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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娅

他是一名学者，承担着教书育人的
工作，与此同时，也参与了包括 《破产
法》、《国有资产法》、《中小企业促进
法》、《反垄断法》 等在内的多部法律的
起草和制定。他就是第五届中国侨界贡
献奖中“创新人才”奖的获得者——中
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李曙光。

《破产法》的最早涉猎者之一

推开李曙光办公室的门，我们深深
被眼前的这一幕震撼了。在不到 10平方
米的屋子里，除了办公用的桌子和椅
子，整间办公室几乎完全被书籍占据，
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书法作品，赫
然地写着“明法”二字。

说起李曙光，就不得不提到 《破产法》。“从国人没有
市场竞争的观念，到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形
成，破产是市场经济当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没有破产的
概念，就没有市场经济的概念。”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李曙
光就开始从事企业破产与兼并重组问题的研究，是该领域
国内最早的涉猎者之一。

“我参与了很多有关市场经济的立法，其中我对《破产
法》 的介入是最深的，可以说每一个 《破产法》 的细节，
每一个国有企业、私人企业破产的案例，每一个制度规则
的变化，每一个解决破产问题的进步，我都参与了。”李曙
光说道。

对经济改革产生兴趣

谈到如何对经济改革和破产的研究产生兴趣时，他笑
着说，“我从小就喜欢看 《参考消息》，对政治和社会领域
的一些问题非常的关心。来到北京以后，这里自由而独特
的人文环境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开始研究政治学。在这个
过程中，我发现政治的变化与经济的变化是一体的，所以
就把方向转向经济改革了。”

“我的兴趣是比较广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兴趣就是
《破产法》。”聊起 《破产法》，李曙光似乎有说不完的故
事，他若有所思，继续说道，“破产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

炮，我是搞法律的，把法律与破产结合起
来，就开始研究 《破产法》 了。当时研究

《破产法》的人特别少，我因为一个偶然的
机会接触到了以后，就对它越来越有兴
趣。”

李曙光真正开始推动新 《破产法》 的
起草与制定是在他从哈佛法学院留学回
来之后。“当时在国内找一本有关破产法的
书很不容易，而在哈佛法学院的兰德尔图
书馆里，却拥有几个书架的专著”。在美国
的游学经历让李曙光体会到国际前沿法学
的巨大能量，也意识到中国法治建设的任
重道远。

在法律的道路上探索

“30多年学术研究的历程，也正好是中国从计划经济、
双轨制走向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改革过程”，李曙光说自
己一直以来都是在跟着中国改革的节奏走，随着中国改革
开放的脉搏跳动。

是什么支持着他在法律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探索？
“我们这一代人有些理想主义，对中国，对中国梦是有期待
的”，聊到这里， 李曙光显得有些激动，“我很幸运能够将
自己的理想与兴趣结合在一起。我们看到了社会的缺陷，
比如腐败、分配不公、冤假错案、规则不起作用等问题，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好的变化。作为一个法律学者，特别
希望能够推动这个社会的规则化、程序化、规范化，推动
这个社会更加公正。”

目前中国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资本市场也发生
了巨大变化，在此背景下，李曙光对现行的 《证券法》、

《国有资产法》、《反垄断法》等都提出了修改建议。他举例
说，《证券法》 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因此需要尽快修改

《证券法》，促进证券市场改革。此外，现在还没有个人的
破产、上市公司的破产和金融机构的破产，还要进一步推
进《破产法》的改革，以适应市场的新变化。

在改革中寻找法律节奏
——访中国侨界“创新人才”李曙光

镜头做媒，光影留声。新一
代的青年华人开始通过制作微短
片，彰显独具特色的跨文化传播
力量。

日前，28 岁的青年导演李
雅弢，凭借抗日题材的短片《活
下去》（《Carry On》），从 141
部参评作品中脱颖而出，入围第
87 届奥斯卡最佳真人短片奖 10
强。《活下去》 讲述了抗日战争
时期的日军占领区中，一位普通
父亲为救自己的女儿，与日军展
开斗争的感人故事。

具备海外留学背景的李雅
弢，深知跨文化传播的不易。怎样
让异国的年轻人了解中国时代背
景，抓住他们的眼球，李雅弢思考
了很久。最终决定抛弃冗长叙事，
以微影像表现传递人性力量。《活
下去》在17分钟的时间里折服了
众多海外观众的心。“跟随自己的
心，拍自己喜欢的东西”，李雅弢
相信，通过短短的影像，也可以传
递出巨大的华人力量。

华裔留学生常被定义为生活
小资的“富二代”，这让很多凭借
勤奋刻苦，努力站稳脚跟的华裔
学生感到不平。曾在网上热播的
短片《温哥华亚裔穷小子》，以诙
谐幽默的手法呈现留学生穷酸并

快乐的学习生活。这则短片由
加拿大华裔男生、26 岁的李祖
扬和好友一同制作拍摄。“我们
也许不是很富有，但同样拥有
快乐”，李祖扬觉得，浓缩在这
两分钟短片背后的，是他们敢
于调侃生活、永葆初心的微笑
力量。

美国加州是最密集的华人
聚居区之一，但人多并不代表
着力量大。在所有 560 万左右
的亚裔人口中，只有 14%为登
记选民，所有族裔当中，亚裔
依然是投票率最低的族裔。加
州橙县十二年级的华裔新移民
学生刘凡恺，希望通过一己之
力，鼓励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
年轻人“珍惜手中选票，表达
你的心声”。他联合加州青年参
政协助非盈利组织，推出自己
拍摄的全新短片 《投票的力
量》（《Hand of Power》），鼓
励亚裔青年选民踊跃投票，扭
转亚裔在美国政局当中的弱势
地位。

微影像传递大能量。越来
越多的青年才子选择以影为
媒，搭建起跨文化沟通桥梁，
让世界感受到光影之中华人不
平凡的力量。

微影像微影像微影像
传递传递传递

华人力量华人力量华人力量

12月13日，中国将迎来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国家公祭日。在这样一个日子，无数哀思寄向
在那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中消逝的生命。哀思注定
了不仅来自于中国大地，还来自世界的各个角落。

海外侨胞已经开始行动了。有人尽自己所
能，从世界各地搜集抗战文物，并捐献给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有人积极行动，联合身边
人举办各种活动——话剧、音乐会、展览——重
现历史。有人团结同行，走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碑前，献花、默哀。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谁忘记历史，谁就会
在灵魂上生病。”德国前总理勃兰特曾这样说过。
然而，有些人却毫无悔改之意，反而变本加厉。
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强征慰安妇、篡改教科书
……日本右翼势力花样百出。最近，安倍政府对

《朝日新闻》施加了巨大压力，试图将日军强征慰
安妇的历史事实认定为虚构。

显然，在右倾道路上狂奔的日本安倍政府正
千方百计“忘记”历史。他们暗示，日本是二战
的受害国，根本没有战犯、没有臭名昭著的 731、
没有慰安妇。

是可忍，孰不可忍？日本右翼势力刻意“忘
却”曾有的残忍行为、努力粉饰曾犯下的滔天罪
行，所有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受害者都不会答应。

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 6000万侨胞，时时刻
刻都能感受到祖 （籍） 国的呼吸与脉搏。千丝万
缕的联系将他们与祖 （籍） 国紧密相连。可以想
象，他们中有人是那场劫难的幸存者，有人是屠
杀受害者的亲朋好友，更多的人是感同身受的同
胞。他们没有忘记那些苦难。他们用自己的声
音、自己的行动告诉身边的人、告诉世界，那一
切的丑陋都是真实存在过的。为着同样一个目标
而努力的千万海外侨胞们，他们的哀思汇聚成了
一股伟大的力量。

对于那些妄图篡改历史的势力而言，这是一
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在国家公祭日到来之前，全球的华侨华人用
哀思发出了同一个声音：南京大屠杀史有定论，
铁证如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想要否定、歪曲，
甚至美化侵略行径，泯灭良知，践踏公义，海内
外每一位华夏儿女都绝不会答应！只有不忘历
史，才能开创未来！

哀思的力量哀思的力量哀思的力量哀思的力量

“新愁”

“海外华文教育
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
节点。”国务院侨务
办公室主任裘援平在
会上指出，“这迫切
要求我们必须抓住难

得的发展机遇，创新华文教育发展模式，提升华文教育发
展质量，促进华文教育向标准化、正规化、专业化方向发
展。”

从第一所正规华文学校创办至今，华文教育至少有
300多年历史。华文教育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诸
多“忧愁”。

华文教育师资力量不足，专业素养和业务水准参差不
齐；华文教材编写没有统一标准且“本土化”程度不高；
华文教育资金投入不足；社会认知度、参与度不高等难
题，一度阻碍了华文教育规模化的形成。

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全世界形成了“中
文热”，这无疑为华文教育的转型升级发展提供了良好机
遇。不过，华文教育在努力解决“旧忧”的同时却添了

“新愁”。
华校水平不一的办学模式已经适应不了华文教育发展

的多元化。华校办学缺乏规范的参照标准，教师教学缺少
科学的考评机制，往往导致学生学习找不到努力的方向，
华文教育整体水平也受到影响。

除此之外，对外汉语教学与海外华文教育的资源重叠
等问题，也引发海内外相关学界和教育界的激烈争论。

应对

为解决困扰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国务
院侨办做出了一系列努力：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壮大华文

教育师资队伍的同时，启动了
全方位的培训机制来提高华文
教师的教学技能；“通用型”教
材 和 “ 本 土 化 ” 教 材 并 行 研

发，解决了不能“适销对路”的困难等。
这些措施让海外侨胞们感受到了来自“娘
家”的关怀。

与会代表们也积极为华文教育的转型
升级建言献策。

在“三化”建设上，华文教育工作者
普遍认为，要在“整齐划一”的基础上

“因地制宜”。
海外华侨华人汉语测评中心主任赵红

弢建议，从国家层面扶植一批本土“三
化”示范学校，利用中国国内的优势资
源，支持华文教育走向正规，并结合海外
各国华教发展实际，使标准化进程更多元。

意大利中意国际学校校长李雪梅认
为，使传统华校转型升级，要以“本土
化”与“产业化”为条件基础。“华校不走
向产业化就无法适应海外教育市场，更无
法盈利，而无法盈利的华校自然就缺乏

‘三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李雪梅说，建
立海外华文教师培训基地，是眼下各国华
教迈向专业化所达成的共识。

在海外华文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资源
重叠问题上，参会代表们达成共识，认为两
种汉语教学模式的共同点较多，走向融合也
是必然，应加快推进两种资源整合的步伐。

“华文教育具有独特性，它以汉语为母
语进行教学实践，传承中华文化。而对外汉
语教学则是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让其他族
裔理解中国和中华文化。”华东师范大学对
外汉语学院院长吴勇毅说，现今，华文学校
中也会有其他族裔学生入学。

吴勇毅认为，随着海外“中文热”的
兴起，两种教育模式必有其重合之处。“单从教学方法
看，华文教育有特殊的内容与方法，但对于华裔第三代之
后的华文教学，必然出现与对外汉语教学相重合的内容。”

传承

国务委员杨洁篪在接见与会代表致辞中就指出，要让
华文教育在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友好、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方面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语言与文化不可分割。华文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语言
的传播和教育，还有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承与发扬。

“日久他乡是故乡，晨昏需上祖宗香。”海外华侨华人
不论身居何处，都保持着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保留着和中
华文化的紧密联系。怎样鼓励新生代华侨华人学习中文，
认识祖 （籍） 国文化，培养华夏子女的文化认同感，是许
多海外华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要让子女们不仅有中国人
的面孔，更要有中国人的大脑，懂得中国人的文化和思
维，这一切，都要从学习中文开始。

裘援平在本届华文教育大会上也呼吁世界侨胞共同做
好新形势下的华文教育工作，共同呵护好这项中华文化在
世界的“希望工程”、中华民族在海外的“留根工程”，让
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基因在海外世代相传。

创业中国·侨界之星

◆张 红

◆王 瑜

本报北京电（张莹） “丝绸路 中国梦”——中
（国） 新 （西兰） 斐 （济） 文化交流书画展 12 月 9 日
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此次画展由中国华侨历
史博物馆、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会、新西兰中
华文化艺术学院主办，展出了新西兰华文文化协会副
会长、斐济华人文化艺术经济联合会名誉主席区本先
生的近 70幅作品。150余位海外华人、侨界和美术书

法界代表、书画爱好者出席了开
幕式。

区 本 是 著 名 的 华 人 名 画 画
家，在新西兰、斐济、广东颇负
盛名。此次展品中，区本用中国

画传统的画法，将新西兰以及斐济的风景融合在一
起，展现了他对祖国的深厚情谊。

本次画展从 9日展示至 16日，为期 8天，是中国
华侨历史博物馆落成后首次举办海外华人书画展。在
中新建交42周年之际，区本希望借此次书画展“履行
我本人中新斐友谊大使的义务，为促进友谊做出更大
的努力和贡献。”

华侨历史博物馆首办书画展

◆张 晶 王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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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习中文开始近日，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的第三

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在北京举

行。来自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余名代表出席大会并就华文教

育发展进行了交流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