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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华侨华人数量在 2万左右，他
们大多受教育程度不高，多以开服装、百
货商店和饭馆为生，许多人对子女中文教
育都十分重视，认为中文是和祖 （籍） 国
保持连接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的传承要
靠中文这一媒介一代一代传下去，不能断
了根。然而，葡萄牙中文学校并不多，多
以个人办学为主，包括规模最大的里斯本
中文学校在内，大都发展艰难。

在葡萄牙北部的波尔图和科英布拉
市、首都里斯本附近的塞图巴尔市以及南
部的阿尔加夫地区都有中文学校，但规模
不大。目前，葡萄牙规模最大的当属位于
首都的里斯本中文学校，共有不同年级的
600多名华裔学生和100多名葡萄牙学生。

里斯本中文学校属于私人办学，说是
学校，其实更像是语言培训班。建校十余
年来，一直是长期租用一层公寓楼用作部
分教室及老师的办公室，周末又要借用附
近一所当地学校的教室上课，教学设备简
陋，电脑及幻灯机等教学设备也要在两地
间频繁搬运，十分不便。学校没有操场。
在北部科英布拉和南部阿尔加夫的两个教
学点也是租借教室上课，由校长陈晓红统
一管理。

虽然条件艰苦，但学校师生大都热情
较高，而且华侨华人家长也倾力支持。有

些家长从外地驱车一、两个小时送子女到
学校学习。这些家长说，作为华裔子女，
如果成为“香蕉人”，将是十分令人遗憾
的事情。

四年级学生张天宇的妈妈开餐馆，每
天都会早早关了餐馆，送孩子来学中
文。她说，孩子从在中文学校的第一节

课就喜欢上了中文，在家里全部用中文
与家人交流，学习积极性高。记者发
现，小天宇的口语与国内小学生无异，
丝毫看不出他是土生土长的葡萄牙华
裔。即兴阅读两段中文时，他也表现流
畅。陈晓红说，天宇是为数不多的听说
读写水平都不错的孩子。

里斯本中文学校教师孙明晖说，学校
能发展到今天，与陈晓红校长的坚持和奉
献精神分不开。她说，学生目前每周仅上
两个小时的课，老师运用多媒体教学，采
取不同形式，因材施教，并及时调整教学
内容，让学生觉得所学内容难易适中才能
始终保持浓厚的学习兴趣。

孙老师还说，由于学校办学资金严重
不足，教师人数少且工资低，人员流动
大，不利于推广中文教学。学校面临的最
大困难是没有固定校舍，无法营造好的中
华文化氛围吸引住华裔学生，建造一个全
新的全日制中文学校是学校全体员工多年
的梦想。

陈晓红说，在不同国家中文学校学生
参加的一些夏令营活动中，里斯本中文学
校的学生中文水平最高，学生的中文成绩
好，让她感到十分欣慰。

目前，中文教育被纳入当地教育系统
的仅有葡萄牙中北部阿威罗行政区圣若
昂-达马德拉市，当地教育部 2013 年 7月
正式批准该市所有公立小学在三、四年级
开设汉语课程，并将汉语课首次正式纳入
学生必修课。目前，该市有 600多名葡萄
牙小学生在学习汉语。任课教师由阿威罗
大学语言文化系精心挑选的一位中国老师
和一位葡萄牙老师合作完成。

委内瑞拉华人传递青奥会火炬

本报5月26日电 委内瑞拉华人文联24日在首都
加拉加斯举行“南京青奥会网络火炬传递仪式”。华人
文联主席钟永照、副主席方健新和郑海燕、委京中华
会馆主席梅其羡、《委国侨报》 常务副社长郑周惠娴、

《南美新知》杂志社社长余腾波以及华人文联部分成员
和一群华裔青少年参加了此次活动。

旅美书画家作品海口开展

中新社海口5月21日电 “璀璨中华故土情–易至
群书画作品展”21日在海南博物馆开展，共展出书画
家易至群近年来创作的书画作品共80多幅。易至群于
2002年旅居美国，近年回归海南，潜心创作。

展出的作品中，包括海南题材的《海瑞》、《五公》、
《黎苗风情》、《木棉红》，大型主题创作《璀璨中华108图》
和历史文化题材《天国神游图卷》等巨幅作品。

广西侨资企业捐资助学
中新社桂林5月26日电 广西桂林侨联消息，桂

林市侨联主席叶涛会同全国侨联委员、桂林市侨资企
业联合会会长陈隆魁，近日到灌阳县黄关镇正江小学
开展捐资助学献爱心活动。

当了解到村小学球场由于多年失修地面损坏严
重，影响了学生们的体育活动和健康成长问题时，桂
林市侨联立即与陈隆魁商量，决定在“六一”儿童节
即将到来之际，为学校捐赠1万元资金用于修建球场，
帮助同学们好好学习，为实现脱贫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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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帝王行动”始末：

噩梦·抗争·反思
本报记者 杨子岩

复盘是为了回忆、分析、反思以至从中得到启示。随着“帝王行动”

系列案的开审，围绕在华商周围的一切迷雾将最终得以散开，露出事情本

来面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虽有失实之处，但欧洲华商的生存环境、经营

观念、公关能力、自律缺失也暴露无遗。飓风过后，一片狼藉已成永远的

记忆。难题在于，如何通过反思来树立一种新的形象。

海内外侨讯

当“香蕉人”邂逅中国武术
崔安琪

5月23日，70名华裔青少年学生完成了在祖籍地福
建泉州54天的“习武”之旅，返回菲律宾。临行前，孩子们
畅谈了“习武”的激动心情，“中国武术太酷了”、“我好喜
欢中国武术”、“我还想接着学新的武术招式”，孩子们欣
喜的声音此起彼伏。

对于这些长期生活在海外、远离侨乡故土的华裔青少
年来说，中国武术是神秘与传奇的象征。在风靡全球的功夫
片中，中国武术的刚柔并济给他们留下了深深的记忆，也激
发了他们无限的好奇。这次以习武为主特色之一的中国寻
根之旅，不仅激发了他们对中国武术更浓厚的兴趣，更是让
许多以前对侨乡故土感情淡漠的华裔青少年首次感受到了
侨乡人文风光的魅力，对侨乡心生无限眷恋。

这次的“习武”之旅，是由国侨办、省侨办和泉州市
外侨办共同主办的“2014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
之旅’夏令营——福建泉州营”活动的重要一环。夏令营
期间，泉州的武术教练们亲身示范并指导华裔青少年学
员学习中国武术，领略中国文化，感受侨乡的风土人情。

在各地侨办单位对华裔青少年返乡学习中华文化
的支持之外，旅菲华裔人士的支持也从未停歇。他们希
望华裔青少年通过在故土的亲临体验，在所见所闻中感
受故里的魅力，从而爱上故里。

自2001年以来，旅菲晋江乡贤陈永栽博士和陈延奎
基金会已连续14年组织、赞助菲华学生夏令营到祖籍地
学习中文，感受中国文化，参加的营员累计已达9993人。
今年共有620名华裔学生参与，其中70名学生选择了泉
州南少林国际学校。

在泉州集中的学习与训练，让华裔青少年对中华武
术有了更深的了解。5 月 23 日，他们在训练馆展示了学
成的中华武术套路，他们的动作整齐一致、快速有力，朝
气无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华裔青少年不远万里，踏上回
家的路，探寻祖籍地的历史文明，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
精深。他们在或豪迈或飘逸的中国书法中感受华夏文化
的深厚底蕴，在妙趣横生的民间艺术里品读中华文化的
丰富才情，在刚柔并济的中国武术中体验一招一式所蕴
含的无穷魅力，这一切，让侨乡这个曾经遥远而陌生的
名字在越来越多的华裔青少年中愈发清晰而美好。

那是他们父辈心心念想的地方，更是他们永远的故
乡。

10余载 葡萄牙中文学校艰难走过
章亚东 马洁君

华盛顿时间 5 月 24 日，为庆祝 5 月亚太裔传统月，
美国华人在首都华盛顿举行首届中国周文化节，展现精
彩纷呈的中华文化。图为一名华人少女载歌载舞，表演
中国少数民族舞蹈为中国周文化节助兴。 德永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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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 2014 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
夏令营部分成员合照。

日前，西班牙五台再次播出辱华节目。在某种程度
上，这种歧视虽然和“帝王行动”没有直接联系，但不
可否认，经历了“帝王行动”的冲击，华人形象已经受
到了损害。

风云突变

“早就说过，我们的媒体不要先下结论，西班牙警方
在没有掌握证据的情况下，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电话
那头，一位西班牙资深媒体人在接受采访时情绪显得有
些激动。

今年3月底开始的审判经过一个月的庭审已经尘埃落
定。日前巴塞罗那法院对一位涉案华商进行了宣判，认
定该华商犯有两项税务欺诈罪名。

有些华商确实有罪，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2012年10月16日那次名为“帝王行动”的大扫荡

中，西班牙多地携手合作，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巴斯
克大区等地展开了逮捕行动，捣毁了一个“以华人为首
的犯罪团伙”，近百人被逮捕，包括几十名华商。

浙江青田华商高平成为“核心人物”，而此案之巨，
有媒体曾爆出有皇室成员也参与其中。其间高平的获释
与再次被捕更让人猜测，此案还与西班牙高层有所牵连。

在举世震惊之余，西班牙媒体并非客观，甚至推波
助澜。在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一边倒地配合警方、检
方的指控。“对此案的探索和社会灌输，甚少报道嫌疑人
或第二立场的解辩，即使有零星的解释，多被媒体予以
一个不利或不成立的结论。”西班牙《华新报》社长叶岩
松说。

按西警方单方面的说法，涉案人员面临有组织犯
罪、洗钱、偷税漏税、恐吓、侵犯公民权利等 13 条指
控，涉及的金额高达每年2亿至3亿欧元。

“实际被捕华商主要是洗钱、偷税漏税和组织犯罪，
其他所谓的贩毒、贩军火、组织卖淫、敲榨勒索等等都
是莫须有的。从现在解密材料来看，无新的内容。”正在
浙江青田的西班牙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徐松华电话告诉
记者。

一个传遍全国的镜头是警方把缴获的黑钱现金，一
捆捆装满了整辆购物车，场面让全社会吃惊，甚至有人

编出歌谣传播。
这种渲染让华商及华人的形象大为受损。舆论的偏

颇第一时间几乎把华商华侨描绘成不纳税、专事偷税漏
税的黑社会群体。

“形成的社会主流偏见是认为西班牙华人都很有钱，
都在偷税漏税，都有黑工和不正常的商业活动等等问
题。”叶岩松说。

合理维权

华人社会对涉案人员的罪行并不避讳。
“许多华商都有瞒税行为。例如把一个真实货值10万

欧元的集装箱的申报金额大大减少以逃避税率为21%的增
值税，这样的瞒税做法很常见。”叶岩松说，但这只是少
数人的行为，却被媒体渲染成了群体行为。

飓风似的“帝王行动”对华商及华人社会是个巨大
打击。“社会上对华人更加歧视，华商生意受挫，海关检
查从严，罚款加重……很多华人离开，有些店铺关闭，
有些人去南美、非洲另觅他路，有些人回国……”徐松
华说。

恢复旅西华人的名誉形势严峻。“我们组成维权小
组，进行了200余场的说明、抗议、投诉、澄清，华人媒
体也是据理力争。”徐松华回忆。

但接受采访的西班牙侨胞也在反思，为什么发端于
上世纪 90年代的中国商品市场一直没有出事，但在近年
遭受“袭击”？

当然，这场行动存在着举措过激、言辞过激等问
题。我们也可以质疑“帝王行动”，是否包含诸如“排
华”等不良动机。但是我们却无法改变“苍蝇不叮无缝
的鸡蛋”这样一个事实。

“我们身上的陋习被人轻视、不合理的恶性竞争、损
害了当地居民的利益、加上部分华人的土豪心态，露
富、显富给人造成反感，这都说明自身不足和融入当地
社会的欠缺，回报感恩当地社会的不够。”徐松华分析。

理性对待

在危机中，许多侨胞都把华商的困难归咎于两大原
因，一是西班牙经济不好，二是西班牙人“排外”。“但
把各种各样的‘检查’或者把西班牙政府上升到‘排
华’的高度就有些牵强了。”上文提到的资深媒体人强
调。

从一个大的背景下看，发端于上世纪 90年代，以华
人经营为主体的欧洲中国商品市场，当体量尚小时，经营
上出现一些违规陋习，往往不会被人注意。但随着实力的
增强，此刻的管理水平高低、法制操守优劣、商业诚信与
否，就完全有可能被人拿到显微镜下放大几十倍研究。同
属不规范的经营模式，彼时，只是违规；此刻，已构成犯罪。

“帝王行动”就是在此社会背景下的产物。
“客观上讲，西班牙人对华人还是比较友好，只是少

数‘红眼病’的人心态失衡，这需要华人社会多组织经
济文化交流活动，消弥当地人对华人的偏见。”

这位不具名的侨胞在接受采访时说，帝王行动并非
坏事，这有利于西班牙华商的经营模式从混乱走向健
康，短期来看利益受损，但从长期来看是有利的。

“现在开店的又多了起来，对中国人来说，这些都是
暂时的，经过此次行动之后，经营规范了很多。”有侨胞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