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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梦想而“疯 ”

在被问到为什么最终选择回国创业
的时候，许晓椿的回答有些出乎人的意
料。

“我们可以反过来想，问问我当初为
什么要出去。”90年代初许晓椿就去了美
国，用他的话说，他们都是追逐着熠熠
闪光的“美国梦”去的。

在美国待了 17年的他获得了美国华
盛顿大学医学院免疫学博士，同时拥有
了美国艾默里大学商学院高级工商管理
学硕士学位，曾先后担任美国辉瑞制药
集团资深科学家和项目经理及两家美国
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研发总监职务。

随着美国的市场越来越不适合独自
创业，他把目光瞄向了中国。 美国生命
健康产业占 GDP 的 16%，中国只占 5%。
看准了中国生命健康产业巨大商机的
他，毅然抛下现有的一切，也放弃加入
美国籍，决定回国创业。

“人嘛，一辈子总要为梦想‘疯’那
么一次。”许晓椿笑着回忆当初创业的那
股“狠劲”。 2008 年，许晓椿在无锡创
建了博雅干细胞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从
事创新药物和干细胞技术的开发与应
用。

一身过硬的技术加上突出的企业经
营管理能力，现在的博雅集团覆盖 8 个
健康产业板块，拥有 27家全资和控股子
公司，2013 年销售额将近 3 亿元。他本

人也获得了第五届中国侨界贡献奖中的
创新人才奖。

打造世界一流的“生命银行”

干细胞有修复和生成所有人体细胞
的能力。“它是对你生命信息的备份。”
许晓椿说。

2009 年，他建立了国际干细胞联合
研究中心。这也是全球最大的干细胞研
究和保存机构，其中能保存 150 万份样
本的干细胞库也是世界最大。 干细胞一
般采自婴儿的脐带、脐带血和胎盘，成
人血液中也可以分离到，但分离成本比
较高。由于保存干细胞是为了以备未来
生命健康遭受重大威胁时的需要，所以
干细胞分离质量非常关键。“国际上，这
个行业的标准非常高。”许晓椿说。为了
保证质量符合世界顶级标准，他聘请的
干细胞库负责人在美国做的就是相关标
准的认证。

“虽然中国已经有不少机构进入了干

细胞分离、研究、保存领域，但全部都
是手工操作。我们将是中国第一家按照
国际 AABB 标准建设的干细胞库，我们
也将是中国第一家采用自动化分离系统
的干细胞库。”许晓椿有些自豪的说。

为自己的健康做一个备份，这是每
个人都无法拒绝的产品。“这将是一个爆
发性的市场，未来的空间在几百亿到上
千亿的规模。”许晓椿对行业的未来充满
自信。

让科学家有名有实值得当

博雅集团能在短短几年内发展到领
先国内企业 3—5年的技术水平，和他的
创新团队是密不可分的。肖瑞平是北京
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所长，NIH 女科学
家顾问，转化医学的先行者之一，同时
她也是博雅集团的首席科学家。

“像肖瑞平这样的科学家，我们这里
不下十几二十个。我只是把一群顶级的
科学家聚在一起而已。”许晓椿说。

然而，是什么吸引了这些一流的人
才？这还和博雅的核心理念有关。“先帮
助对方发展，让对方的技术商业化，让
科学家将技术转化成财富。”许晓椿的语
气很诚恳。

“我经常跟我的科学家们讲，为了下
一代，你们一定要成功起来。成功不仅
包括名声，还包括财富。为什么现在许
多孩子愿意当选秀明星，不愿意当科学
家？有的孩子会回答：‘因为我的父母就
是科学家，他们穷了一辈子。’这样的
话，中国的科学发展就完了。”说到这
里，许晓椿有些痛心。

“这一点上我的美国老板给我树立了
一个很好的形象。不光学术做得好，一
到夏天，还可以开着游艇去地中海度
假，国家地理杂志的人还要全程跟拍。
那个时候我不禁想，这个科学家真是值
得当！”许晓椿笑了起来，“所以，我想
尽量帮助更多的科学家将他们创造的社
会价值变成世界的财富，让更多人觉
得，科学是一个值得追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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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 月 3 日，云南省鲁甸县发生 6.5 级地震。突然
降临的天灾让这个原本在中国地图上默默无名的县城成为
了所有华人关注的焦点。据统计，截至2014年8月8日，地
震共造成617人死亡，112人失踪，3143人受伤，受灾人口
达到108.8万人。

华人反应迅速 纷纷捐款捐物

灾难发生后，海外华人华侨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反
应，举行募捐活动。

当地时间4日清早开始，在救援力量还没有深入灾区之
前，美国旧金山华人华侨就已经开始自发为云南鲁甸地震
灾民进行捐款，短短几小时内就筹到善款3.8万美元。华商
总会会长黄锡海表示，华商总会已经向旧金山警察局申请
集会许可，联合侨界多个组织于10日下午在中国城举办大
型筹款活动。每一个捐款人和每一笔款项都会登记，哪怕
只有10美元，也是一份沉甸甸的爱心。

地震也牵动了加拿大华人的心。蒙特利尔当地时间 8日
晚到 9 日上午，加拿大华人华侨近 500 人在唐人街水天一色
大酒楼举行慈善晚会。募捐活动共筹得善款4.1万加元，不久
就会经由当地使领馆转交到灾民的手中。不仅如此，多伦多
的各大华人超市和商场设置了捐款箱，从当地时间 8月 9日
起开始接受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心捐赠。

身处巴西的华侨也时刻关注着灾区群众的安危。连日
来，多名巴西华侨对灾区人民慷慨相助，他们表示都是华
夏儿女，虽身处国外但也心系祖国，不愿留下姓名。

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向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移交了1万
林吉特的赈灾支票，希望抛砖引玉，让更多当地华人参与
到支援灾区的善举中来。

华人华侨血浓于水，鲁甸地震牵动了每一位中华儿女
的心。虽然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涓涓细流汇聚成的大
河定能温暖灾区人民受伤的心灵。

温暖受伤的心

回顾过去，在天灾面前，华人华侨从未忘记祖国。他
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达着自己挂念的心情。

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许多华人团体举行赈灾义演，

呼吁更多外国友好人士关注四川的灾情。
在震后仅一周时间里，纽约华侨华人就组织了“众志

成城——纽约华人华侨各界赈灾义演”。义演当天，共有
200多位演艺人士与到场观众一起为灾区人民祈福。特别是
当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彭克玉与现场观众手拉手唱响 《让世
界充满爱》 的时候，在场的华人华侨无不动容。义演让爱
心穿越国界，感染了当时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此外，为了支援灾区人民，华人华侨还会通过义卖的
形式向灾区人民奉献爱心。震灾发生之后，关乃平、刘洪
友、曹亚钢、袁波等数十名日本华侨华人书画艺术家举办
书画义卖。他们捐出自己的佳作，吸引日本友人前来观看
并购买，通过艺术的力量感动每一个日本友人。

不仅如此，众多华商还纷纷以实际行动帮助灾区群众
实现生活重建。“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他们帮助失去
家园和工作岗位的灾区群众重新获得工作的机会。灾难发
生之后，中国侨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开展“侨
商心系灾区，襄助万人就业”行动，各界侨商积极响应。
据统计，仅仅是四川省的华侨就签订就业援助岗位 1.37 万
个。重庆的华商会承诺每年提供 5000个就业岗位，江西省
侨联提供了 1000多个工作岗位。华人华侨的这些善举大大
增加了灾区人民开始新生活的信心。

借鉴网络模式 公开合理透明

目前，大部分华人华侨的善款都是通过各地使领馆或

红十字会转交给灾区政府或志愿者机构的。面对华人华侨
源源不断的爱心与善款，建立一个更加透明和直接的渠
道，让华人华侨的每一份捐款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发挥最
大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而互联网模式似乎可以给我们
一些启示。

2008 年网易公司曾经开通网络捐赠平台，专门用于管
理爱心人士捐赠的善款。通过在线捐赠系统，网易在方便
网友捐赠的同时，也可对网友捐款总数有明确记录，起到
全程监控作用。

今年的8月4日，淘宝网在云南鲁甸地震发生后不到14
个小时紧急上线爱心募捐平台“救在第一刻”，联合爱德基
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三家公益机构，为云南受
灾地区募集爱心善款。互联网平台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在
上线不到 3个小时就收到了 8000笔捐款，总金额突破了 18
万元。据悉，淘宝网将在未来几天内通过在线、手机客户
端和社交媒体持续发力，在募捐结束后，页面将自动更新
为善款的追踪监督页面，公开每一分善款、每一份救援物
资。

网络募捐平台对于传统慈善机构无疑是一个冲击，但
他们可以借鉴互联网募捐平台的监督模式，优化现有的接
受善款的渠道，使华侨华人充满爱心的捐款能够跨够万水
千山最终汇聚到灾民的手中。

上图：美国华侨华人为云南鲁甸地震灾区捐款
来源：新华网

华侨华人

聚 爱 成 河
尚雨晴

近日，托伦斯的一名华裔房客，因为炒
菜太“香”，被美国房东勒令搬家。像这样所
谓的个例，在海外媒体的报道中并不新鲜。

因为做菜引发邻里矛盾，乍一听来似乎
有点“小题大做”，但其背后折射出来的是跨
文化冲突，以及海外华人难以入乡随俗、融
入当地社会的现实。

对于每一个选择移民的华人来说，无论
从事何种事业，谋求哪方面的发展，成功地
融入到当地社会都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但
是由于他们不能时时意识到自己身份的转
换，依然以固有的思维和习惯去生活，再加
上语言沟通的障碍、法律知识的缺乏、交流
习惯的错位，以至于在很多方面与当地民众
格格不入，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

比如，在美国的很多州都是禁止在户外
晾晒衣服的，甚至还立了法。可是很多时候
华 人 却 对 此 熟 视 无 睹 ， 硬 是 “ 入 ” 不 了

“乡”随意晾晒衣物的行为经常受到当地人的

投诉。
其实要想融入并不难，入乡随俗是关

键。身处其他国家，落叶归根的老传统需要
继承，落地生根的新传统也同样需要适应。

“入乡”意味着首先要对自己的身份进行
重新的定位。既来之则安之，要积极了解当
地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特别是当地人
的心态，适应新的环境。尤其是不能以“外
乡人”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一切，否则就会
感到自己被排斥、难融入。

“随俗”意味着既然生活在当地，就要学会
融入到新的环境中。要做到融入，首先要学会
尊重。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管是
法律条文、规章制度还是风俗习惯、文化传统，
他们都应该悉心了解，并努力去适应。此外，还
要学会承担更多的责任，“自扫门前雪”的处世
方式只能加剧当地人对自己的误解和偏见。

除了入乡随俗之外，要想融入当地的主
流社会，树立华人新形象，学好当地的语言
也很重要。过不了语言关，即使发生了矛盾
也没有办法与当地人沟通，更谈不上学习了
解当地的法律了。

入乡
就要

随俗
张 晶

“我的学生总是问我，拍片子用什么头 （镜头）。用
什么头？用你肩上的头！”段岳衡在讲座中插播的这个片
段虽然逗笑了所有人，但这位黑白摄影大师留给人们的
却不只是欢笑，还有细腻绵长的思索。

当地时间8月9日至10日，由北美华人摄影顶尖高手
组成的“4光圈”摄影组合，难得地将总共9位成员中的
5 位聚拢于多伦多，与来自北美各地的 90 多位华人摄影
师，围绕摄影艺术、海外华人摄影、中西文化交融等话
题，品评艺术，切磋技艺，妙语连珠。

连续两年获得加拿大国家地理摄影一等奖的刘宇讲
述了他在野外拍摄的惊险经历。摄影师为了一张绝美照
片，忍受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严寒，漫漫长夜蜷缩在方
寸车内，人体呼出的气息都在车窗内部结了冰。为了拍
摄某个场景，翻山越岭，邂逅麋鹿，生死悬于一线。北
美华人风光摄影大师胡亦鸣讲述户外摄影脚踩车灯的补
光技巧，更谈到户外摄影防身设备，为什么熊喷要比猎
枪更管用。黑白摄影大师、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段岳衡
在极寒天气下拍摄一张照片，鼻子与相机取景框冻在了
一起。所有这些故事虽引来阵阵笑声，但其间渗透着的
摄影家追求艺术时的执著、痴迷，乃至疯狂更让人动心。

“广角是交响乐，长焦像弹钢琴。”胡亦鸣这般形容
广角镜头与长焦镜头的各自特点。而段岳衡则对那些专
注于摄影器材的“器材派”选手提了个醒：“决定你作品
的是你的思想，绝不是器材。”

思想之外，段岳衡更觉得一个出色摄影师所接受的
文化熏陶对其摄影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第一次在多伦
多市政厅办展览的时候，一位西方女士被一幅黑白作品
打动流下了泪水，她说从作品中看到了东方的禅意。”已
经60多岁的段岳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这一辈子完全
受到中国文化的教育、中国文化的熏陶，他带着中国文
化看西方的景物，和西方人的眼光就完全不一样。而这
也是他的作品在国际上屡获大奖并吸引西方摄影界的关
键。

组织此次活动的加华杰作摄影组织负责人吴海辰也
是“4光圈”成员之一。吴海辰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活
动，为海外华人摄影提供一个交流提升的平台，通过资
源分享，培养一批华人摄影高手。

北美华人摄影“4光圈”

用头脑去拍摄
徐长安

创业中国·侨界之星

一个懂技术的商人
——美国归侨企业家许晓椿

陈 曦

图片来源：搜图设计素材网

第 24 届纽约香港龙舟节 9 日在法拉盛草原可乐
娜公园盛大开幕，近200支参赛队伍在开幕式上展现
了对比赛的必胜决心和热情。据纽约香港龙舟节组
委会主席万三权介绍，纽约香港龙舟节一年比一年
举办得盛大，吸引了许多单位团体前来报名参赛。

左图：嘉宾拿起毛笔触点舞龙舞狮的眼睛，象
征“画龙点睛”。

上图：参赛的龙舟队。 林宜莹摄

纽约香港龙舟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