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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着大圆桌，捧着杯碗筷，家人之间觥筹交错，中
国红里倾诉祝福。这样透着浓烈新年气氛的“团圆饭”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洋粉丝”。在许多国家的新年“黄金
周”，中式团圆饭正在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

引领潮流：华人餐厅订单火爆

作为传统宗教节日，圣诞节在西方人心中举足轻
重。有学者研究了谷歌搜索引擎统计自 2004年起每年圣
诞节的关键字搜索数据，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作为
领先的关键词之一，“Chinese Food （中餐） ”一词的搜
索量不但逐年递增，而且每到圣诞节期间就会迎来一次
爆发性增长，比平日均值翻一倍。

美国最大的送餐网站 Grubhub提供的最新数据表明，
该网站订中餐的人数每当圣诞来临之际就会激增。拿
2014年做比，订中餐的人数在平安夜比往常增加了51%，
在圣诞节当天更是增加了 152%，这令遍布在全美境内已
超5万家的中餐馆也略显应接不暇。

据 《世界日报》 报道，加拿大多伦多华人餐馆 2014
年的节日订餐活动也是异常火爆，老板们不仅要接听络
绎不绝的外卖预定电话，更要向很多聚会订桌的顾客解
释早在圣诞节前夕桌次便已订满。位于士嘉堡美兰中心
的一家中餐馆老板提到，许多客人在圣诞前两三天就已
来提前预约，而包房订位已经排到新年以后。

在柏林，随着越来越多德国人开始认同中式饮食文
化，吃中餐开始成为他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圣诞节期间，柏林地区 400多家中餐馆生意都非常火爆，
取代平安夜传统饮食烤鹅，北京烤鸭成为了新年期间备
受追捧的菜品。“今年平安夜，每桌客人都点了北京烤
鸭，我们的北京烤鸭都卖爆了”，亚历山大广场附近一家
中餐馆的陈老板说道。

僧多粥少，一座难求。中餐馆逐渐成为了圣诞聚餐
首选之地，世界各地的华人厨师俨然为自己招徕了一批
批忠实的“洋粉丝”。

海外受宠：中餐掀起节日风暴

美国 《时代》 周刊近日刊载了一篇文章，作者罗列
了“人们在圣诞期间都在买的几样东西”，其中位列前三
名的分别是电影票、中餐和香槟。该文章依据统计数据
评论称，在圣诞期间，中餐在美国被热捧已成为不争的
事实。

从前过洋节，西方人桌上只摆着火鸡、烤鹅、布丁
等传统饮食。如今同样的节日，西方人桌上却满是春
卷、炒饭、酸辣汤等中式菜品。中餐缘何受宠？

家住悉尼西北区的尼克·摩根给出这样的回答：中餐
最大优点在于选择余地大，有很多可供挑选的菜式，大
大超过西餐的选择余地，而且中餐口味丰富，一菜一
味、变化多端，色香味俱全。

摩根很喜欢中餐的进餐方式。他说，一道菜上来可
以大家分着吃，很热闹。相比于西餐各自分食的习惯，
中式进餐除了更加促进交流，还能更好地兼顾饮食均衡。

圣诞期间，西方大多数商店、餐馆和超市都会关
闭，寒冷凄清的街道上，只有依然点亮着灯火的华人餐
厅莫名传递着家的温暖。漂泊在异乡，勤劳踏实的华商
在圣诞颂歌中加班加点，为每一个前来享受节日气氛的
家庭呈上温馨圆满的“团圆饭”。

这份诚意传递到食客心中，也使得中餐成为了社交
网络上的热门话题。很多人都在网上诉说自己或家人
在圣诞期间吃中餐的经历，不少人还会推荐自己常去
的中餐馆和自己喜欢的菜肴，并为辛勤付出的华人们
点赞。

中餐带来的满足与感动，被食客们口口相传、心心
相传。

舌尖之上：世界感知中国味道

据报道，全球华商有半数以上曾经或正在从事餐饮
业，中餐业成为很多华人初到异乡和创业生存的首选行
业。事实上，中餐在国外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是伴
随着华人的摸爬滚打，经历过许多起起伏伏的。

在华人备受歧视挤压的年代，只有“同病相怜”的
犹太人才会光顾中餐馆。这份情谊一直延续至今，《华盛
顿邮报》援引美籍犹太作家普劳特的话说，“犹太人在圣

诞时涌入中餐馆，不光是因为只有中餐馆还在营业，更
因为犹太人现在把吃中餐看作一件‘隆重的事’。”

曾经被视作“健康杀手”、“难闻食品”，如今则成为
节日筵席上不可或缺的“香饽饽”。中餐崛起的背后，是
华商谦逊勤恳的可贵品质、是中国日渐强大的软实力支
持、是世界愈发兼容并蓄的文化融合。

中餐为媒，“洋粉丝”体味中式团圆；华商为引，世
界味蕾品鉴中国味道。虽然中餐馆因其家庭式个体经营
局限，在系统化、专业化、链条化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但是相信随着华人地位的持续提高、华商力量的不断凝
聚，“华人烹制”必定会成为一块金字招牌，折服更多海
外食客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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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年轻的高管”、“绿卡”、“前沿技术”，
这是7年前的刘兴胜身上耀眼的标签。正当
人们艳羡不已时，他却做出了一个惊人举动
——放弃美国的一切，回国创业。

归零 回国再创业

1998 年，刘兴胜北大硕士毕业，第一次
走出了国门。“我是农村出来的苦孩子，出国
一直是我的梦想。”这个陕北汉子言语间透
着直率与诚恳。

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刘兴胜就拿到美
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材料学专业的博士学
位，随后进入美国当地公司工作。7 年后，他
成了公司“最年轻的总监”，拿到绿卡，过上
了让无数留学者艳羡的生活。

可就是在这个当口，他却向公司递出了
辞呈。

“打工高管”？刘兴胜志不在此，“不同

的阶段，要有不同的梦想”。他要干出自己
的一番事业。

这是个两难的境地。刘兴胜坦言，“做
激光器，在美国创业很难。”回国又意味着
放弃在美国10年奋斗的成就。

不是每个人都有抹去辉煌、从头再来
的勇气。但刘兴胜有。

2007 年年底，他放弃了美国的优渥生
活，回到国内，把过去的一切成就“归零”，准
备大干一场。

创业路 没那么好走

就这样，在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
投资帮助下，刘兴胜带着自己的团队成立了
西安炬光科技有限公司。

好景不长，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刘兴胜一
家，在国内医疗、教育、生活环境等方面遭遇
诸多挑战。“孩子是美国籍，现在在国内上
学。学校成绩排名总没有她，一些义务教育
补贴给她发放了又收回”，“小孩感觉自己和
别人不一样，心理上很受伤。”

虽遇到诸多“拦路虎”，但那都未能撼动
刘兴胜要“干成事”的初心。

“我很幸运，遇到了很多愿意放弃国外
的高收入，陪我吃苦的人”，刘兴胜很感慨，

“大家都是为了一起做事业，不在意一时得
失。”

中国激光器市场的巨大潜力也让刘兴
胜坚定了创业信念。当时，国内商业市场激
光器95%依赖进口。他抓住这个机遇，埋头研
发生产。省外国专家局也连续给予资金、政
策支持，帮助他度过了创业之初的艰难。

终圆梦 主打创新牌

如今，刘兴胜的公司已成为国内首屈一
指的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生产企业，产品也
大批量销往欧美、日韩等海外市场。

“在这个领域，目前我们能排在全球前
五六位。”刘兴胜不无激动地说。

他还有更大的梦想，“我们的愿景是让
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激光。电视电影、皮鞋制
造、激光医疗，通过技术创新，我们要做成一
个能够为客户带来价值的国际知名企业。”

随着国内相关企业崛起以及市场环境
影响，刘兴胜深知自己站在转型关口。

“由于成本的非公平性，国有科研单位
能做的，我们在价格上没优势，只能狠抓技
术创新，做别人做不了的，同时实施全球
战略，开拓海外市场。”刘兴胜说。

“我们在半导体激光器领域有完整、自主
的知识产权，申请了200多项专利，授权超过
100项。”技术在手，这位追梦者信心十足，“我
相信中国市场会越来越公平，不同性质的企业
可以自由竞争，实现自我价值。”

“孤独”、“无助”、“难以适应当地生活”，
这绝非是所有的华裔老人的生活写照！相反，
不少人或奋发有为再续事业辉煌，或积极融入
当地生活享受生命的宁静与安详。他们的生活
也很精彩！

曾在维多利亚大学地理系任教35年的黎全
恩在退休之后一头扎进加拿大华埠史研究中，
完成了自己年轻时未竟的梦想。北美唐人街的
大街小巷都留下过他的足迹，维多利亚最古老
的唐人街也因为他的努力才得以保留，他所撰
的学术巨著 《加拿大华侨移民史》 一出版就引
起了海内外巨大的反响。没有了工作的束缚，
黎教授用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为记录华人的历
史变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十年如一日潜心做研究的华人在老年时发
挥余热，在学术领域再创辉煌。更有华人在老
年时在从未涉足的领域开辟出一片天地，提高
了华人在不同领域的影响力，为华人增光添
彩。纽约八旬华裔老人发明了一套空气洗涤器
对抗雾霾，并获得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
利。加拿大华裔女商人陈丹青在退休后专心学
习摄影，并获得了美国摄影学会“世界摄影展
杰出人物”北美区自然组第一名的佳绩。已经
年届89的加拿大华裔罗雪冰晚年时才开始学习
粤剧，她精彩的表演备受观众喜爱。

当然，能做出此等成就的华裔老人毕竟是
少数，更多的老人选择积极融入当地生活，安

享晚年。
一对美国华裔夫妻在儿子上大学后，变卖了房子等全部家

产，入手了一辆露营车，成为了首个加入了美国“雪鸟”族群的
华裔。这对“雪鸟”夏季乘车北上避暑、冬季南下过冬，白天尽
情享受沿途风景人情，晚上则停留在随处可见的房车公园或者停
车场。两人冲破了华人安土重迁的传统，享受着美国“雪鸟”族
闲散安逸不受尘世羁绊的幸福生活。

华裔老人安享晚年的方式多种多样。参加专为老人设立的游
泳俱乐部来强身健体；走出家门加入社区交谊舞也给老人的快乐
加分；养老院每月一日的庆生活动也让老人们开心不已……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天普市学区校友温麟
衍给父亲捎来一则喜讯，她获任巴尔的摩市公共
卫生局长，2015年1月15日上任。

巴尔的摩市是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公共卫生
局有1100名职员，年仅31岁的华裔女子出任局长
缔造了新历史。

美国梦吸引无数新移民，但现实生活中，少
数族裔和女性要晋升到政府和企业的决策阶层十
分不易，他们头顶悬着一道“玻璃天花板”。对具
有少数族裔和女性双重身分的华人新移民来说，
想在主流社会出人头地难上加难。

温麟衍指出，“玻璃天花板”是一种社会现
象，处处存在，每一个亚裔都可能遭遇。该如何
面对和突破？就她个人经验而言，一是在青少年

时代和踏入社会初期，找到一位良师指点迷津，
可以少走弯路。第二，对自己要有信心，学习优
秀，品行端正，有领导能力，出类拔萃。第三，
成功不会一步到位，要有恒心和耐心，执著和持
久地追求目标。

温麟衍 8 岁时从上海来到美国，当时不会讲
英文，在天普市学区插班读书。5 年后，13 岁的
她跳过高中，直接升入洛杉矶州立大学 （CSU-
LA） 少年班。17 岁毕业后，领取全额奖学金赴
圣刘易斯医学院深造。最近 10 年来，温麟衍先
后取得华盛顿州圣刘易斯医学院医学博士、哈
佛大学医学院急诊医师执照、乔治华盛顿大学

（GWU） 医学院助理教授、急诊部主治医师等
学位和职称。31 岁担任巴尔的摩市公共卫生局
长，她以个人的成功实践，突破“玻璃天花
板”，鼓舞更多华裔和少数族裔青年坚持不懈追
求美国梦。

近日，世界华人摄影联盟成立大会在三亚举行。同时，世界华人摄影联盟的46位来自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华人摄影家，在三亚开始为期6天、主题为“印象三亚”的摄影采访活动，用镜头
讲述三亚故事，展现三亚的优美环境、人文风情和发展建设风貌。“世界华人摄影联盟”由来自
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日本、马来西亚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
华人摄影家共同发起成立，旨在促进华人摄影家之间的沟通交流，团结更多的海外华人摄影
家，更好地拍摄中国，报道中国，共同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据悉，世界华人摄影联盟是在香港
正式注册成立的社会团体组织，是为世界华人摄影家提供服务的平台。

图为华人摄影作品：船上嬉戏。 贺延光摄

31岁华裔女移民

出任公共卫生局长
丁 曙

活
出
老
年
的
精
彩

张

莹

创业中国 侨界之星

人生就要敢追梦
——访第五届侨界创新人才奖获得者刘兴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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