，更需要
相应的知识、能力等各方面综合素质与之
相配。

王盟中认为，“参加国宴，准备好了”
的条件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人须
具有学识、修养等内外综合素质，“不但要
了解荷兰的历史文化、社会现实、时事政
治，还要了解中国各方面的情况，这样才
能具备同时和荷兰人以及中国国内来的代
表团成员交谈的能力。”第二，必须具有自
己的事业，一定的社会地位，才能真正赢
得别人的尊重。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建立
在每个个体地位提高的基础之上，这也是
促使华人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努力开创事
业的动力。

也许，当你拥有了这些条件时，你也
就为下一次国宴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欧洲刊》）

是荣誉，更 是责任
——侨领国宴归来话感受

邵 伯

华 媒 广 角 ●荷兰

家长困惑

美国纽约州将于 4月举行 3至 8年级学生
的州会考。近日，这一常规性考试却引起华文
媒体的关注。

据美国《星岛日报》报道，纽约州去年起实
施更为严格的“普遍标准”，旨在培养学生的创
造性思维，但急剧提升的考试难度使学生平均
成绩纷纷“跳水”。会考在即，华文媒体向华裔
家长“打预防针”：虽然成绩普遍下滑，但华生
仍在领先之列。因此，看到孩子成绩下降时，
家长“不应轻易指责，应该多点耐心”。

报道中虽未直接提及华裔家长对子女教
育的热切期望，但从校方未雨绸缪式的提醒中
便可管窥一二。日前，澳大利亚华社一条新闻
则更为直观地反映出家长们“望子成龙”的急
迫心情：为让子女方便就读周围名校，当地华
人纷纷抢购墨尔本学区房，甚至多付数十万也
在所不惜。

然而，华裔子女离家出走案件近来频发，
同样引发媒体关注。纽约 14岁少女林丹放学
未归，经过警方寻找以及华媒报道，9天后在一
家网吧将其找到，而这已是林丹第 4次离家出
走。家长的殷切期望与子女的表现反差巨大，
让华人“中式教育”再次成为热议焦点。

华媒支招

很多华裔新移民在教育子女时极度重视
考试成绩，对“成功”的评价标准过于单一，显
示出中式教育的巨大“惯性”。是教育方法不

当，还是传统理念束缚？海外华媒从多个角度解答华裔困惑，为家长们支招。
“大马华裔家庭一味追求高等学府深造，期望子女成为医生、工程师等专业人士。”近

日，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批评华社在教育观念上对蓝领技职工作存有偏见。报道指出，
技职行业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应该受到华社重视；华裔家长须摘下“有色眼镜”，摒弃传统
教育观念。

很多美国华裔新移民属于劳工阶层，平日忙于工作。缺乏照顾的子女存在英语水平
较低、学习信心不足等问题。日前，美国《星岛日报》刊发亚洲儿童中心主任薛绮年开出
的“药方”：华裔家长尽量不要辗转各地打工，避免子女不断转校；家长应走进孩子内心，
最重要的是花些时间参与孩子感兴趣的活动，“与子女一同做饭，一同购物，一同做手工，
都是促进亲子关系的做法。”

日本新华侨报网专门开辟了“华童教育”栏目，《家庭教育切勿三个“过度”》等文章为
旅日华人提供不少好点子。

中西交流

身处海外，华裔家长常常纠结于中西教育理念的碰撞，当地华媒以其“双文化”的独
特优势为受众搭起沟通的桥梁。

近日，美国纽约一位华裔母亲用藤条殴打2岁的儿子，随后警方以虐待儿童、恐吓、
非法使用利器等罪名逮捕了该母亲。美国中文电视对此案进行了报道，提醒新移民父母
注意中西文化差异，华人传统的“打是亲，骂是爱”的教育方式在美国行不通。

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两位公立学校校长则直接找到华文媒体寻求帮助。这两所学校
位于华人聚居区，但华裔学生比例一直较低。校方希望通过《欧华报》呼吁适龄华生尽早
入校学习，并转告华裔家长“不必担心语言障碍无法和学校交流”。

与此同时，一些西方独特的教育理念也进入华媒的“雷达范围”，为华裔家长开启“教
子新思路”。一名墨尔本大学生决定休学一年去英国独自闯荡，“之前像个孩子”的他在

“空档年”之后变得独立、成熟。日前，《澳洲日报》从主流社会“取经”，为华人读者推介了
流行于西方年轻人中间的“空档年”理念，令华裔家长眼前一亮。

作为华社的“信息先锋”，海外华媒引导教育、促进沟通、推介理念，表现抢眼。探索
一套华裔教育的好方法，需要包括华媒在内的各方共同努力。

近来，“怀念‘中国式
教育’”、“从英国幼儿园

‘成绩单’说开去”、“拼教
育成为华人家长战略首
选”等报道常常见诸华文
媒体，折射出华裔家长教
育 子 女 时 的 矛 盾 与 困
惑。面对这一难有定论
的议题，海外华媒或引
导，或批评，或直接参与
其中，帮助华裔家长走出
困境。

进入2014年春，经济危机后相对平静的
马德里华人食品店市场再次泛起涟漪。

DIA及 MERCADONA等西班牙知名连
锁超市相继在一些过去华人认为不可能出现
大型超市的街区诞生。而毗邻这些连锁超市
的，皆是以家庭为单位、营业面积无法与之
匹敌的小型华人食品店。

知名连锁店具备市场影响力大、服务规
范、价格便宜、商品种类丰富等优势。在实
力不等的对决中，华人食品店的经营优势几
乎丧失殆尽，原有市场也正在被西班牙连锁
超市蚕食，其情景犹如温水煮青蛙。

“温水青蛙效应”告诉我们，对渐变的
适应性会使人失去戒备。防微杜渐、居安思
危，才能长治久安。最可怕的是在相对安逸
的环境中放松警惕、丧失斗志。纵观目前马
德里地区华人食品店大多数商家面对市场变
化的反应，很有些温水煮青蛙的影子。

缺乏创新经营

经济危机前，华人商家的最大优势就是
利用大型商场及超市打烊后的时间差做生
意。你这边关门，我那边照常营业，商品利
润能翻上好几倍。

那时像DIA及MERCADONA这样的大
型超市多集中在商业干道，并没有普及到居
民街区。华人商家所应付的竞争对手基本上
是华人同胞，拼的是店面大小和经济实力。
遏制对手的常用办法是“肃清外围”：自己
店面周围一旦有店面空下来，马上先入为
主，占着位置不让竞争者抢生意。

但是经济危机加剧后，市场环境的改变
让这些招数不灵了。

首先是大型超市中午不再休息，星期天

照常营业。论综合实力，华人食品店远不是
这些知名连锁超市对手。

其次是华人商家元气大伤，“肃清外
围”的办法捉襟见肘。经济危机让西班牙人
的消费格局产生变化，直接导致DIA等连锁
超市放下身价，在马德里地区遍地开花。

经济危机加剧后，当地人不得不精打细
算过日子，向物美价廉的超市转移。知名连
锁超市一是利用品牌的无形资产与一些生意
较好、营业面积较大的华人食品店联姻，挂
出DIA招牌；二是在一些华人食品店密集地
段开分店，利用自身优势抢夺市场。

守住最后阵地

面对被蚕食的市场，马德里地区的华人
食品店过得并不轻松。

2013 年春天，一家面积 3000 平方米的
MERCADONA 超市在马德里一家社区施
工，而此前该社区只有一大一小两家华人食
品店，虽然还有一家DIA超市，但是规模与

华人食品店不相上下，没有构成威胁。
但是待 2014 年春天 MERCADONA 一

开张，市场形势就变了。小食品店的老板愁
眉苦脸，称自从MERCADONA营业，店里
抛去各种开支所剩无几。

3月27日，位于马德里老城区一个面积
在 600平方米的 DIA超市开张营业。该街区
属于旅游区，此前有 3 家华人食品店营业，
生意火爆。DIA 超市曾经想与其中一家联
姻，但对方给出利润太低，没有谈成。不料
一年后，DIA拿下一个空门面，开张后顾客
盈门，还打出送货上门的新举措。

一位马德里华人商家介绍，知名连锁超
市蚕食马德里华人食品店的趋势早已出现，
因此他们在去年关闭了自己的食品店，与西
班牙连锁超市联姻，借助其无形资产做生
意。该商家称，DIA有37年的发展历史，市
场和影响力“没的说”，商品价格也便宜，
很多顾客都是该超市会员，因此店开起来就
会有客人，而自己新开一家超市则风险太
大。自从超市开张后，附近的华人食品店都
到这里进货，虽然这些食品店并没有马上关
门，但随着市场变化，一些食品店的生意会
越来越不好，经历洗牌是早晚的事。

对此，超级邻居食品批发公司张先生
说，做生意不能墨守成规，商家要时时求
变，在创新中求发展，这是保持生意立于不
败之地的硬道理。

业内人士则认为，华人食品店主导马德
里食品市场格局将不复存在，今后在市场中
扮演的角色功能是拾遗补缺。商家应早作准
备，主动出击，否则就会产生“温水青蛙效
应”。

（摘自西班牙《华新报》）

古琴、汉服、洞箫来到希腊雅典卫城脚下。4 月 6 日下午，
中华传统文化爱好者相聚在遥望雅典卫城的费罗帕波斯山，在
希腊首次举办上巳节雅集，并同时成立专注于中国传统文化传
播交流的公益组织——希腊中华传统文化社。

据介绍，希腊中华传统文化社将会定期举办传统文化雅集和其
他相关活动，同时也会邀请国内的传统文化界人士来希腊交流。

上巳节是中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主要活动是祭奠黄帝、
伏羲，从夏商周开始盛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所讲述的就是
上巳节雅集，其中一个节目是曲水流觞。

当天，去年因工作定居雅典的悦临和乐行夫妇穿上极具民族
特色的传统汉服，以古筝、古琴和洞箫等乐器为在场人士带来了
美妙的演奏，同时还为大家讲解《高山流水》、《良宵引》等著名曲
目的典故。此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希腊人纷纷“上阵”，亚尼
斯表演了他所钟爱的中国功夫八卦掌，马诺斯和狄米特拉分别跟
大家分享了对中医的心得体会以及学习中国书法的故事。

此次上巳节雅集引起了众多途经人士的兴趣，他们纷纷上
前询问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古典乐器的知识，并表示希望以
后能够看到更多这样的活动。 （摘自希腊《中希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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