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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马来西亚《光华日报》1月19日报道，马来
西亚华人教育基金会将出资120万令吉，用于出版
约 30万本华小生必读的华人历史参考书。马来西
亚首相署部长魏家祥指出，出版这本书目的是弥
补历史教科书的不足。

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家的华人开始发出声
音，希望要在历史教科书中正视海外华人历史。

各地呼声不断

据马来西亚 《东方日报》 报道，大马上议员
张盛闻2014年10月曾发表演讲，将致力于还原历
史教科书课题。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上议员蔡金星
也说道，在内阁没有华裔代表的时候，有些人故
意篡改历史。现有的历史教科书抹杀了华人在国
家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呼吁编写者如果不清楚详
细内容，大可前来询问，定会一一解答。

美国犹他州多元文化事务部部长中野女士在
2014年 5月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说：“犹他州将推
动把铁路华工贡献更多地写入美国历史教科书。”
她认为，无论在过去参与修建太平洋铁路还是现
在参与犹他州的建设，华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美国媒体报道，洛杉矶社区学院理事伍国
庆也在致力于推动把 1871 年洛城华埠发生的华人
大屠杀写进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中。

据《明报》报道，2014年2月温哥华中华文化
中心推出了“正视华裔历史总动员”行动，呼吁
正视华人在加拿大历史上所遭遇的不公平，修改
本省教科书，如实反映卑诗省过往不公正对待华
人的历史。

有利民族融合

华人旅居他国，
在国外谋求生计中为
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同时也
遭遇了诸多的不公平待遇。然而这些历史却大多
不为人知晓。

“目前教程中已经约略提及华人修筑铁路，以
及人头税等题目，但只是蜻蜓点水，不够深入，
也不够广泛。”温哥华学务委员胡慧仪指出。“实
事求是地讲，华人和亚裔人群的历史、文化和对
美国的贡献，迄今很少出现在美国学生的历史教
科书中”，“传承一种文化和一段历史还需要历史
研究以及书籍的教育与推广。”中野女士说。

在“正视华裔历史总动员”行动中，西门菲
沙大学王健教授表示，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可
以让更多人了解华人对加拿大的历史贡献，尤其
是下一代的学子们。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吴磊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说：“在历史教科书中正视华人的历史肯
定是好的，可以帮助其他民族了解华人。民族大
融合是时代的趋势，而各个国家不同种族、民族之
间的融合与平等相待是建立在对历史的承认和尊
重的基础上。设想，如果一个国家的各个民族因相
互不了解而产生了歧视，必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那么经济发展、文化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卑诗大学余全毅教授表示，这种举措可以帮助学
生认识如何克服种族主义，建设一个更为公义的社

会。卑诗教联主席兰柏德认为，不同的族裔都是社会
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其它族裔的历史加进本地教科书
内，可以让本地的社会制度更加丰富及多元化。

政府社团需合作

然而要让历史教科书真正正视海外华人史，
我们要走的路依然很长。

加拿大卑诗省国际贸易、亚太策略及多元文
化厅厅长屈洁冰认为，能否修改历史教科书，还
需要与省教育厅进一步详细商讨。吴磊说：“要真
正做到让历史教科书真实反映海外华人史，需要
政府的重视、社会力量的参与，特别是教育机构
和社会组织的参与。”

据马来西亚 《星洲日报》 报道，马来西亚已
有社团积极寻求与教育部合作，愿意提供华人在
马来西亚的历史数据记录，协助教育部重新编写
历史教科书，以真实反映华人历史。还有的华人
社团捐助出版华人故事系列书籍和光盘等，希望
能成为学校的辅助教材。

海外华人史，凝聚着海外华人在外谋生创业
的血与泪、光荣与梦想。以纸做媒，海外华人史
需要被正视！

“我眼睛看不见光了，但身上还能发光。我要把我知道的、学到的东西
传授给葡萄牙人。”当鲁晏宾挽着王锁瑛的手臂出现在日前举行的第三届

《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 颁奖典礼上时，全场观众起立鼓
掌。

自20余年前定居葡萄牙，鲁晏宾、王锁瑛夫妇便开启了在葡萄牙的中
文教学旅程。然而，在2001年，鲁晏宾完全丧失了视力。

按照葡萄牙政府的相关规定，鲁晏宾可以领取残疾抚恤金，这足以让
他无忧地生活。但是，领取残疾抚恤金便意味着他不能继续工作。鲁晏宾
选择了放弃抚恤金，坚持汉语教学工作，希望传播中华文化。

鲁晏宾和王锁瑛曾说，教葡萄牙人学中文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这
是让葡萄牙人了解中华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传播中华文化的最直接方式。

他们热爱教学工作，学生们也喜爱他们的课程及教学方式。鲁晏宾
说：“学生们很喜欢听我们讲课，对我们也很好。我眼睛看不见，学生们经
常自发组织接我到学校，并送我回家。”曾有人劝说二人下海经商，王锁瑛
拒绝道：“对我们来说，教书最有意义。”

多年耕耘，桃李芬芳，鲁晏宾、王锁瑛的学生如今遍及各行各业，既
有政府官员，也有在读小学生。这其中，一些人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也
开始从事中文教学工作，还有的在警局、律师事务所、房屋中介公司、中
资企业等机构工作，用受教于他们的中文为在葡华人、中国游客及中国投
资者提供服务。

在教授中文、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鲁晏宾和王锁瑛不忘培养学生
对中国的感情。王锁瑛说：“有些学生看到西方社会某些不客观的报道后会
有疑惑，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们了解真正的中国。”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葡萄牙国家电视台邀请王锁瑛做采访节目，
问及尖锐问题，王锁瑛通过讲述事实改变外界对中国的错误印象及疑虑，
让葡萄牙人看到了中国举办奥运会的诚意及中国民众善良、朴实而又热情
的精神面貌。节目播出后，生性低调的王锁瑛成了当地的“中国名人”。

“桥梁，我们敬仰的桥梁！联通华葡，文化铺路，融贯中西，外交通
畅。你们是伟岸的桥梁，彩虹般连接欧洲和龙乡……桥梁，洒满阳光，引
领中外交流各项，熙熙攘攘。桥梁，映照霞光，描绘国际互动画廊，欢欢
畅畅。”这是鲁晏宾、王锁瑛的一位学生为老师特别用中文创作的一首诗，
名曰《桥梁》。

据日本《朝日新闻》16日报道，日本政
府专家恳谈会日前就技能实习生制度进行

讨论，政府也将于 1 月下旬的通常国会上提出
修改该制度的新法案。届时，日本技能实习生制

度可能将会迎来新的修正。
这一制度源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外国人研

修制度，原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人才培育，但该制度
在施行过程中被曝利用廉价劳动力侵犯人权，后经多

次修改演变为今日的技能实习生制度。然而，历次修改
被指“换汤不换药”，针对实习生的不法侵害问题依然未
能得到有效解决。

据日本法务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4年 6月，在
日技能实习生总数约 16 万余人，其中中国人约 10 万余
人，比例高达近 65%。自该制度实行以来，中国实习生
数量一直占据绝大多数，因而也成为了种种不公正待遇
的主要受害者。

恶性人权侵害频发

据日本媒体报道，长野县某工厂内的中国实习生们
被要求超长时间劳动，而居住地卫生保暖等条件极其恶
劣。无独有偶，日本岐阜县某工厂的中国实习生不仅工
资极低，加班费也被拖欠。当他们要求公司支付工资时，
竟突遭解雇，险被强制遣送回国。

2014年底，日本各媒体报道了著名莴苣产地川上
村发生的中国实习生遭受人权侵害的事件，再次将该

制度推上风口浪尖。据日本律师联合会（以下简称日律联）
公布的调查报告书显示，该地中国实习生们忍受长时间
劳动，居住于狭小的简易宿舍，工资受到控制无法自由
使用，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等。事件一出，舆论哗
然。美国国务院监督及打击人口贩卖办公室公布的 2014
年度报告中，就援引川上村一案批评日本的这一制度存
在“强制劳动”问题。

事实上，媒体报道出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据日本厚
生劳动省 2013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针对全国 2318 家实习
机构的抽查中，竟有 1844 家机构存在不同程度的违法行
为，违反率高达79.6%！而在最近5年的抽查统计数据中，最
低的违反率竟也高达70.5%！

制度缺陷或是根本

如此大量的人权侵害事例反映出的是制度本身的缺
陷。

根据现行《技能实习生入国在留管理准则》（以下简称
《准则》）规定，实习生不得离开当前实习机构，否则将被取
消在留资格。这使得实习生无法自由选择其他机构。针对
违法行为，虽然会在数年内禁止该机构接受新实习生，但

《准则》并未明确安排实习生的继续实习与生活安置问题。
因此，如果实习生告发实习机构，实习无法继续的可能性
很高，生活也难以得到保障，实际上还是实习生自己受损
失。双方的不对等一目了然，因此日律联的报告书一针见
血地指出：该制度“很容易就建立起接收方与实习生之间

的支配从属关系”。
监理团体的监督机制也存在制度缺陷。前

述专家恳谈会指出，当前制度下的监理团体自身
没有受到有效监督，取得监理资格后便不受约束，
这种情况下针对实习机构的监管基本依靠监理团
体的自觉，其可靠性可想而知。日律联也批评依靠监
理团体的监督机能是“结构性的软弱无力”。

因此有分析评论，企业为利益而利用制度漏洞虽
再自然不过，但对制度本身进行根本的改正则是十分必
要的。

彻底改革任重道远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此次专家恳谈会报告书重点
关注加强对监理团体的监管力度。为此，日本政府将实行
监理团体许可制，新设专门管理机关对监理团体资格进行
管理与监督，一旦发现不法行为将取消该团体的监理资
格。此外，将存在不法行为的监理团体及企业名单公示、创
设实习生母语窗口等意见也在恳谈会上被提出。

根据日律联的报告书，该制度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实习
生与实习机构之间的不对等地位，如果这种关系得不到改
变就无法彻底根绝人权侵害。如果此次新法案得到通过，
加强对监理团体的监管有望实现，但实习生与机构之间
的不对等地位似乎并未产生实质性改变。在这种情况
下，新的改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恶性人权侵害问
题，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问题频发

日本技能实习生制度何去何从？
李继东

忽视已有贡献 有碍民族融合

多国华人欲推动修改历史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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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9 日，“北京华商会 2015 年会”在京举
行。年会以“凝聚华商力，实现中国梦”为主
题，旨在推进北京各华商企业之间的了解、交流
与合作，实现共赢。中国侨联副主席、北京华商
会名誉会长李昭玲，北京市侨联所属社团代表以
及北京华商会员300多人出席。

年会上，许多会员自编自演了多个精彩节
目，活跃了年会的欢乐气氛，让大家感受到北京
华商会大家庭的温暖与活力。图为会员们在表演
扇舞。 王晓玥摄

一位西班牙女士的太极情缘一位西班牙女士的太极情缘

家住西班牙巴塞罗那的
瓜达卢佩女士今年 55 岁，
练习太极已有近20年时间。

瓜达卢佩从小就对中国
文化感兴趣。成年后，为了
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她在
巴塞罗那的一所外语学校里
学了 7年中文。现在的瓜达
卢佩女士能说一口流利的普
通话。为了改善自己的身体
状况，她从 1995 年开始练
习太极。

1998年，瓜达卢佩女士
结识了自己的师傅、同时也
是如今生活伴侣、生活在西
班牙的华人张修睦先生。瓜
达卢佩女士说，太极不只是
一种武术，而是融合了中国
古代哲学医学等文化的完善
体系，在她看来，太极值得
用一生的时间来修炼和研
究。 巴雷纳摄 （新华社发）

瓜达卢佩女士与华人丈夫

瓜达卢佩女士教学生打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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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绣是中国艺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近年来，中
国刺绣艺术不断在世界各地展出，在世界的舞台上演
绎着“针尖上的芭蕾”。

不久前，一家名为“庆阳淑方香包刺绣”的乡镇
企业，带着自己的刺绣产品赴白俄罗斯进行展览，这
些刺绣产品多为当地妇女制作，她们将对自然的观察
和认知以刺绣的形式表现。在穿针引线间，龙、蛇、
鱼、鸟等动物以夸张的、富于表现力的造型呈现，博
得了当地人的欢迎和追捧。

2014 年夏天，苏州绣娘应邀远赴北美交流，用针
线刺绣出了“蒙娜丽莎”图，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原来世界上还有这种艺术！”当地参观的人纷纷赞不
绝口。

刺绣以其独有的魅力也吸引了不少国家民众主动
学习。2014年11月，中国的74幅纯手工苏绣作品在马
来西亚展出，细腻典雅的苏绣作品吸引了当地人的眼

球，马来西亚官员在展会上建议苏绣工作室录取当地的学员，鼓励当地人
积极学习、吸收刺绣艺术。

中国刺绣在传播中国文化中扮演着的重要的角色。近日，“中
国刺绣展”在波兰卢布林亮相，吸引了大量的顾客，到场观众仔
细观看询问着刺绣的制作过程，对中国传统手工艺术赞叹不已。

捻指、穿线、描图，饱含中国文化的刺绣正以其绝美精湛的
技艺演绎着针尖上的芭蕾，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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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商会举办年会

鲁晏宾 王锁瑛

最喜欢教葡人学中文
郝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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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60年代，中国劳工在大雪弥漫的内华达山脉修建铁路。
图片来源：美国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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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绣作品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