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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前闭幕的第四届中国旅游产业
发展年会上，海南省著名侨乡——琼海获
得“美丽中国”十佳旅游县称号，标志着
其旅游发展模式获得全国业界高度肯定。

近年来，海南省大打“侨”牌，建设
侨乡，侨乡旅游成为了许多游客的新“宠
儿”。

侨乡，各有特色

独特的文化，是侨乡尽情展示魅力的
平台。独有的韵味，吸引着各地游客驻足
观赏。

侨乡琼海，作为南洋华侨重要发源地
之一，至今仍保留着浓烈的南洋色彩。行
走在琼海大街小巷的咖啡馆中，能亲眼一

睹曾经伴随华侨们创业的旧式皮箱和缝纫
机；走进华侨农场的印尼村，能品尝到保
留了半个多世纪的印尼味道；漫步在博鳌
风情小镇的街道，能感受到下南洋文化、
渔农文化和万泉河文化的完美融合。

成群的百年古宅，是文昌市独特的华
侨文化。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
文昌市共确认包括古宅在内的不可移动文
物共有 348处。胜利老街的骑楼保留着南
洋建筑风格，韩家宅里绘有的先人南洋创
业史壁画几乎完好无损，具有明清特色的
文昌庙宇吸引着各地游客纷纷到来。

华侨农场，则是万宁兴隆的标志性符
号。异国风情园在兴隆随处可见，在亚洲
风情园则可以尽情领略东南亚礼仪和饮食
文化，欣赏归侨的浓郁民族风情表演，尝
尽各种东南亚的美食。

独有的侨乡文化，让海南省侨乡旅游
业迅速发展。数据显示，2014年琼海旅游
服务业总收入33.2亿元，增长62%，其中
乡 村 旅 游 收 入 19.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95%。侨乡，成为了新的旅游胜地。

政府，大力支持

近年来，文昌市先后投入了 2000 多
万元对省、市级重点文物进行保护修缮，
还请有关规划设计院对韩家宅、符家宅进
行规划设计。在国务院公布的全国第七批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韩家宅被列为近现
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不可移动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文昌孔庙、铺前斗柄塔被列

为古建筑不可移动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2 年底，琼海市投入 7000 多万元

用于大规模建设风情小镇。在风情小镇建
设中，中原以“南洋风情”为主题，突出
鲜明的南洋建筑风格。两旁的居民楼粉刷
一新，黄色、红色、绿色的骑楼建筑交相
辉映，精致的雕花立柱和风格一致的木质
牌匾完美融合了南洋文化和琼海本土文
化。

兴隆华侨农场自 20 世纪 50 年代建立
以来，已经从一穷二白的农场变成为农、
工、商、旅综合发展的中型国有企业，完
成了兴隆热带花园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工
作，并正寻求利用已有地理优势和资源优
势，大力打造高端旅游平台。

侨胞，鼎力相助

海南是中国重点侨乡。据海南省外事
侨务办公室统计，琼籍海外华侨华人、港
澳同胞 370多万人。侨乡的迅速发展，离

不开侨胞们的鼎力相助。
据统计，1978 年至 2010 年，海外华

侨华人、港澳同胞向海南省捐赠的款物
逾 13 亿元人民币。据文昌市侨务部门统
计，自改革开放以来，文昌华侨和港澳
台同胞共向家乡捐赠 2 亿元人民币。侨
胞们慷慨的捐赠，给侨乡发展带来了不
少便利。

华侨对故土的贡献，更体现在其投资
创业中。侨胞们已经在海南掀起新的投资
热潮。据统计，至 2013 年 12 月底，海南
有侨资企业 （含港澳同胞投资的企业）
2485家，约占外资企业的80%。

同时，侨胞积极为侨乡发展建言献
策。

2014 年 4 月，为发展兴隆华侨农场，
来自澳大利亚、文莱、印尼、日本等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 多名省侨联顾问、海
外侨领和 10 多名规划设计专家来到华侨
农场，为发展华侨文化、建设风情村进行
实地调研，提出相关规划的意见。

以往，西方文艺作品中的华人形象大多带有刻板的
脸谱化色彩，那是一张张建构在误解之上的、表面化的
面具。现在，华人文艺作家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向世
人展示华裔居民真实的内心世界。

近几年，超级英雄漫画席卷全球，引起一股文化热
潮，而来自美国和新加坡的两位华裔漫画家则于2014年
合作创作了漫画《阴影侠》。漫画以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
唐人街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华裔青年变身超级英雄，同
城市犯罪势力作斗争的故事。不同于经典英雄漫画以热
血打斗吸引读者，这部作品通过妙趣横生却又富有内涵
的对话来透视华裔移民家庭的内外生活，展示“华二
代”夹在唐人街同“外面世界”之间的文化隔阂与心路
挣扎。

不仅是漫画，经常看美剧的朋友们肯定早就注意到，热
播美剧中的华人面孔也越来越多，形象越来越丰富。最近，
改编自著名华裔厨师黄颐铭回忆录《初来乍到》的同名美
剧，即将在美国ABC电视台播出。当华裔移民家庭遭遇

“纯粹的美国文化”，他们将何去何从？该剧既有情景喜剧的
笑料，也有文化“水土不服”的无奈与辛酸。这是首部讲述
华裔移民家庭故事的美剧，展示了华人眼中的美国，在美剧
史上第一次向观众展现华裔移民心中的“美国梦”。

文化的隔阂或许在军旅生活中更为突出，身居其中
的华裔军人们如何面对？为了纪念曾经参军的祖父，为
了探索华裔军人们在军营中的心路历程，美华人作家梅
乐心以数十位不同年龄段的华裔退伍军人为采访对象，
用文字记录下他们的种种故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阿
富汗战争，无数华裔军人跨越文化国界，在军旅生涯中
默默奉献。梅乐心花费7年多时间走南闯北，拜访了这些

退伍华裔军人，通过采
访与整理，用笔将带有
他们血汗的回忆故事记
录下来，最终出版了

《为梦而战》 一书，让
这些华裔老兵们做出的
贡献为人们记住。

过去，人们通过“想
象”来认识华裔居民；现
在，透过这些反映华裔
内心世界的作品，人们
将会看到一个个鲜活而
真实的华裔居民形象。

华裔学子频创佳绩

据美国媒体报道，素有“小诺
贝尔奖”之称的英特尔科学奖公布
了 2015年决赛入围名单，40名决赛
选手中有13名为华裔学生。“英特尔
科学奖”是美国公认要求最高、最
精英的高中科学研究竞赛。华裔学
生孙菀泽等以其出色的表现赢得宝
贵的决赛机会。

华 裔 学 生 入 围 此 奖 已 不 是 首
次。去年5月，华裔学生陈舒扬因获
得英特尔奖首奖而走入美国华人的
视野，成为“炙手可热”的小科学
家。在之后的加州科技博览会上，
陈舒扬又不负众望，在高中组微生
物学类别取得了第一名，卓越的成
绩令这位华裔少年也敲开了哈佛、
斯坦福等名校的大门。

各国华裔学子也喜报连连。不
久前，菲律宾华裔数学奇才许锦标
在阿根庭麦黎巴拉沓举行的第 53 届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比赛 （IMO） 荣
获铜牌奖，许锦标成为菲律宾科学
中学学生荣获这一享有崇高荣誉国
际数学奥林匹克比赛 （IMO） 奖的
第一人。

据加拿大 《世界日报》 报道，
加拿大华裔乐瑞婷，这位多伦多大
学有机化学华裔博士班候选人，已

名列富比士“30位最优秀的 30岁以
下人士”科学和卫生项目的精英，
被富比士形容成“未来之星”。

此外，各国华裔学生也以出色
的成绩赢得了世界名校的橄榄枝。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在加拿大卑诗
省北本那比中学就读的 16 岁华裔学
生萧宇阳，上月收到哈佛大学提前
录取通知书，成为继姐姐萧宇琪之
后，家里第二个入读哈佛的孩子。
他的父母也因为培养出两个哈佛学
生而成为当地名人。

中西合璧成果丰硕

华裔学子在海外取得卓越的成

绩，与其中西合璧的家庭的教育和
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

以往，多数中国式的家庭教育
以“刻板”著称，常常以“灌输
式”的方式培养孩子。然而，近年
来，越来越多华人在对子女的教育
上，改变了原有的模式：既保留了
中国教育中的优良传统，又融入了
西方教育中自由、平等的元素，重
视孩子的全面发展。

“英特尔科学奖”入围者陈舒扬
说，他的父母很尊重他自己的意
见，在学习方面给他很多可以自主
选择的空间，当他尝试新事物时每
次都得到父母的热情鼓励。

儿女双双走进哈佛校园的于巾

帼认为，现在的孩子不能完全采用
“大棒”式教育，建议配合西方的
“鼓励”式教育，适当给孩子一些
“胡萝卜”，用以激发孩子的热情，
树立孩子的信心。有了自信，孩子
也更有学习的热情。至于让孩子参
加各种比赛，家长应该“只问耕
耘，不问收获”。

外国父母为华裔教育点赞

过去，中国学子在海外经常被冠
以“考试机器”，其家庭给予的填鸭式
的教育方式也被外国人所诟病。然
而，近年来，中国学子在海外取得了
骄人的成果，让外国的父母对华人教
育态度逐渐发生改变。不少外国的父
母甚至主动学习华人的教育方式，
甚至送孩子到中国读书。

有媒体报道，定居纽约近 40 年
的美籍华裔马雪亚一家在不久前达
成了共识，把两个小孙女送到北京
上幼儿园。希望孩子不仅能吸收西
方文化，也要接受中国教育，拥有

“中国式智慧”。
华人学子的教育成果也渐渐得

到了世人的认可。除了华裔，有越
来越多的海外人士将子女送到中国
来学习。瓦拉西的父亲詹姆斯是澳
大利亚墨尔本人，在中国的南京工
作。两年前，他带着妻子和儿子来
到中国，“我想让孩子学习中文，让
他来读书，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了
解。”此外，中国的教育让詹姆斯觉
得，儿子在这里的收获将更大。

来自韩国的洪先生的家族里，
先后有5个孩子在南京读中小学。一
个是洪先生自己的女儿，其他4个孩
子是洪先生亲戚家的孩子。他们都
由在南京定居的韩国人洪先生照
顾，接受中国的教育模式。

中国农历羊年春节将至，美国洛杉矶亨
廷顿图书馆25日举办了“欢乐春节·中国广
东文化周”中国春节专场庆祝活动，来自广
东的表演团体为当地民众进行了文艺表演和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展示。

大图：以广东民俗文化为主题的“新华
影廊”图片展在美国洛杉矶的亨廷顿图书馆
流芳园展出。

小图：展出的“广州彩瓷”。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跨入 2015 年，受欧洲政经形势和国际市场
多重因素影响，欧元汇率一路狂泄。23日，欧
元对人民币的汇率首次跌破7.0大关，创下了欧
元诞生以来的历史最低。

不可否认，此次欧元入水虽利好于欧洲商
品的出口市场，但对欧洲经济整体影响和所形
成的市场波动在所难免。特别是欧元对人民币
汇率仍保持下滑态势，将严重影响在欧洲从事
进口贸易的华商群体和华社的工薪阶层。

路透社报道称，1 月 22 日，意大利总理伦
齐对欧元近期跌势表示欢迎，并希望欧元进一
步下跌至美元平价水准。伦齐表示，“我的理想
水准是平价”，欧元走软可望对高度依赖出口的
意大利经济带来帮助。

官方数据显示，意大利的总债务为1.8万亿
欧元，负债率全球排名第三，与此同时，意大
利又是所谓“欧猪五国”中最具重量级的国家
之一，其经济总量仅次于德、法，位列欧元区
第三。而目前欧洲最需要救助的则是“欧猪五
国”——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其
中也包括意大利。纵观意大利全局，伦齐对欧
元走势的态度代表着意大利执政当局，虽不能
完全左右市场，其影响却同样不可低估。从这
一点上看，欧元汇率仍有很大的下滑可能。

欧元狂跌令很多华商叫苦连天，但也不乏
有为欧元下滑手舞足蹈者。欧元汇率下挫对于
依赖于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华商而言，汇率的直
接损失近乎等于商品的营销利润。按大宗商品
贸易平均周转时间 90天计算，进口商要想预测
和规避汇率风险，在汇率不断震荡的情况下，
其经营风险可想而知。

反观从事意大利出口业务的华商，应该
说，欧元汇率下滑为企业创造的意外利润不能
说不是一种惊喜。而对于在意大利经营本土市
场，诸如餐饮、零售、服务等企业，以及华人
群体中的工薪阶层，从地缘经济上看，该群体
在意大利本土消费似乎影响不大。但是，多数
旅居意大利的华人都无法回避与中国的密切经
济关系，更无法回避欧元在中国消费直接缩水
的问题。

据有关官方统计资料显示，意大利从事中
国进口贸易的华商占华商总数的 20%左右，其
经济总量却占据了华商经济总值的 60%；从事
出口贸易的华商约占华商总数的 10%；其它在
意华人群体多以从事生产型、服务型和劳务型
的人数居多。从华人经济结构看，此次受欧元
汇率严重下挫震动影响，意大利华人经济的波
动同样是市场经济规律的必然。

毋庸置疑，欧元下跌必将带动意大利旅
游、购物、置业、出口等市场的繁荣，与之相
比，进口市场将会成为受汇率震荡影响的重灾
区，华人经济受之影响犹如冰火两重天。由此
看来，华商很有必要重新审视汇率波动下的市
场规则，寻找新的机遇和经济增长点，学会在
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中谋求生存与发展。

海南海南，，打造特色打造特色““新新””侨乡侨乡
孙少锋 张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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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家宅已被列为全国第七批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当地政府将对其进行修缮。据
了解，韩家宅整体占地面积 1335 平方米，
是旅居泰国的文昌富商韩钦准于 1936 年回
乡所建。 中新社发

经改造，“南洋文化”与本地特色“土文化”完美结合，如今的中原镇旧貌换新
颜。 来源：琼海在线

经改造，“南洋文化”与本地特色“土文化”完美结合，如今的中原镇旧貌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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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化周在美举行广东文化周在美举行

萧 宇 阳
（左二） 将要
和姐姐萧宇
琪 （右 二）
一同就读哈
佛大学。
来源：（加拿
大《明报》）



图为《初来乍到》主角一家 来源：美剧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