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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华人在海外就医，抬头看到的是
用中文制作的引导牌，接待问诊的操着乡
音，则会让人格外心安。这不再只是幻
想，华人“白衣天使”已经开始成为香饽
饽。

华人医护受追捧

近日，据日本新华侨报网报道，为解
决护理领域严重的人手不足问题，日本厚
生劳动省确定方针，将放宽护理工作的资
格条件，并且也将在护理领域扩大引进外
国人。占其中大多数的华人更是成为护理
人员热门选择。

此前，就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医护人员
活跃在日本的医疗机构中。日本公布的数
据显示，2013 年度共有 195 名拥有外国护
士资格的人员通过日本国家考试获得护士
资格，创历史最多纪录，其中华人约占八
成。华人护士在当地的口碑很好，个别医
院甚至开始从当地的语言学校自主地挖掘
华人看护类人才。

而在加拿大，华人医护人员同样抢
手。加拿大华裔新移民愈来愈多，加上人
口老化，小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有增无
减，医疗业内人士鼓励华裔新移民积极投

身医护行业。
随着许多国家对华人医护人员的需求

越来越多，华人向医护领域发展或可成为
服务小区、融入当地、开辟就业的一条新
路。

美国华裔教授陈雅宁与黄马锦华，刚
刚获选橙县教育名人堂，她们两人都是护
理学博士，致力栽培医护界新生代，退休
后又出任橙县县政府营养与保健委员多
年，热衷服务小区。她们希望看到，有华
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白衣天使”。

异国他乡逢家人

尽管许多国家都有着完善的医疗体
系，但是因为语言、规定和习惯的不同，华
人在看病时总会遇到一些问题。

随着一些国家对从业的医护人员给予
支持和鼓励，华人开始投身于杏林，服务
海外华人的生活。

客居他乡，华人首先面对的难题无疑
是语言，在就医过程中很多华人因为与当
地医生不能进行很好的沟通而使病情受到
延误，影响了身体健康。

华人医护人员不仅能和患者顺利沟
通，还会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医院的规定，

让华人不再为就医程序发
愁。50多岁的在加华人张先
生说道：“一直以来，我特别
担心生病，每次都没有办法
和当地医生沟通，总担心他
没有理解我的病情，有时就
自己上网找方子吃。有了华
人医生后就放心多了，也敢来医院了。”

很多华人还继承了中国所特有的就医
风俗，对于医生，在心理上有种又敬又怕
的情绪。还好有“自家人”贴心帮助，使
得患者和医生之间的交流更加畅通，彼此
也增添了沟通和信任。

华人医护人员与华人患者在心理上更
为贴近，患者在当地就医时有了“家人”
的关怀和理解，更容易感到温暖。和蔼乡
音的一声关怀、一句问候，就能帮助同胞
消除疑虑，驱走异乡离愁。

“白衣天使”底气足

华人进入医护行业也并非那么容易，
很多国家的护理工作资格取得条件要求较
高，需要华人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和技能
准备。对于移民来的华人医护人员来说，
想要从事原来的专业工作，需要付出更多

的努力。
从业者首先要在当地语言方面毫无障

碍。加拿大医护行业业内人士胡翠儿认
为，很多新移民在原居地，已是受过专业
训练的医护人员，但碍于语言障碍，移民
后只能找到助护职位。

华裔新移民及有志于医护行业的年轻
人直面现实，边做兼职边进修语言和专业知
识，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

一些华人医护人员把目光转向私人诊
所。这样的私人诊所避免了华人语言障碍
和公立医院预约时间久等耽误治疗的情
况，专门为华人就医提供方便。今年 7
月，意大利瑞安籍侨领潘仲骞一家就创立
了罗马首家华人开设的综合医疗服务机
构。作为主治医师的潘家女儿潘·蒂雅娜
说道：“开业一个月，每天来就诊的华侨
华人患者近百位，这说明我们的想法是正
确的，我们能够为更多的华人服务。”

华人“白衣天使”走俏
孙少锋 任媛媛

据西班牙欧华网报道，西班牙国家统计局
日前发布的资料显示，在 2013年，西班牙人口
增加最多的移民群体是旅西华人。随着中国移
民数量的持续增加，以及在商业等领域的出色
表现，西班牙社会对这一东方群体的关注程度
也是日益提高。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中国热，西班牙各级
政府和经济部门也纷纷出台各种相关的旅游和
投资推广政策。虽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不
小的成绩，但与他们的预期相比仍有一定的差
距。

在中西经贸关系不断走近的同时，西班牙
社会也出现了一些逆向的杂音。而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他们中国战略的效果。对于目前
这种状况，日前就有媒体提出，西班牙旅游等
行业今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要喜
欢中国人”。

盛赞华人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截至2013年12月31日，西班牙的华人移民
人数为 185250 人，位列罗马尼亚人、摩洛哥
人、英国人和厄瓜多尔人之后，为西班牙第五
大移民群体。

与以前相比，旅西华人群体现在最大的变
化是，第二代华人已经成长起来，并且在融入
当地社会的表现上更加出色。这些华二代已经

不再像他们父辈那样传统而刻板，与当地社会
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此外，在创业和谋生上，华人也不像过去
那样，只从事百元店、餐馆等较为单一的行
业。现在，旅西华人所经营的中文学校、旅行
社等新兴行业，早已是屡见不鲜。

在近些年的金融危机中，无论西班牙当地
民众，还是外来移民，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但旅西华人却是唯一一个逆势发展，人数和财
富都明显增长的群体。对于这些来自东方，并
且在不断增多的马德里新市民，报告引用马德
里大区移民局的话说：“这些新市民在定居马德
里的同时，也通过经商和办企业，为当地的发
展做出了贡献。”

西班牙媒体提出“要喜欢中国人”

为了更好地服务旅西华人和中国游客这两
大群体，马德里大区政府特地在今明两年的公
务员培训计划内，增加了汉语学习的内容。对
此，有官员评价说：“马德里大区开展中文培
训，不仅是为了实现更加灵活、有效和现代化
的行政管理，更是为了面对当前和未来的挑
战。”

其实，马德里大区对旅西华人，以及中国
游客和投资者的重视程度，只是西班牙在这方
面的一个缩影。在中央政府层面，也有很多类
似的推广和激励政策。

目前，虽然西班牙的中国游客数量在欧洲
和美国等国之后，但后者已无开发潜力，而中
国游客则不同，他们的潜力巨大。所以，西班
牙要想未来在旅游业上有进一步的发展，中国
游客是关键。

那么如何才能大力吸引中国人呢？对此，
有西班牙媒体通过对经济和旅游等行业的相关
人士进行采访以后，总结说，除了提高服务质
量，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和口味来安排他们的西
班牙之旅以外，“西班牙人还要喜欢中国人”，
而这也是西班牙旅游业所面临的挑战之一。

西班牙华人影响力日增
媒体：“要喜欢中国人”

凌 锋

日前，由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和马来西亚崇德经典教育推广中心联合主办的第15届
“小状元汉语经典诵读大赛”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图为马来西亚华人小学生在第15
届“小状元汉语经典诵读大赛”上背诵经典。 王大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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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 小状元诵读汉语经典

有人说，幸福不过女匠人。因为她
们“能文能武”，手巧心灵。在海外，也
有这么一群女匠人在各自的世界里享受
着灵魂的宁静与丰盛，同时在国际艺术
界的战场上叱咤风云。

近日，一位名叫刘楠楠的英裔华人
在欧洲银匠界为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作
为英国主要的银首饰匠之一，刘楠楠以
树的年轮、水波纹等为创作源泉，创造
了许多令人惊艳的首饰作品，并且在欧
洲市场上大受追捧。谁能想象一块块的
银板和一圈圈的银丝，通过刘楠楠的
手，转而变成了一件件精致的工艺品，
这实在令人感叹。

匠人的手里握得住如泰山般的铁
锤，同样也拿得起如鸿毛般的片纸。

纹理清晰可见的树叶、纤纤入微的
动物羽翼……美籍华裔李宝仪的剪纸作
品在网络上再一次掀起热潮，她精致细
腻的创作着实让人大开眼界。

李宝仪之前创作的剪纸作品就已经
受到过极大关注。她的一幅作品曾形象
地描绘了地震后地球的灾难经历，栩栩
如生的画面感不禁让人感慨“她把地
震、海啸都剪出来了”。如今的她总是在
思考着如何让剪纸这种艺术载体能够在
21 世纪焕发出新的光辉。在这位女匠人
的手里，剪纸艺术就是生活。

剪刀在李宝仪手中剪得出生活，在
美籍华裔王薇薇手里却可以剪出浪漫。
两者都是艺术，只不过留一个在纸上，
一个穿在身上。

王薇薇设计的婚纱，风格浪漫多
情，富有童话般的色彩，已经成为许多
人竞相追逐的完美礼服。丛林，小溪，
明媚阳光，一切可以制造浪漫的事物和
场所均是她的创意源泉。她的设计不仅
满足了女人对梦想中婚纱的向往，同时
在美国时尚界也引起了一场婚纱革命。

裁剪过的美丽也许经不住岁月流逝
的侵蚀，但是在女匠人的眼中，用画笔捕捉灵感，一切都可以
成为永恒的艺术。

每幅画作都在诉说着不同的故事，透过作品你可以看
到作者的内心。在旅法华人王俊英的个人画展上，你一定
会有相似的感受。被誉为“来自神秘东方的油画女神”的
王俊英，其创作的油画色彩丰富、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同
时融合了中国的服饰文化。在这位女匠人心中，中国民族
服饰最能体现女性的丰富情感，演绎着中华民族纯净柔美
的传统品德。

世界再嘈杂，女匠人的心都是安静的。华裔女匠人凭
借着自己的手艺，不仅创造着美的艺术，也将东方女性优
雅细腻的生活方式向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英国的大学里研究中医药，在很多人看来是件
新鲜事。而研制中的中医药还对攻克令人谈之色变的
癌症有效果，似乎就更让人满心问号了。但在卡迪夫大
学肿瘤与遗传研究所外科及肿瘤学教授姜文国看来，
这些都没什么特别，因为这就是他在做的事。为推动祖
国医疗事业献力量，帮助祖国培养更多医学人才，是姜
文国一直以来坚持的梦想，也是他的“中国梦”。

科学用事实说话

姜文国和他的团队一直在寻找有效抗肿瘤的中药
之路上不断前行。2012年2月，中成药养正消积胶囊引起
了他的注意，姜教授开始了该药抗癌机制的研究工作。

研究结果表明，养正消积胶囊在抗肿瘤侵袭转移
方面都有显著作用。此成果在 2013 年欧洲肿瘤年会
上发布后，迅速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国际
肿瘤专家认为，这一研究结果对恶性肿瘤的临床治疗
具有极高的价值。对于尚未出现转移病灶的早中期肿
瘤患者而言，使用此胶囊可控制肿瘤转移扩散，从而
增加手术、介入等治疗手段的成功率。英国 BBC 报
道称，“中医药带来癌症治疗希望。在常规治疗基础
上结合中药是一种新的治疗方法，这可能成为癌症患
者取得治疗新进展的关键。”

多年心愿完成“中国梦”

姜文国 198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1989 年

开始作为研究生在英国卡迪夫大学医学
院外科学习，并在1995年获得医学博士
学位。2004年，他被评为卡迪夫大学医
学院外科学教授及肿瘤生物学首席教
授、癌症与遗传研究所的首席终身教
授，也是卡迪夫大学第一位华人教授。
2011和2012年，他还分别获选英国皇家
医学会、生物学会院士。

自 2007 年起，姜文国以香港著名公益慈善家洪
祖杭、方润华、吴以岭以及威尔士政府提供的资助为
基础，创建了“卡迪夫大学中国医学奖学金”和“卡
迪夫大学以岭中国医学奖学金”，为中国优秀医疗人
才提供到卡迪夫大学深造的机会。

从 2007 年开始到现在，国内已经有 67 名医学人
才来到卡迪夫大学进修和深造。他们回国以后，大都
成为了肿瘤研究和临床领域的中坚力量，为中英医学
交流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

“帮助更多的有志于中国医疗事业进步的年轻
人，帮助祖国培养更多过硬的人才，这也是完成我长
久以来的‘中国梦’。”姜文国说。

合作之路越走越宽

身为卡迪夫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主管，姜文国多次
回国造访，参加各种重大学术会议，并积极利用自己
所在的平台与北京大学和首都医科大学展开校际合
作。2011年，卡迪夫大学和首都医科大学的合作还获

得了《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国际合作类大奖。
2012年，时任卡迪夫大学校长的大卫·格兰特博

士与北京大学和首都医科大学签署协定，分别成立了
卡迪夫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癌症研究所以及卡迪夫大
学—首都医学院生物医学研究联合中心。

前者以卡迪夫大学医学院和北京大学肿瘤学院以
及北京肿瘤医院为基础，共同进一步增强科研能力以
解决抗击癌症中最棘手的问题。项目将包括癌症诊
断、癌症转移、新诊疗技术和临床试验。后者重点集
中在癌症研究、传染性疾病和免疫性疾病。未来，研
究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将包含例如神经学、牙科
学、护理学和组织修复。

姜教授说，除了联合培养医务人才，两个研究中
心还共同开展研究项目，分享研究成果。今后各方还
将努力开展国际前沿肿瘤研究，搭建肿瘤研究和医学
相关技术创新平台，共同探讨建立一套先进的国际化
本科、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为中英两国医学发展输
送优秀国际化临床医学及科研人才。

（本报伦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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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文 国 的 中 国 梦
本报记者 白 阳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