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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华尔街聚集了全球金融界的各路精英，其中
不乏众多华人面孔。这些华人精英们就如同影片 《让
幸福来敲门》 里面的主人公克里斯一样，为了梦想不
惧万难拼力抗争。

位于纽约曼哈顿第六大道的希尔顿中城酒店，拥
有纽约最大的、可容纳3000人的主会场。日前，第20
届全美华人金融协会年会在这里举行。会场上“中国
机遇”被热捧，也正是这个机遇让华尔街的华人精英
们有了些许“是去是留？”的迷茫。

华尔街华人走红

据外媒报道，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华人在
华尔街的地位也水涨船高。一些华裔金融人士称，美
国金融业加快向中国扩张，华尔街“东移”使得华人
在华尔街的影响日益增大。

回溯到 20 年前，这里还完全是美国白人的天下。
直到1997年左右，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兴起带动了华尔
街计算机技术更新换代的需要，华人面孔在华尔街才
渐渐多了起来。

在华尔街打拼的华人用一个个辉煌战绩证明了华
人的才智。华人投资商江平曾以超过 1亿美元的收入
跻身“百位顶尖交易者”的行列。华人创业者黎彦修
创立“前沿对冲基金”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华人基
金。还有35岁入行的李山泉，作为美国著名共同基金
公司奥本海默的14个核心管理者之一，曾运作过美国
评级第一的基金，更被众多投资人称为“财神”。

金融精英也彷徨

华尔街的吸引力，除了高薪高职，莫过于“华尔

街”三个字。这块金字招牌象征的荣耀恐怕远超过了
财富本身。到华尔街拼出一番天地，许多金融人士视
此为毕生目标。

华尔街如此让人着迷，但如今华人白领们却发出
了是去是留的疑问。华尔街可以不管你是何种肤色，
但它也只认得一种颜色——美元的绿色。

“你必须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斗士，任何时候都要比
别人抢先一步。”在华尔街一家银行，工作人员在接受
美国媒体采访时这样说。睡眠不足、高负荷的工作压
力、无规律可言的生活节奏……这些早已成为华尔街
精英白领的生活常态。

金融危机对华尔街的冲击余波尚存。大规模裁
员，加上金融监管的压力不断加大，使美国金融业不
得不从多方面缩减成本，保住利润，于是缩减薪酬和
奖金就成了必然。

在华尔街从事金融的华人，目前大多数还是从事
资料统计等基础工作，扮演着金融街里的配角，能真
正进入决策层的实属凤毛麟角。

满意的薪酬没了，升职希望渺茫，金融精英们压
力空前。

是回国还是留守

金融危机重创美国金融业，而中国金融业呈现高
速发展势态。在此背景下，华人金融人士中出现一波
回国潮。

一部分华人白领认为，国内金融业以及互联网产
业的快速发展给回国的华尔街人才提供了更多发展的
平台。此外，随着更多国内企业到美投资，中美双向
投资越来越频繁，需要专业金融服务，这也给华人金
融人士提供了机会。

但是还有许多金融界的华人精英暂没有回国发展
的打算。一方面，他们在华尔街金融行业所从事的具
体工作，多是基于美国的金融监管标准，和中国的标
准并不相同。另一方面，一些常年在华尔街“征战”
的华人，思维和做事方式已经适应了海外模式。况
且，对于许多华尔街的中层金融工作者来说，他们往
往已在美国成家立业。

留守还是回国？面对这样的选择，或许是一件值
得庆幸的事，因为它不是一个单项命题。正如在华尔
街一家证券公司工作的华人张先生所说：“华尔街的魅
力仍然是很难抗拒的。”

32 年前，作家张凤随丈夫黄绍光博士来到
哈佛大学，后来她进入哈佛燕京图书馆编目组
工作，开始了研究哈佛大学百年华裔精英的漫
漫长路。其间，她写就了关于哈佛的一系列书
籍，并被评论家称为海外华文作家书写哈佛第
一人。

百余年前，华人精英把第一堂中文课搬到
哈佛的校园；如今，哈佛华人教授的影响力越
来越大。2005 年后，文化学者李欧梵创立了哈
佛中国文化工作坊，张凤成为了工作坊的主持
人。以哈佛为基地，该组织继续为学者提供交
流平台，将华人学者的汉学研究与哈佛紧紧相
连。

她坦言，身为一名女性，在哈佛燕京图书
馆编目组工作之余，在家庭中也担负着扶老育
幼的责任。在写 《哈佛哈佛》、《哈佛心影录》、

《哈佛缘》 的那些年，她不仅要教育 3 个孩子，
还要照顾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母亲，因此下笔很

缓慢。“但写得慢也还要写下去”，她说，自己
常常待高龄的母亲和孩子睡觉后，自己又坐回
书桌前动笔写书。

“那个年代，大家最愿意写政治、经济领域
的重要人物，对文化精英关注甚少，看上去文
化人物处于弱势地位”，她认为在哈佛治学的华
人文化学者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贡献很大，值
得每个华人所知晓，于是，前辈精神成为了她
写作的源泉和动力。

张凤学历史出身，且在图书馆工作，对于
文献信息的搜寻和整理非常在行。她在与文化
学者交往的过程中，渐渐与他们成为师友，近
距离了解学者的品性。此外，她开始下工夫啃
读他们的著作，“读他们的书用了很多年，只有
读透后才能下笔，而且在交友过程中，也了解
到各位学者不为人知的一面”。

十多年的书写过程，张凤也经历着艰辛与
痛苦，可是她说，每每想到百余年来在哈佛的
华裔学者以自己乐观的精神应对自己的后半
生，他们面对失意时，用奋起走向光明和成
功，自己就受到了激励。

“哈佛的华人精英都非常积极看待他们的人
生，写到他们的人生经历，就会觉得我们个人
的所谓痛苦太轻”，张凤说，坚强面对人生中的
逆境，是哈佛的中国学者呈现出来的风貌，深
沉博大的中国文化是他们超越痛苦的智慧，最
终，中国文化才是归宿。

张凤带着她的研究成果——即将在大陆出
版的 《哈佛问学录》 横跨大洋前往中国，让中
文世界的读者更多地了解汉学在哈佛大学的发
展。如今的哈佛已经成为张凤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她说，哈佛华裔学者，在百年间教化了西
方，丰富了哈佛和世界的历史，而与哈佛华裔
学者的师友情让她对这所历史悠久的学府有了
更多的热爱。

镜头呈现出来的，可以是一部记录
史，也可以是一首散文诗。每个人都可
以用这种流动的语言，表达自己，吐诉
情怀。而今，影像尤其成为海外华人诉
说乡土情、传递华人梦的独特载体。

在不久前的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上，
一部以华埠为题材的纪录片 《顺其自
然》 吸引着众多华人目光。华裔女导演
关素俐用镜头缓缓诉说着温市华埠数十
年的变迁。为了这部纪录片，她耗费了
整整3年时间。

身为华埠第二代，关素俐怀念小时
候在父母工作的地方流连玩耍的时光。
而今，目睹了华埠不少店铺人去楼空，
她心里不免惆怅。借助镜头，她重新徜
徉在儿时的记忆，而观者更是思绪飘
荡，追忆起国人在加拿大温市打下一片
天的那段光辉岁月。

有人在时间的长河中追溯，搜寻过
去的丝丝缕缕，更有人将目光送往远
方，望向祖国故土的山山水水。今年，
美籍华人张国强在自己的电影处女作首
发式上，将自己对家乡安徽的眷恋徐徐
吐露。他自编自导的电影 《仙人坝的红
衣兜》 就取景于家乡的山水。他将一段
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凄美爱情故事放置
在家乡的油茶园、芦苇荡、竹园之间，
用镜头构筑着自己的梦。梦里，有心心

念念的乡土，
也有那些可亲
可爱的乡亲。

如果以为
拿起摄像机的
只是零星的华
人个体，那你
就错了，在传
播影像的道路
上，有更多的
群 体 力 量 兴
起，为电影艺
术和华人利益
呐喊。

在新西兰
院线公映的华
语电影《缘分
天空》就获得

了很多个新标签，这是首部全部由新西兰华人班底和
演员拍摄制作完成的中文电影。制作人 Nicole Kang
说：“我想让世界看到，新西兰不仅仅有《指环王》，在
移民群体里，也有极具才华的人在展现这里的美。”

年轻的华人们立志要在这里创造一个属于中文
的电影文化圈。在他们看来，这样的电影，能让新
西兰华人产生情感共鸣，让中国观众感受新西兰的
新鲜和奇妙，也为当地土著认知华人打开了一扇窗。

影像在执著的华人手里，释放出了夺目的光
芒。一个个镜头，让人们读懂华人，让国人了解海
外。尤其在中华文化和他国文化之间，华人用影像
搭建起最坚实的桥梁。通过这样的桥梁，中华文化
会走到更远的地方，发出更深更久的回响。

美国国会议员孟昭文近日宣布将在众议院提出决议
案，呼吁美国邮政局发行邮票纪念1865年至1869年间参
与修建美国第一条横跨大陆铁路的华工。作为成功踏入
政坛的华裔代表，孟昭文大打华裔“感情牌”似乎理所
当然。但是从最近华人参政情况来看，却不难看出这还
要归功于华人选票分量的加重。

华裔参政成果显著

随着越来越多的华裔融入主流社会，掌握话语权已
成为华人社会的现实要求。2014年，参选议员的华裔移
民呈现出井喷的状态。加拿大有 22 名华裔参选省议员，
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华裔候选人成功当选议员。在美国中
期选举中，目前成功当选的华裔候选人也已接近半数。
刘云平更成功当选美国国会第 33区众议员，成为首位当
选国会议员的华裔新移民。在法国市镇选举中，华裔陈
文雄当选巴黎市议员，创造了首位华裔入主巴黎市议会
的记录。加拿大华裔参政成果更是刷新历史，董晗鹏、
陈国治、黄素梅3名华裔候选人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省选
中，全部成功当选，创下同一届议会中华裔议员人数之

最。

站在华裔肩膀上

华裔议员的当选离不开华人选
区的支持。在法国市镇选举中当选
的华裔议员都来自于华人聚集地
区。当地华媒称，在今年法国市镇
选举投票率再创新低的情况下，华
人投票、参政、议政的热情“逆
势”高涨。陈文雄在参选巴黎市议
员之前就在巴黎最大的华埠 13 区担
任了6年的副区长，此次的成功当选
也得益于他在13区的辛勤耕耘。

当选美国国会议员的刘云平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竞选国会议员过程中，有大量
华裔志愿者加入其选举团队，还有很多华裔给自己捐
款，他非常感激社区的帮助。而马里兰州首位华人参议
员李凤迁也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站在华裔群体肩膀”
上，比如华裔社区在助选期间给了自己“最大支持”，多

次为自己组织筹款活动，并挨家挨户敲门
助选。

华人力量引起重视

在今年的选举中，华人选民不仅出
钱，为候选人提供捐款，还积极出力。据
硅谷华人协会统计，今年其下属的助选华
裔义工超过 3000人次。在一些华人聚集地
区，一向低于亚裔平均水平的华裔投票率
也在逐步提高，据中国侨网报道，此次美
国中期选举中，旧金山地区的华裔投票率
就高出了9%。

在参政热情上，华裔可谓潜力巨大。
为了能够获取华裔选民的信赖，不少华裔
议员已经一马当先，在关系华人切身利益
的事件上积极发声。今年纽约华埠致命车
祸频发，仅在 8 月到 10 月两个月间，就发
生了 4 起。对此，纽约市议员陈倩雯 11 月
10 日宣布将在下月提交法案，督促交通局

改善行人道路安全。并要求交通局严格执行 19-190 条
例，即对撞伤或致死有路权的行人或骑行自行车者的司
机严格执法。纽约州国会议员孟昭文也致信当局，并将
在近期与纽约州长办公室及车辆管理局负责人会面。

虽然华裔议员与华裔选民有天然的亲近感，选民从
情感上也认为相同族裔的人能够对自己的困难感同身
受，但是华人也不仅仅选华人，而更关注他是否符合自
己的政治诉求。

中国侨网报道，即便在没有华裔候选人参选的地
区，在孔子大厦投票站注册的选民也有3000人之多。

华裔选民政治成熟度的提高，使得许多非华裔候选
人也在华裔群体上下功夫。例如旧金山市长参选人艾华
乐的竞选网站上就有中文链接。此外，艾华乐还在华文
媒体上大量投放广告，积极争取当地华人的支持。

在华裔聚集地区成功当选的官员更是重视本选区华
裔群体的诉求，拉近双方距离。据美国 《星岛日报》 报
道，芝加哥第 12区区长德纳斯为了更好服务辖区内的华
裔居民，就特别聘请了中文助理。

华裔议员在面对非华裔的竞争时，也不断加大对华
裔选民的关注力度。据中新网报道，澳大利亚新州上议
员王国忠在参加澳洲文化商贸总会的例会时就畅谈了他6
年任期的三大抱负，包括：在新州推行英华双语教育；
在新州成立华人历史博物馆，收藏及展示在澳华人的发
展史和奋斗历程；加强华人参政意识，从下一代青年人
开始培养。

参选热情不断高涨 政治意识日趋成熟

华人选票 分量重了
孙少峰 佘宇白

华尔街华人精英也迷茫？
刘 娅

华尔街华人精英也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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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哈佛百年
华裔文化史

慕 文

加拿大安省自由党 4位候选人联袂誓师，右起：杨士渟、陈国
治、黄素梅、董晗鹏。 （图片来源：加拿大《明报》）

图为华人作家张凤图为华人作家张凤

华尔街街景华尔街街景

日前，中国国家
大剧院管弦乐团在多
伦多顶级音乐厅皇家
音乐学院科内尔音乐
厅进行其首次北美巡
演多伦多站的演出。
这是中国国家大剧院
管弦乐团自成立以来
首次跨越美加七地的
大型巡回演出。此次
北美巡演全程由中国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
首 席 指 挥 吕 嘉 执 棒

（中），先后携手世界
顶尖华人钢琴家王羽
佳、小提琴家吕思清
以及华裔青年钢琴家
刘 晓 禹 （钢 琴 演 奏
者） 演出。

中国国家大剧院北美巡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