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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了一次伟大的挑战。我会
说，共和国广场大游行是我们走向更完美
融合的长征第一步。”巴黎市华人议员、
亚裔社团联盟名誉会长陈文雄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还带着大游行归来的激情。

11日，法国巴黎，在默默前行、步伐
坚定的“共和国大游行”队伍中，我们不
仅看到了各国政要挽手前行，看到了民众
群情激奋，我们还看到了法国华侨华人的
身影。他们手举“我是查理”的中文标
语，坚定地捍卫第二祖国的尊严。

往日，公众对华人留下了置身事外、
独善其身的冷漠印象，如今，华人公众意
识已然觉醒，正在更加积极地投身到社会
公共生活中去。

转变正在进行

“我们一直努力聚集更多的人参与共
和国广场大游行。当天参与游行的华人人
数众多，我非常高兴。不幸的是，人太多
了，我们没办法把他们所有人聚集在一
起，展示出我们的团结立场。很多华人都
散落在人群中，无法加入我们的队伍。”
陈文雄说，“我邀请大家带来用中文、柬
埔寨语、越南语等写成的‘我是查理’标
语，告诉世界，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
方、源于不同的种族，但是我们都生活在
法国，拥有共同的理想。我个人使用了中

文标语，与我的官方‘蓝白红’绶带一
起，让大家明白，华人也是巴黎市议会的
一部分。”

曾几何时，华人被认为是“政治冷感”，
上到参与商讨国家大事、社会政策，下到参
与社区活动、公共事务，华人总是沉默寡
言。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2013 年发布的一项
调查显示，在公共参与方面，只有 39%的华
裔受访者表示参与过社区内的相关活动，
低于菲律宾裔的48%与印度裔的47%。

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透过一
些大事件发现，“只顾个人事业，不问所
在国兴衰”的华人形象正在逐渐改变。

在美国，华裔与其他少数族裔的数万
名示威者一起，走上华盛顿街头，抗议弗
格森枪击案等事件背后的种族歧视和司法
不公；在日本，在民众抗议行使“集体自
卫权”活动中，在日华人纷纷表示支持日
本民意，谴责日本执政党危险行径；在马
来西亚，华社力挺25名马来前高官显要主
张的“中庸运动”，做出“抗极端，挺中
庸”的有力表态。

转变，是如今全球华人的状态。

是需要也是理想

冲破一直以来的“政治冷感”，这是
海外华人现实的需要，同时也已经成为他
们的人生理想。

没有人是孤立的小岛。“我想我们所
有人都震惊了，这次恐怖袭击给我们大部
分人留下了惨痛的记忆。这次事件说明，
恐怖袭击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所以每
个人都应该关注。”陈文雄说。

据当地媒体报道，此次巴黎恐袭发生
地11区是法国从事服装业进出口华商的大
本营之一，案发后华商集中的几条街道已
被部分或完全封闭。经历经济危机本来就
不景气的生意，更是雪上加霜。

除了现实的需要之外，精神需求也不
可忽视。“许多华人在法国生活了 10 年、
20年、30年甚至更久，自由和言论自由已
经成为他们坚定的信条。”陈文雄说，“我
们很幸运地生活在这个自由的国度，我们
必须珍惜自由、捍卫自由。”

更重要的是，海外华人对所在国的认
同感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华人感到自
己已经是法国的一部分，尤其是年轻一
代，他们大部分都在法国出生并接受教
育。”陈文雄说，“而且，华人已经开始意
识到，我们同样有权利也有能力带来变
化，我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进行辩
论，甚至竞选成功！”

“我们的第二祖国正蒙受着恐怖袭击
的阴影，家人朋友正生活在恐慌当中，生
意也随时可能被威胁。我们身在其中，不
可以也不应该逃避，而是要积极地参与到
这个浪潮中。”法国华侨华人会执行主席

王加清这样对媒体说。
参加反恐游行的华侨华人，正是以主

人翁的姿态，履行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参与才能融入

“海外华人一年比一年更团结，在当
地的融入也越来越好。”陈文雄说。

华人参与这次巴黎大游行，首先改变
的是华人自身的形象。据当地媒体报道，游
行队伍中，“我是查理”的中文标语异常醒
目，有的法国民众主动索要中文标语牌。当
地民众看到华人游行队伍后，不少人大呼

“Bravo”（好极了），并且鼓掌致意。
对公共事件迅速做出回应，发出自己

的声音，改变了往日华人“闷声发大财”
的形象，向融入主流社会又跨了一步。

需要指出的是，在参与公共生活的进
程中，华人社团的作用不容忽视。据悉，
在大游行开始之前，社团联盟、商会侨领
不仅通过微信群、网站等社交媒体不断发
出倡议，而且共同策划了参加游行的方
案。华人社团的重要作用之一正在于将华
人团结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分析指出，从长远来看，华人积极参
与公共事务，也为下一代更加顺利地融入
社会创造了条件。有观点认为，有了公众
意识，华人的下一代才会出来竞选，谋求
政治地位，也会让族裔更加团结。

两年前，站在两间空空如也的实验室里，张
炜知道，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她亲自联系购买国
外的高精尖仪器，带着学生一点点地去淘小零
件。未来在她脚下一点点延伸开。

当“淡定”遇上“抉择”

“云淡风轻”，这是张炜给人的第一印象。她
话不多，当你恨不得想倾听她所有故事时，她却
浅浅一笑：“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故事，就是每天在
坚持自己的事情吧。”

但如果你认为她只是个温柔如水的女子，那
就错了。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她会朝着目标一直
走，用她自己的话就是“爱钻牛角尖”。

她的第一个选择，是从“顶着光环”的临床
转向了“比较冷门”的药理。“我发现很多病人出
院时只是有好转，并没有完全治愈，所以想从源
头上去寻找方法。”

一头扎进药理界，得到了美国知名教授的青
睐，前往耶鲁学习工作8年，这是一条足以令所有
人艳羡的“阳光大道”了吧？但她却做了让人意
想不到的另一个抉择——接受了母校河北医科大
学的邀请，回国发展。

“我有自己的理想。美国条件很好，但是工作
需要跟着老板走，想做自己的事太难了。”张炜一
直向往中医，想传承古老的精粹，结合进自己的
研究中。

只有丈夫知道看似文弱的她内心有多坚定，
陪她一起回了国。她加入了心仪的中西医结合学
院，带了课题组。

如今，看着亲手组建起来的实验室，张炜才

真切地感受到“回到了家”。

“高冷”界的有心人

“对于‘谷氨酸受体’，我已经研究了十几
年，但还是不断地有新发现出来。它太神奇了，
没有它就不会有人类。”谈到自己的领域，她眼睛
里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开心，话也多了起来。

这是个在外行人看来实在“高冷”的领域，
她却乐在其中。

“我喜欢较真，在做不出来东西的时候，总会
一直问为什么，一定要弄出个所以然。”正是凭着
这股韧劲，张炜在自己的领域里成长得很快。

美国导师也因为她在读博期间就发表了数十
篇论文，向她伸出了橄榄枝，“我喜欢这样勤奋的
人。”每每想到导师这句短短的赞美，张炜内心就
会多一份动力。

翻过了很多奖项的高峰，张炜的日子却一如
从前，看文献、查资料、做实验。她每天都跟着
时间的脚步工作着，“滴答，滴答”，日子慢慢
的，脚印深深的。

清晨四五点钟，天还只是朦朦亮，张炜就已经
坐在书桌前翻起了资料，这时候是她最好的状态。
晚上照顾孩子睡着后，她也会再看会儿文献，才能
安然入眠。“工作让我很快乐，偶尔全家也会一起去
爬山，去户外，这样的生活我很知足。”

做基础也有“春天”

“我们就是为临床大夫服务的。”张炜一字一
顿，话语朴实而谦逊。

只是谈到这里，她还是略显无奈。“在国外，
‘脑研究计划’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我国的基础性
研究还是欠缺些。”

或许人们的成见在于，基础科学有点枯燥，
更有人说它没有应用科学“吃香”。

有些人会问张炜这样的问题，“当你日复一日
地埋头做实验，还不会被人知晓时，会不会觉得
不值？”

面对很多人的关心或是质疑，张炜都只是抿
嘴一笑，“我相信我们做基础的也会有绽放光彩的
时候，或许我得奖就是一个证明。”

她还是静静地坚守在自己的位子上，在心里
描绘着属于自己领域的未来世界。“我也有小‘跨
界’，这是我们以后发展的方向。”张炜会将感兴
趣的数学、计算机等学科融入到自己的研究中，
希望把基础的路子做得更宽。

“好好做研究，好好带学生，”成就只是过
往，她的目光只盯在前方。

做基础也有“春天”，只是这里需要的正是张
炜一般平和而执著的人。她诠释了这样一句话：
无论世间他物如何变幻，只要走好脚下的路，成
功便会不期而至。

华人积极参与巴黎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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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排外成了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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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执著”牵手人生
——访中国侨界“创新人才”张炜

任媛媛

创业中国 侨界之星

随着中华文化的传播，中国画也在向西方展现中国的知性和优雅。但
是，国画中固有的东方哲学和审美观念却让西方观众难以理解。为了找到
与西方观众对话的契合点，许多华人画家开始尝试中西合璧。

以异国风景入画不仅能够吸引西方观众的眼球，更能够让西方观
众体会到中国画中的内涵。于是，就有人在这方面下了工夫。

澳大利亚的华人画家、澳华土著艺术研究会主席姚迪雄以水墨形
式绘制了百米长卷《澳洲魂》，展现了澳洲土著文化精神。

这不是姚迪雄第一次尝试中西合璧。初到澳洲时，他就发现澳大利亚
的袋鼠与国画中的常客——驴十分相似。于是，他创作了世界上第一幅用
中国画的形式来表现异国情调的巨作——《双百袋鼠图》，并在澳大利亚
政府庆祝建国200周年、维多利亚建省150周年、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航
空首航、太平洋区域旅游大会等重要事件活动中展出。

旅德华人画家萧瀚则花费10年心血创立了“积彩色调水墨画”，探
索出了一条以中国传统为基础，兼具意象和印象色彩的水墨画新路，
为西方的风景加上了几抹古朴典雅的韵味。他用画笔描摹欧洲美丽风
光的《欧洲之春》就让欧洲理事会会长深有共鸣：“这幅画表达了中国
画家所感受的欧洲春天，一个美好和平的欧洲。”

虽说“天下山水是一家”，国画的创作素材并不局限于中国山水。
但是“画皮容易画骨难”，外国风景的质感特征与中国山水有很大不
同，想要描绘异国风景的神韵并非易事。比如，加拿大落基山脉地处高
纬度地带，风景开阔，清晰度极高，与中国山水灰蒙蒙的意境不同。加
拿大华裔画家罗建生开始用国画手法画落基山时总是不到位，作品始
终看起来是中国山水，无法体现落基山的特点。

于是，从2000年起，罗建生每年都前往落基山脉采风，记录山脉不
同时期的特点。最终，他以国画形式呈现的落基山脉让外国人一眼就
能认出来。

虽是丹青笔法，异国素材，却并不突兀。相反，它让西方人对抽象
的中国国画产生了共鸣。“通过中国画的形式，表现异国情调和题材，
能够很好地传播中华文化。”姚迪雄如是说。

水墨丹青勾勒异国风情水墨丹青勾勒异国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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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市华人议员陈文雄 （左二）
走在游行队伍中。

孔 帆摄

华人参加巴黎大游行。

来源：法国侨网

法国华商冒雨对遇难者表示声
援。 孔 帆摄

法国《查理周刊》遭袭以来，法国多地又发生袭击事
件。如今，全世界同仇敌忾，对恐怖主义坚定地喊出

“不”。不过，在震惊与愤慨中，另一种危险正悄悄露出獠
牙：这一系列袭击事件可能会推动排外情绪的进一步发
展。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欧洲多个国家已经开始出现排外
主义的苗头，其针对的对象或是穆斯林、犹太人、吉普赛
人，或是来自他国的移民。这里面涉及到宗教、民族、国
家等各个层面的因素，其释放出的最可怕信号在于：在这
个人与人、国与国之间距离不断缩小的“地球村”里，

“宽容”这种本该最需要的精神遭遇了严重危机。
在法国，一种对“伊斯兰化”的恐惧悄然出现。反对

移民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正在赢得越来越多民众的支
持。在发现穆斯林这个目标之前，国民阵线曾坚定地宣扬
反犹太主义。国民阵线的口号非常明确：反移民、反全球
化 （即排外），将法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外国和外国
人；主张法国人优先 （典型的种族主义思维） ……

在德国，极右组织“爱国欧洲人反对欧洲伊斯兰化”
（Pegida） 去年 10 月发起第一场群众集会，抗议伊斯兰教
影响力在欧洲抬头。近期，它每周一都举行游行示威，并

吸引了上万人参加，在德国多个城市都产生影响。该组织
的一些支持者宣布，计划把活动扩大到奥地利等其他欧洲
国家。与此同时，欧洲一些极右组织也声援该运动。

在英国，右翼的英国独立党一直致力于推动英国脱离
欧盟并严格控制移民人数。他们认为，移民会损害国家价
值和身份认同，并以此煽动民意，赢得支持，与执政党叫
板。

这一切的发生自然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自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发达
国家遭遇沉重打击，旧有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迎来变革时
刻。在欧洲，欧元危机如一片不祥的阴云笼罩天空。迄今
为止，欧洲的整体经济状况依然令人担忧，包括法国在内
的多个国家民众对目前掌权的政治精英们的不满与日俱
增，社会情绪有走向极端化的倾向。口号极端的国民阵线
异军突起正是这一现象的最好注脚。

当今世界，人员的流动愈发频繁，越来越多不同种
族、不同信仰的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城市，但是，真正的融
合却依然困难重重。在外部环境恶劣的背景下，排外情绪
开始出现。在边缘状态下生活着的人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则开始出现危机。在迷茫中，强调民族、文化或宗教纯粹

性的极端思想开始有了吸引力。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对多
元性的不包容。

如今，《查理周刊》 惨遭血洗，其他袭击事件接连发
生，这些很容易就会激化排外情绪。在法国，民意调查已
经显示，国民阵线女领袖勒庞有可能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
获胜。在德国，“爱国欧洲人反对欧洲伊斯兰化”开始酝
酿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示威。

这一切都应该令世界不安。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批评
的，排外运动领导人充满“偏见、冷漠，甚至心怀仇
恨”。世界如果充满仇恨，生活怎会美好？

在大家手挽手共同抗议恐怖主义的同时，也应该冷静
下来，别让仇恨主导了生活，别让排外成了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