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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月 14日，国足以 2∶1逆转乌兹别克斯坦，以
两战两胜的佳绩挺进八强。更让人感动的是，现场一万多
名“沸腾”的华人组成中国红，为国足加油呐喊。

热血沸腾 奋力呐喊助威国足

“完全无法形容那种感觉，现场简直成了红色海洋。
可惜，在上半场 22 分钟左右就让乌兹别克斯坦进了球。
可让我感动的是，中国球迷都很卖力地呐喊。球迷多一份
力，国足就多一份希望。果不其然，结果反败为胜！”在接
受采访时依然热血沸腾的华人张驰远说道。

昆士兰华人李燕乐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下半场很
嗨，一直是中国队进攻。我们几乎是站着看完下半场的，
一直在为中国队加油，好像自己喊得越给力，踢得就会越
给力似的。”

“乌兹别克斯坦只在他们那边
的看台，大概来了百来人，其他三边
都是华人。他们刚开始敲锣打鼓，气

势比我们足多了。后来由于人数处于
巨大劣势，他们的鼓声根本挡不住

我们球迷的呐喊，结果上
半 场 没 完 他 们 就 不 行
了。”澳大利亚一黄姓华
人这样告诉笔者。
“中国第一粒进球后，

除乌兹别克斯坦球迷区的
全场都起立了，欢呼声响
彻了全场。”昆士兰大学在
读研究生葛戈说。

“沸腾的球迷们可以起
到助威作用，让
队员们心里暖
暖的，还可以给
裁判们施加压

力。”华人孙锁盈接受采访时说。

万人空巷 热情感染中外观众

据统计，当晚比赛共计吸引了1.3万多名观众，其中中
国球迷就超过1万。

张驰远告诉笔者：“这两场华人几乎占了3/4，从不会走路
的小孩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当地华人和留学生都积极地参与，
还有很多从中国国内、澳大利亚其他地区飞来的华人。要不
是在澳大利亚比赛，猛一看还以为回到了中国呢！”

比赛前，一群华人大妈还在体育场外伴随着《小苹果》
跳起了广场舞，用曼妙灵动的舞姿为中国队加油。“《小苹
果》确实让我惊讶了。这是我在这边第一次见广场舞，没
想到不是球迷的大妈们也参与了进来。”李燕乐说道。葛
戈也被广场舞震撼了，“阿姨们真霸气，竟然把广场舞带到
了布里斯班！其实布里斯班华人和悉尼、墨尔本相比太少
了，看到广场舞感觉挺思乡的。”

“很多中国球迷带着他们的老外朋友们也参与了进
来，老外们穿着‘中国加油’的球衣，我们喊加油，他们喊
GO CHINA。”张驰远补充说。

“有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坐在我前面一排的澳大利亚
青年，一开始是为乌兹别克斯坦加油的。中国队逆转后，
果断加入了中国球迷的队伍。好多中立区的球迷一开始
都是支持乌兹别克斯坦的，但后来也倒戈了。也有不少穿
中国队助威服的澳洲球迷，还有好多可爱的澳洲小孩挥动
中国国旗。”葛戈兴奋地向笔者说道。

齐聚一堂 海外华人凝聚力量

葛戈说道：“布里斯班华人数量相对其
他澳大利亚一线城市较少，流动性
也很大。所以这一次有
这么多华人集体
共 同 参

与是很不容易的。这次各个团体紧密合作，一起出谋划
策，一起商量现场可能遇到的问题，在微博、微信、脸书平
台回答球迷们的问题，非常团结！”

“通过这两场比赛，让一些之前根本不关心中国足球
的华人开始关注中国足球，并了解国家队，这个从长远来
看很重要。同时，这也很大程度上凝聚了华人的爱国热
情。很少有场合能让上万名华人聚在一起，开场前大家齐
唱国歌，比赛时大家一起喊口号，身在其中是很感动的。”
李燕乐激动地说道。

“怪不得总说体育赛事能激发民族凝聚力。在异国他
乡本来就没有归属感，突然自己国家的队伍胜利了，那种
民族自豪感太强烈了。”张驰远向笔者说道。

“在国外呆久了以后，那种祖国情是很深很浓的。每
次有了类似的活动，都可以凝聚华人力量。上次
G20，数千华侨华人冒雨欢迎中国国家主
席，就是源自一颗赤子之心。”何
锁盈向笔者说道。

布里斯班华人为球“沸腾”
张 莹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一品香台菜、无二
烤肉、功夫茶、1986KTV、稻香小馆、茶疏等一
连串亚裔餐饮娱乐企业的名字，接连出现在美国
波士顿北部的摩顿市区。如此众多的亚裔餐馆的
落户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关注。其中很多是新型的
餐饮娱乐场所，吸引了大批的华人消费者。

两年前 《舌尖上的中国》 的热播，让世界感
受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然而，在国外，
人们对中餐的印象常常与盒饭绑在一起。在不少
美国人眼中，中餐馆是低端廉价的代表，很少有
人认为中餐馆是上档次的选择。

中餐馆在美国未能进入高端餐饮的行列，与
其自身的历史有密切关系。最初的中餐馆很多厨
师由现学的劳工充当，“炒杂碎”曾一度作为中餐
的代名词。二战后，中餐馆数量激增，与麦当
劳、赛百味等快餐争夺顾客，并提供外卖服务，
其红色包装纸盒成为中餐留在不少美国人心中的
形象。此外，由于中餐馆的密集，相互之间进行

恶意竞争，刻意打压价格，更是加剧了自身的
“廉价”形象。

然而，现今不少在美国的华人已经意识到，
“廉价”的标签很难让中餐取得长足的发展，为
此，已有很多华人正寻求中餐发展的新突破。

“我们不做传统的中餐，我们要做高大上的新
式中餐。”无二烤肉的老板说。2014年5月，餐馆
开业以来，一直努力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特色，
除了醒目的红色烤肉车，餐厅内的墙壁、筷子套
乃至打包餐盒都经过精心设计，红色的底色，黑
色的艺术字体加上卡通的代言人，令人过目难忘。

据悉，在波士顿新开的中餐馆中，大都以整
洁优雅的环境、高档舒适的设施、贴心周到的服
务，赢得当地人的喜爱。中餐本身因植根于中国
文化而独具特色，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华人来到
美国，他们经营的中餐馆的服务质量和经营理念
也在提升和变革。相信不久的将来，实现了华丽
转型的中餐馆也将成为高端聚会的首选。

中餐不打中餐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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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中国已经成为新西兰
移民局最为重视的国家，仅过去3年，中
国申请新西兰签证的数量就增加了 80%，
并且仍以每年30%的速度快速增长。坊间
也有传闻，2015 年新西兰投资移民政策
会有所调整。据此，本报记者连线新西
兰新民国际移民事务所人士，让您全面
了解新西兰的投资移民政策。

中国移民数量确实在增加

“最近几年明显感觉业务量是在增
加，”大卫 （David）——新西兰新民国际
移民事务所的老板直言自己的感受。“目
前移民新西兰主要通过技术移民、创业
移民、投资移民、父母移民及配偶移民
来实现。”

据新西兰移民局公布的数据，2013
年，新西兰移民局一共处理了 30 多万
份 来 自 中 国 的 签 证 申 请 ， 这 也 意 味
着，除去休息日，移民局中国的几个
办事处每天要处理上千份的签证申请。

一个非常明显的数字变化就是新西
兰移民局 2013 年受理了 8009 份来自中国

的居留权申请，而 2014年截至 11月，这
一数字已经达到 8188 份。中国和印度在
近两年交替取代英国，轮流成为新西兰
移民来源地第一大国。

为什么越来越多中国人选择移民新
西兰？网上有一则经验帖道出了移民者
心声：“不用蹲移民监，新西兰公民可享
受澳大利亚居民的福利待遇，免签国家
多 （世界上有将近200个国家对新西兰的
护照免签，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均可免签）。”至于像什么环境好、风景
美、水质好等原因，世人皆知。

政策会进行大幅调整吗

继 加
拿 大 、
美 国 、
澳大利亚
相 继 提 高
投 资 移 民 门
槛后，网络上有
一种声音：可供中国
移民申请者选择

的国家已经不多了，新西兰投资移民
也可能会水涨船高。有的声音还传
言，投资额将翻倍增长，从目前150万
纽币提高到300万纽币。

原因很简单，新西兰的投资移民
政策，相对于其他传统类移民国家来
说，不管是从投资额还是从投资范围
来说，要求都比较低。从投资环境、
投资前景来看，新西兰都不比任何一
个国家差。

申请人数的激增，肯定在一定程
度改变新西兰移民的供需状况，投资
额度上涨应该是理所应当。

这点大卫也比较认同。 大卫介
绍，新西兰投资移民自上世纪 90 年代

开始到现在经历了三段比较大的政策调
整：2005年之前，只要有100万纽币投资
款就可以，投资当地2年的时间，无英语
要求，无来源要求。

2005 年至 2009 年，新西兰提高投资
资金并要求证明资金来源，并增加了雅
思成绩的要求，此政策期间申请人很
少。2009 年至今，国家党上台后全面调
整投资移民政策，政策更加成熟合理，
也更具有包容性。

目前针对投资移民的项目主要有两
类，一类是投资150万纽币，一类是投资
1000万纽币。“目前还没有出来计划，是
否会大幅度提高投资额，还不好推测。
但我想不会有太大幅度的调整。”大卫
说。

投资者面临的门槛

2013 年底，新西兰移民局对创业移
民政策进行了大幅修改，采用打分制，
大幅提高申请门槛。

这一举措公布前，新西兰移民中介
的“圈子”里盛传该移民项目下，70%的
申请者来自中国，积压在移民局待审理
的申请多达上千份，本来6个月的最长审
批时限常常要拖到8个月甚至一年。

2014年7月21日，新西兰总理约翰·基
表态：政府没有计划修改移民政策。毕竟移
民政策的修改会很大程度上抑制需求，最终
会影响新西兰政府的经济状况。

有人算了一笔账，按照平均 30 万纽
币 （约合 150 万元人民币） 的投资额度，
每年成百上千的中国投资移民申请者可
为新西兰带来巨额投资，而实际上，这
个人群为了在新西兰安家置业而带来的
资金更是难以估算。

但新西兰政府可以微调移民政策，
这是政府一直在做的事情。“政府可能会
把一些模糊的政策更加细化，比如说不
许投资已经建好的房产，但可以允许你
买地。因为最近几年房地产炒得太高
了。”大卫介绍。

中国投资移民申请者的激增并不意
味着新西兰政府会放宽移民政策。“现在

有的申请者的雅思分数不过关。
还有的解释不了资金来源。”
大卫说，这是横在众多投资者
面前的门槛。

新西兰新西兰，，
下一个投资移民热土下一个投资移民热土？？

本报记者 杨子岩

最近发生在巴黎的恐
怖袭击及后续发展连续多
天牢牢占据了各大新闻媒
体的头条。这次事件也留
给华侨华人颇多可反思之
处，其中便有身份认同问
题。

当今世界是个人口大
流 动 、 文 化 大 融 合 的 世
界。人们为了各种各样的
理由选择离开故土，搬迁
到异国他乡工作生活的情
况越来越多。那么问题来
了。在一个语言、种族、
文化、宗教等因素或多或
少有些陌生的环境中，“我
是谁”的问题自然而然会
出现。如何调整自己的身
份认同，是每一个远离家
乡的游子都会面临的问题。

在 过 去 的 几 十 年 中 ，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文化多元化成为大趋势。
大多数人欢欣鼓舞，热情
拥抱色彩丰富的世界。一
度，人们相信，这个世界
已经越来越宽容，大家已
经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地球村村民。

然而，现实残酷地打
击了这个瑰丽的幻想。

全 球 金 融 危 机 袭 来 ，
经济低迷不振，排外情绪悄然滋生。“非我族类其
心必异”的古老信条又偷偷露出了头。平静的表
面被打破，族裔、宗教等界限突然无比清晰。曾
经以为自己已经是住在国的一分子了，结果发现
原来不过是一厢情愿。

于是，有些脆弱的心灵突然间失去了曾经以
为坚固无比的归属感，并深深地陷入了迷茫。华
侨华人需要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追根溯源，找
寻曾经被自己抛弃的故土的温暖；需要更加努力
地思考如何更好融入当地社会。

人们常说，前进的道路上从来都不是只有鲜
花没有荆棘。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更多的流
动、更多的融合已经是必然。只是，这是一条没
有人走过的路，一路摸索、一路磕碰是难免的。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尤其是移居他国的人的
自我身份认同也注定了要经历摔打磨练。

生活在不同种族的人群之中、游走于不同
文化之间、倾听着不同宗教的声音，各国移民

对于“我是谁”这个问题必然会多几分思考。只
是，无论如何，都应该坚信，人生而平等，每种
文化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美丽花朵。无论身
处何地，谁都不应该妄自尊大，当然也不应该妄
自菲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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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军第十八批护航编队自1月12日到访英
国以来，受到了中国驻英使馆、华侨华人、中资机
构和留学生的热烈欢迎。连日来，不少华侨华人代
表驱车百里从伦敦赶往朴茨茅斯军港码头，为中国
海军第十八批护航编队送来 30 多个品种新鲜青
菜、瓜果和副食品，让护航官兵感受到严冬寒雨下
的暖意。 孙海潮摄 （中新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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