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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2日 星期五 华侨华人华侨华人

本报电 （记者严瑜） 9 月 8 日，
2014 年华侨华人艺术家中秋音乐会
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隆重举行，著名
旅美小提琴家吕思清在中秋到来之际
为首都广大归侨侨眷朋友们献上了一
场精彩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他深情
演奏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思乡
曲》、《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等经典曲
目。青年钢琴家、协作钢琴及室内乐
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讲师芦静怡为
其钢琴伴奏。

吕思清是当今国际乐坛最活跃的
杰出中国小提琴家之一。作为第一位
夺得国际小提琴艺术最高奖项之一
——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
的东方人，他那美妙绝伦、激动人心

的琴声曾经回荡在维也纳金色大厅、
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洛杉矶好莱
坞碗型剧场、加拿大多伦多福特中
心、英国伦敦皇家歌剧院等世界著名
的演出场所。

月圆中秋夜，阖家团圆时。近年
来，以中国悠久历史文化传统节日为
主题的文化活动越来越多，为家庭团
圆之际提供了更多的娱乐选择。

“逍遥月色——华侨华人艺术家
中秋音乐会”是北京市侨联与北京演
出公司共同打造的品牌文化活动，至
今已举办七届。中国侨联主席林军，
北京市人大副主任、北京市侨联主席
李昭玲等领导与来自首都侨界各行各
业的朋友们一起观看了演出，共度中
秋佳节。

曾经，华人一把厨刀让中国菜蜚声世界。漂泊异
乡的华人最爱这一口家乡的味道，老外们也为这来自
遥远国度的美味倾倒。

然而，近年来华埠中餐馆面临着转型的生死劫。
形势窘迫，何来自救的不二法门？对，只有玩创意，
拼头脑。于是，就有这么一群头脑灵活的华人，玩起
了舌尖上的创意，延续生意红火。

据外媒9月9日报道，美国洛杉矶一华人幸运饼厂
三代相传。面对经济不景气，大批华埠商家衰落，该
幸运饼厂销量不减反增，每日生产50万个幸运饼，送
往全美甚至远销澳洲。这种幸运饼又叫签语饼，是一
种中西融合的亚洲风味脆饼，里面包有各种有趣的字
条，内容有箴言、预言、“幸运数字”，也有翻译过来
的中国成语、俗语。签语由专业写手制作，种类众多
且每年更新。厂家还据客户喜好为其量身定制特色签
语。这些签语通常主打“温情牌”，传递正能量，也有
走神秘路线的预言或者幸运数字的签语博顾客一笑。

在纽约东百老汇，商家就走起了“文艺范儿”。有肉
铺吟诗卖肉，更有餐馆以素描龙虾来兜售龙虾博眼球。
这一海鲜酒家，为了吸引各族裔食客，尤其是让非华裔
食客一眼就能了解餐馆的特色菜，特将每道特色菜以美
图呈现，将图片放大，贴在橱窗玻璃上，让食客们不需入
门便能一览美食，为之垂涎。该餐馆为促销，特意以素描
的形式来突出龙虾特价。鲜艳的大红纸上，铅笔素描的
龙虾，强壮张扬的龙虾钳，肥硕的龙虾尾，栩栩如生。看
到如此诱人的创意招牌，食客们的口水自然忍不住啦。

此外，还有餐馆玩“雷人”招，制作“雷人”餐
单引围观。美国南加州一些中餐业主启动头脑风暴，
将饮料餐单名称改写得“惊天动地”来刷人气，不少
饮料在“雷人”名称下迅速蹿红。当顾客看到“奶茶
包二奶”、“奶茶三角恋”、“红杏出墙奶”、“鸳鸯戏
水”、“情人特制液”等这样奇葩逆天的奶茶名称时，
一定有被“雷”到的感觉。不可否认，这样雷人的招
数确实吸引了众多猎奇的顾客，店铺生意火爆。

为了生意兴隆，智慧的华商如此各显神通，也是
蛮拼的。他们的成功也启示我们，老华埠想要振兴，
必须在创新上做文章。

校园中的读书声，曾是华文学校里最平常不
过的场景。然而时过境迁，华文学生的读书声将
有可能在马来西亚消失。据马来西亚《东方日报》
报道，马来西亚森董联会主席苏祖池曾表示，森
州82间华小大约有四成将在10年内关闭。

师资短缺 资金枯竭

华文小学（华小）即将消失，这不是危言耸听。一直以来，师资
短缺、校园建筑年久失修、教室不足等问题一直困扰着马来西亚
各地的华小。

根据全国校长职工总会的统计，马来西亚目前缺少 382名
合格教师。其中，仅柔佛州就缺少 259名教师，占了全国总额
的60%以上。

在长期缺员的情况下，部分华小必须年年雇佣临教（临时教
师），教育质量因而大受影响。每年 5月，都是马来西亚各所华小
最为头疼的时候。随着一些临教陆续离职，不少老师面临退休，在

“双失”的情况下，师资荒问题就会更加显现。
除了师资问题，拨款也总不到位。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

道，马六甲市区平民华小曾经拖欠高达近2.5万令吉的电费。该校
校长解释道，被迫拖欠电费，是因政府在过去的半年中，没有按规
定发放每月的水电费补贴，造成电费欠款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新生短缺 友族插班

除了外在因素的限制，华小在自身的定位与现实间也存在着
矛盾。

据马来西亚《中国报》日前的消息称，一些华小近年来出现了
华裔新生数量下降的现象，部分学校新学年甚至没有华裔新生入

学，反而是友族（指除华裔外的其他民族）新生接过了“读华文、学
华语”的接力棒。

《星洲日报》报道称，公益华小今年有 130名学生，可是华裔
生却只有27人，只占该校学生人数的20%。而占该校人数比例最
多的种族是巫裔和暹裔，分别为52人和47人。

华文崛起的大背景，华小的教学方式，这些都是吸引友族家
长愿意送孩子入读的原因。

非华裔新生进入华小，使得华文教师在语文教学和沟通方面
都会存在问题。例如，在考试前，教师先以华语解说考卷内容后，如
果有学生表示不明白，那老师还需要以马来语重复一遍考试要求。

以华语教学为媒介，这是华小维持下去的基本条件。可是面
对华裔学生荒，如何既保证华小的运作，又坚持保有华小的发展
特色，这是一个难题。

排除万难 曙光再现

面对诸多问题，当地华人表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
孩子”。在马来西亚，即使华小只剩下一名学生，也坚持要开办下
去。

马来西亚总理署部长魏家祥说：“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华裔生
有学习母语的权利。华校不仅是学习汉字的地方，更是接受汉文

化熏陶的地方。”他向马来西亚砂拉越州政党及
华团领袖收集华小名单，预计今年马来西亚政府
将拨出约670万令吉惠及砂州华小。

马来西亚全国校长职工总会会长彭忠良表
示，尽管今年全国华小所缺师资比去年还要多，
但根据未来几年华小退休教师和师训毕业学员
的数据，到了 2015年，华小教师不足问题基本上
可获得缓解。

对于华小中不谙华语的友族学生，各地华小认为开设华文幼儿
园或学前教育班是一条捷径。学前教育班不仅是学生学习华语的基
础班，也是直接吸纳更多学生直升该校的渠道之一。此外，华小的
教师都希望家长督促孩子学习汉语，不能单靠学校教师的教学。

只有政府、学校、家长形成合力，华小的命运就不会那么
悲观。

开笔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少儿开始识字习礼的一种启蒙
教育形式。9月5日，兰州华侨实验学校举行了开笔礼仪式，让
学生们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窦 阳 陈 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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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华裔

要 不 得
孙少峰 张 晶

美众议院《排华法案》道歉案全票通过，以立法形式向华人道歉。
图片来源：长江日报

《美国之音》近期就“美国公众对华裔美国人的看法”这一
话题进行了持续报道，分析了华裔在美国的生活状态，并对“模
范族裔”、歧视等现象进行了剖析。文中提出，美国对华裔的歧
视虽相较以往有所缓解，但仍持续存在。

入了美国籍，在法律上
本已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然而在当地不少美国人的眼里
他们仍是外国人。

加利福尼亚大学哈斯汀法学院
院长弗兰克·吴就经常遇到这种令自
己无语的事儿。身为第二代华裔移
民，吴先生总是被人问起从哪儿来。
当他回答密歇根州底特律的时候，提
问者总是会摇着头继续说道：“不不，
我的意思是你到底从哪儿来？”有时候甚
至会有“如果你不喜欢这里，你大可以
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这样的强刺激。

被孤立和排斥的感觉几乎每天都在
华人身上出现。对华裔居民的研究报告指
出，72%的华裔受访者认为，针对华裔社
区的歧视是一直存在的问题。21%的华裔
受访者表示，自己曾经有过被歧视的经
历，另有 10%的华裔居民曾被起过歧视
性外号。

费城拉萨尔大学社会科学教授查尔
斯·加拉格尔表示，大多美国人认为自
己对少数族裔居民很宽容，但事实
上，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华裔的
苛刻已经习以为常了。

有分析认为，从中国人初到美
国，他们就被认为是外来侵入
者，要把美国人所热爱的东西
全部都带走。而外界对华裔
社区不同于一般社区的看
法与偏见导致了对华裔
的 刻 板 印 象 与 歧
视。

永远的外国人？
难道美国忘了华人一直以来为当地所做的贡献吗？
且不说19世纪中叶来到美国，为其修建西部铁路的华

工，近数十年来华人对美国科学技术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
的。从月球火星航天探索，到华裔科学家成为“硅谷”
发展的中坚，哪里没有埋头苦干的华人科技精英？

不仅仅是高科技领域，美国的大街小巷林林总总
的建筑的背后也倾注着华人的心血。

其中，华人女建筑设计师林璎设计的作品就遍
布了美国各地。耶鲁大学的“妇女桌”、田纳西州
克林顿区的儿童保护基金会礼堂、纽约的非洲艺术
博物馆、甚至是众所周知的华府越战纪念碑，都
是出自这位华人设计师之手。而据美国建筑界专

家估计，在美国像林璎这样的的华裔建筑专才有10多万人。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患难见真情”。在“9·11”事件

中，就出现了两位华裔英雄。服务于美国航空公司的空姐
邓月薇冷静对抗恐怖分子， 28岁的华裔小伙曾哲前往
世贸中心勇敢救人。

华人在美国历史已有180多年，他们散居在全
美各地，从事的工作或平凡或高端，但始终在
美利坚大地上生活着，也默默地奉献着。

他们是普通的，或许并不介意没有
人为其点赞，但始终无法摆脱“外国
人”的标签让其难以释怀，而不
少美国人从来没有真正地
接受过自己更让人
感到屈辱。

贡献不容忽视

美中之间习惯和
风俗的差异让华裔居民和当

地民众之间摩擦和矛盾不可避
免，而美国社会对华裔居民的猜疑也

在无形中让彼此难以走近。
对于华裔居民来说，入乡随俗，并及时

转变角色，不断让自己融入当地社会，是解
决问题的关键。在这个过程中，沟通和交流
必不可少。

芝加哥华人咨询服务处主席王博妮指
出，在早些时候华裔几乎没有集体发声的习
惯，也很少参与市政厅或大公司的活动。但
是现在很多华人都加入到各种商会，不断参
与政府各个层次的活动。

通过商会、华裔社团等形式和途径，
华裔居民不仅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也增加
了与美国当地民众的交流的机会，可以减
少彼此之间的误解和冲突。

此外，一家名为“华人英雄榜”的
组织通过搜集在各个领域为美国社会

作出卓越贡献的华裔事迹，精心策
划推出“华人英雄榜”网站，既

让华裔年轻一代有明确学习榜
样，也为美国的主流社会认

识 华 裔 贡 献 创 造 了 机
会。

努力仍要继续努力仍要继续

美国华人抗议加州歧视华裔亚裔子女平等就学提案。
图片来源：环球新闻在线

华人智慧华人智慧：：

““舌尖舌尖””上搞创意上搞创意
白玉洁白玉洁

华侨华人艺术家
举办中秋音乐会

大马华小，真会 消 失 吗？
张奕璞

华文教师正在主持考试，教室里大多数是非华裔的面孔。
图片来源：《星洲日报》

小学生感受开笔礼小学生感受开笔礼

图为艺术家表演
严 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