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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之道，自古有之。北宋文学家苏轼曾说“善养身
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意思是善于养生的人既能使自己的身
体得到充分的休养，又能够在工作中呈现良好的状态。

炎炎夏日， 海外华人秉承中国传统养生理念，用传统
食材来降暑祛湿，以增加食欲。主妇和耆老们喜欢从药材
铺里挑些药材，回家煲些凉茶或是煲点汤，而年轻人图个
省事，就直接购买包装好的“祛湿汤”药材包。每天喝上
几碗秘制的“防暑祛湿汤”，真是健康又实惠。

美国南加州也劲吹养生风，近年来吃素的华人愈来愈
多，这让坊间素菜馆在不景气中异军突起。其中，拿到洛
杉矶县卫生检查98分的圣盖博御素坊一直主打“素食牌”，
在 160 多种素食中，属于养生系列的就有 70 多种。其中用
红枣、枸杞、淮山等近十种药材小火慢煨而成的养生茶，
广受当地华人的欢迎。当前正值盛夏，当地华埠商家的传
统抗暑药材及食材的销量迅猛上升。

海外华人不仅自己注意养生，还把中国的养生文化推
向非华人圈。旅美华人史勇伟便把养生文化带入了美国的
高等学府。他先后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
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解中国的养生理念，
受到了美国高校师生们的欢迎。史勇伟本人还应邀在美国
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民俗中心等机构发表演讲，介绍养生知
识。

正所谓“智者养生也，必顺四时而调寒暑”。不同的季
节，养生的方法各不相同，需要区别对待。近日，著名中
医养生专家杨金生和程凯以传统中医及保健养生为主题，
为北美的华侨华人送去精彩讲座。杨金生教授从“顺应自
然、养心处事、适度锻炼、管住自己的嘴、注意体质调养
和进行穴位保健”等6个方面讲解养生之道。程凯教授则通
过生动有趣的中医典故，把经络穴位保健养生的知识传授
给大家。

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高路认为，
由于学习和工作生活紧张，很多人无法保证有规律的饮食
作息，都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中。如何养生，已成为人们共
同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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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位于厦大的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犹如过年一般热闹，工
作人员迎来全球20多个国家的60多名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回家”。

这些院长此番“回家”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参加由孔子学院总部主
办、厦门大学第四次承办的外方院长研修班。

“参加这样的研修班，让全世界同行有专门的时间见面交流，实现了自
己最大的期望。”正在研修班学习的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
金发碧眼的王魏萌如是坦露心声。

孔子学院总部于2010年首次举办外方院长培训，地点也是选择风光旖
旎的厦大。王魏萌告诉记者，如今德国学习汉语的人渐渐多了，但汉语教
师很是稀缺。参加外方院长培训，与同行交流寻求解决之道，可以从中获
得很多启发。

因应外方院长们这种需求，本次研修班在活动安排上特意为其“量身
定做”：集研修、交流、体验于一身，设置主题讲座、案例分析、参观访
问、文化体验、交流对话等丰富多彩的内容。

这样的安排让参会院长们大呼过瘾和实用。孔子第七十五代孙、美国
孟菲斯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孔祥德告诉记者，几天下来，他做了很多笔记，

“十场专题讲座全部由中外知名专家开设，涉及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孔子学
院的管理运作、跨文化交流等热点和主题，真是受益匪浅。”

由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于2008年在厦大设立的这一机构，一直致力
于打造一个集培训、咨询、教学等全方位服务于一身的汉语国际推广综合
性基地。历经多年耕耘，如今，南方基地雏形已具，成效日显。

在外方院长们眼中，这个基地更像是其后勤保障部，随时提供着一点
一滴的具体帮助。美国特拉华大学孔子学院院长陈建国向记者表示，平时
但凡有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向南方基地/厦门大学孔子学院办公室“求
助”，“这里就是我们后方的家。”他说。

无论居住在哪里，各国华人新生代有意识或无意识
都会面临文化“归属”的问题。

海外华人出生在国外，成长在国外，回到中国后难
免会遇到身份认同的困扰。

身份认同困扰多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在世界范
围内的影响扩大，越来越多的“华二代”陆续选择回国
读书、工作或创业，但他们的华人背景却给他们带来了
身份认同的尴尬。

回浙江工作了5年的英籍华人孙艾玛时常有“被夹
在中间”的感觉。她说：“当别人问我的出身时，我说
是英国人，他们看我的外表总会说‘不，你永远是中国
人。’但我说的中文有口音，英文却很地道，他们又会
觉得我确实是英国人。”

虽然有着中国人的脸，但这些“华二代”时常会有
疑问：“我到底是谁？”他们对自我的认同不时会随着他
人的判断而改变。

程查尔斯是出生于纽约的美籍华人，2011年作为海
外留学生来到北京大学就读本科。“刚开始和别人说自
己是留学生时，他们都觉得我是美国人。但时间一久，
可能是因为我的外表，他们又觉得我是中国人。我自己
也搞不懂我到底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我周围的那些

‘华二代’也有着相同的困惑。”查尔斯对此感到不解。

文化差异是主因

“华二代”在国外土生土长，接触较多的是国外的
主流文化。来到中国后，他们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两种
不同文化的交融与碰撞，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会产生
身份认同的苦恼了。

“虽然自称‘华人’，但我从小在英国长大，我的思
维模式和角度都跟中国人不一样，这让我有时候很难和
当地人沟通。”艾玛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显得很无奈。

不仅固有思维难以改变，国内外不同的风俗习惯也
让他们很不适应。

40岁的美籍华人周卡罗尔4年前在北京开了一家蛋
糕店，对中国人喜欢讲价这一现象，她一直难以理解。

“我不习惯讲价，美国人很少有讲价的。”她说，“当他
们为了一个蛋糕跟我讨价还价的时候，我感到我真的无
法融入这里。”

此外，语言往往也是归国“华二代”的一个“硬
伤”。

查尔斯认为：“在中国，像我们这种‘华二代’如
果中文不好真的很难融入集体，别人只会把你当成外国
人。我的中文水平在日常交流上没太大问题，但对一些
成语、俗语以及时下的流行词还是难以理解。”

语言、思维、习惯等方面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文
化差异所致。

想要融入需努力

那么，应该如何帮助这些“华二代”消除身份认同
所带来的尴尬，让他们早日融入中国社会呢？

现在，查尔斯身边的中国朋友几乎都已经把他视为
中国人。在谈到这一点时，他认为找准自我定位非常重
要。他说：“当我和中国人在一起时，我会入乡随俗，
用中国式的思维来理解他们。我觉得关键还是看个人意
愿，到底是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还是以一个中国人的身
份来待人接物。多和中国人接触交流来了解中国社会非
常有必要。”

同时，华人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和引导也不可或缺。
有关专家分析表示，如果华人父母坚持让孩子从小学习
中文，接触中国文化，保有原本的“中国根”，那么孩
子回国后想融入中国社会就会容易得多。

帮助归国“华二代”融入新的环境，让他们放心地
在中国安家落户，更是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亲，小编喊你来投稿啦！
你身边有华侨华人互帮互助、和谐友善的故事吗？
你身边有热爱中华文化、积极宣扬中华文化的小

伙伴吗？
如果你的回答是“yes！”，那么快拿起你手边的手

机、相机或单反，为我们拍下那些温暖可爱的照片
吧。《快拍华人》图片专栏期待与你一起分享美妙的瞬
间。

图片一经采用，就有机会登上我们的报纸哦！很
不错吧？

快来用照片“攻陷”我们的邮箱吧→guojihwb@
126.com

等着你哦~么么哒~

华人华侨部

《快拍华人》征稿启事

“华二代”回国
身份认同遇尴尬

孙莹双

华人圈里华人圈里““养生热养生热””
张 晶

图为包饺子体验 来源：中新网

创业中国·侨界之星

赢，是必须的
——访美籍华人科学家杨大俊

陈 曦文/图

院长回“家”充电
杨伏山 李 静

日前，2014 年中华小姐环球大赛欧洲区总决赛
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大区艾克斯小镇的普罗旺斯娱
乐园举行。来自 7 个国家的 12 位参赛选手在经过晚
装、泳装、问答、才艺、旗袍等几个环节的比赛
后，最后来自法国的刘中擎、英国的傅秋莉、瑞典
的真子·阿莎·瑞特曼最终分获前三名。

左图：参赛选手表演中国传统的舞蹈。
下图：图为获得冠亚季军的刘中擎 （中）、傅秋

莉 （左） 和真子·阿莎·瑞特曼。
龙剑武摄 （中新社发）

旗袍华姐惊艳亮相

这是一个励志故事，也是一个从“草根”变
身“高富帅”，再变身科学家的故事。现在，故事
中的主人公荣获第五届中国侨界贡献奖中的“创
新人才”奖。

卖杂志的“高富帅”

1980 年的广州市街头，蝉鸣让夏天显得更加
闷热。一个 18岁的青年飞快地骑着单车，衣袂飞
扬，清脆的铃音响遍各个街角。他的后座本该属
于一个长发飘飘的女孩，这次却绑着一摞厚厚的
期刊——《家庭医生》。所到之处，杂志皆被抢购
一空。而这个青年，正是这本杂志的创刊人之
一，三年级的医学生杨大俊。这本期刊最高每月

发行量超过300万份。下至街边老妪，上至卫生部
部长，皆是他们的采访对象，在当时和 《读者》、

《知音》、《家庭》等被称为中国文化生活类最知名
的四大杂志。

时光荏苒，当年的青年已经成长为美籍华人
科学家。作为亚盛医药集团公司共同创始人、董
事长，提起大学时候的那段人生创业经历，杨大
俊仍然满脸的激动：“当时一回到宿舍，我们就开
始讨论杂志的事情，怎么编辑，怎么写，采访
谁。经常一讨论就讨论到夜里一两点钟。当时杂
志上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写的。”在他的身上，早
早就显现了创业的天赋。经他的经营和推广，杂
志每年能向校方上交 2000 万元人民币。说到这
里，杨大俊依然有些小小的“得意”。虽然杂志的

盈利全部上交学校，但是凭着编辑费加稿费，在
80年代他就已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高富帅”。

“这段经历扩展了自己的知识，我也从中积累
了许多创业的经验。”“但是我明确地意识到，想
要真正走得远，还是要通过做科研掌握真正的技
术，办实业。”于是，他从中山医学院硕士毕业之
后赴美深造。这一走，就是19年。

橄榄球教练的启示

在密执安大学获遗传学博士学位后，他又在
乔治城大学完成了博士后的学习。在做了两年的
博士后研究工作后，1995 年他在以美国著名的橄
榄球队教练文斯·隆巴迪名字命名的癌症研究中心
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实验室，从事癌症研究工作。
他清楚记得文斯·隆巴迪的名言 “赢不是一个选
择，而是必须要做到的事！”这种将竞争视为常态
的理念影响了他之后的创业生涯。

2003 年，杨大俊与志同道合的王少萌教授在
美国共建了亚生生物医药公司，致力于全新的靶
向抗癌新药的研发。公司从5家著名风投公司获取
近一亿美元风险资金。由于他们把创新作为所有
研究的基础，在新药研发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
最有名的例子是，他曾经以 3.98 亿美元的价格向
国外某著名大型药企转让一个肿瘤新药，这个价
格甚至让还处在金融危机之后低谷的整个华尔街
兴奋不已。

让中国人吃上世界最好的药

杨大俊的口头禅是每句话结尾处都加上一句
“OK”。加入美国国籍的他仍旧保持完完全全的中
国人习惯、神态和想法。在星巴克喝完咖啡以
后，他溜达着回到附近的住处，乍一看就是在无
锡这个慢节奏城市里悠哉度日的普通市民。由于
子女都在美国，一年大概回去个几次，他开玩笑
说：“我们都管回美国叫出差。”

2008 年经济危机让大部分生物医药行业重组
兼并，失去了上市的机会。瞅准时机的他成功说
服了“缺钱”的董事会，成功地把专利权转到了
中国。2009 年，他率领亚生生物公司的其他两位
创始人郭明博士和王少萌博士重新组成一个以中
国为基地的研发团队，在上海张江成立了新公
司，取名“亚盛”。如今，他们已拥有40多项国际
发明专利，实现了以中国为基地的国际创新。

目前他们已经有两个国际领先的1.1类新药向
国家药审中心提交了临床申请。“让中国老百姓能
够吃上世界上最好的药，吃得起最好的药，而且这
个药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这就是杨大俊如今的
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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