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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几位瑞士侨界代表在苏黎世进行座谈。他们分
别来自不同行业，可以被看作当地华人群体的一个缩影。

在座谈会上，几位代表向 《欧洲时报》 记者介绍了
瑞士华人的大致情况。据瑞士华人文体联合协会主席胡
慧珠介绍，瑞士全境目前约有 2 万多华人，其中华侨有
5000 余人。在华人群体的构成中，留学生占较大比例。
此外，在瑞华人从事的行业较为多样，整体素质也较高。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在瑞士，有不少华人充当传承、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的使者。瑞士国家精武总会会长周英国上世纪70年代从
马来西亚移居至瑞士。当时，不少瑞士人在学习日本空手
道，但对中国武术并不了解。随着李小龙的功夫电影风靡
全球，周英国将中国武术各门派的精髓融会贯通，结合舞
龙舞狮等民间技艺，逐渐将中国武术在瑞士推广开来。

如今，周英国在全瑞士已有 1000多名学生，绝大多
数为瑞士当地人。他每年都组织这些学生到中国交流，
体验中华文化。在一些当地政府组织的主题活动中，周
英国旗下的舞龙舞狮队也常受邀演出，广获赞誉。

《欧洲时报》记者在赴瑞采访途中，曾偶遇一名在苏
黎世从事中医行业的华人。而参与本次座谈会的曾小
莉，也在当地中医行业做“桥梁工作”，协助中国专家到瑞
士交流。由于瑞士对中医的政策较为宽容，不少当地人对
中医疗效十分认可，中医诊所的数量不断增长。不过，曾
小莉也指出，随着中医行业在瑞士的迅速发展，一些不规
范现象逐渐产生，瑞士政府已准备开展整治行动。

中瑞科技交流的推动者

瑞士的新能源及高新技术产业相当发达，许多华人
在这些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叶海文曾任苏黎世中国人协会主席。1997年取得清
华大学博士学位后，他到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做博士后。
目前，叶海文在一家知名企业任项目经理。除苏黎世总部
外，这家全球 500 强企业在瑞士有 7000 余名员工，其中华
人有40余名。叶海文所在的协会经常举办以学术交流为
目的的小型研讨会，致力于推动中瑞在科技层面的交流。

蒋于凡所在的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与中国颇具渊源。蒋于凡本
人是新能源技术的讲师。他认为，在新能源领域，中国的许多技术已不成问
题，重要的是节能意识。

团结华人力量的先行者

胡慧珠曾在中国、新加坡、瑞士执教艺术体操，并带队获得多项国际大
奖。她创办艺术团的初衷，是为了组织瑞士的年轻华人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胡慧珠认为，华人应该相互团结、支持，注重文明修养，树立新的国际形象。

本次座谈会中，《欧洲时报》 记者感受到，华人在瑞士的融入程度相当
高，对当地社会和中瑞两国的民间交流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摘自《欧洲时报》中欧·东欧版）

每逢春节到来，海外华人总是千方百计把节日搞得红红
火火、热热闹闹，渴望通过对这一最重要的民族传统节日的
欢庆，寄托对祖国、家乡的一份情怀，去找寻久违的归属
感，遥祝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为了庆祝春节，意大利华人每年都有举行年会聚餐、组
织文艺演出、舞龙舞狮的习惯。春节期间，从亚平宁半岛的
最南端延伸到最北端，一幕幕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春节活
动，为华人社区平添了不少喜庆。然而，就在这喜庆的背
后，却不知节庆的铺张与浪费为华人增加了多少尴尬。

意大利华人春节聚餐每年从腊月开始，到正月十五结
束。其间华人企业请工人、请客户；华人家庭请亲友、请老
乡；华人社团请会员、请同业。今天我请、明日尔宴，吃完
张家吃李家。

按理说，华人春节期间互请聚餐本是一件好事，大家可
以通过聚餐联络一下乡谊，沟通一下感情。但是，在多年经
济危机肆虐、华人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连绵不断的春
节宴请为华人家庭、企业、社团平添了一份无形的压力。

有侨领表示，通常情况下，意大利侨团组织春节活动，
无论是慰问形式的文艺演出还是侨团自己邀请国内文艺团
体，每场经费一般最少需要3万欧元左右，舞龙舞狮也要2万
多欧元；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侨领和华商的赞助。

春节搞活动，对于会员人数多、经济实力强的侨团，大家凑凑
还可以应付；对于那些会员人数少、经济实力差的侨团，只能勉为
其难找商家赞助。实力强的商家出些钱倒也痛快，一些勉强维继
的商家虽不愿意出钱，但为了“面子”也只好打肿脸充胖子。

在华人的思想意识中，“面子”是声望、地位，是一个人
成就的度量衡。现实生活中的华人，经济上受点损失不会伤
及感情，倘若被伤极了“面子”，则会导致矛盾的升级。总
之，为了“面子”，有些华人甘愿牙掉了吞进肚子里，哪怕是
做了“冤大头”也绝无悔意。

春节是中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传统节日，又是欢乐
祥和的节日。春节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罕有其匹，其独特的
精神特质和文化内涵绝不仅仅是聚聚餐、热闹热闹那么简
单。它更多地是一种民族精神本质的载体，凝结着民族的集
体情感，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撑。

海外华人通过春节来传递彼此的祝福、享受亲情的温
馨，无论是对历史的传承和民族文化的颂扬，还是对未来的
展望和期待，都是对民族文化的一种真诚诠释。因此，海外
华人过春节不应拘泥于俗套的传统，应把欢乐愉悦作为主
题，让春节多一些文化色彩、民族色彩。举办春节活动更应
量力而行，切莫为奢华的宴请和活动大伤脑筋，把撑“面
子”过春节变成生活负担。欢乐吉祥才是春节文化的精髓，
务实、节俭过春节标志着华人生活理性化的进步，它将有益
于华人社会的长远发展。 （摘自意大利欧联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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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西班牙唐人街
西班牙《华新报》记者 一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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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未来的唐人街”尼古拉斯·萨切斯街道。
▼西班牙美景 来源：昵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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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人数劲增 成绩有待提高

华媒解析英国留学热
小 欧 徐一彤

近日，英媒报道称，英国大学院校的中国籍
新生人数高于欧盟国家来英的新生人数总和。这
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学费有竞争力

数据显示，在2014年，有58810名中国籍留
学生在英国开始了本科阶段的学习，而来自非英
国的欧盟国家的新生人数总和仅为 57190人。据
官方数据显示，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新生人数
少了上千人，这也表明，英政府试图限制学生签
证的措施已经将一些本科生拒之门外。

来自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
至 2010财政年，来英求学的中国籍新生有 36950
人，自此之后，中国籍新生的数量增长了59%。

英国商业、创新及技能部新闻发言人告诉
《英中时报》 记者，学习刻苦的中国学生意识
到，英国世界知名的高等教育体系和英国学位是
优异的投资回报。此外，一旦海外毕业生完成学
业，如果他们找到了毕业生等级的就业岗位，他
们都有机会在英国工作生活。

面对与美国、澳大利亚等留学大国之间的竞
争，该发言人表示，英国高等教育系统是国际公
认的极好的高教系统，而学费比起美国和澳大利
亚的大学，非常有竞争力。

英国文化协会高等教育总监则称，对于留学
生的总体增长，英国表示欣喜，但美澳等竞争对
手的留学生增长势头更猛。这凸显了英国采取积

极行动吸引全世界人才的必要性。

学制短仍是优势

在全球前 100 顶级名校中，英国就有 9 所高
校入围。随着中国的中产家庭越来越多，海外留
学“镀金”的传统使得来英留学的中国籍学生日
渐增多。

20岁的小王来自中国云南，目前在帝国理工
学院攻读生物工程学，是一名本科大二学生，曾在
美国私立国际学校学习。小王今年的学费为2.55万
英镑，除此之外，每年还需约1万英镑的生活费。

去年 9月刚进入伦敦大学学院的新生小钟在
接受《英中时报》采访时坦言，站在学生的立场
来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愿意来英国，一方面是
它的学制短，总的来说性价比较高；另一方面，
英国大学的申请流程相对简单，除了牛津、剑桥
需要面试外，其他大学大多只需要写一篇自荐
信，申请难度和繁琐度相对低一些。

留学生“表现不佳”

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夏天，以一等
成绩毕业的学生人数创历史新高，5名学生中即
有1人取得最高的一等学位。然而，尽管获得一
等学位的毕业生数量持续增长，但占据留学生比
例高于欧盟国家总和的中国留学生的整体表现却
不尽如人意。

对此现象，英国《卫报》汇总了多个大学的

相关研究成果，大致分析了中国留学生在英国大
学表现不佳的原因。其中包括：

校园文化不同。习惯于“寒窗苦读”的中国
学生初来乍到，对英国大学重视团队合作与小组
分工的学习方法感到很不适应。这影响了他们的
学习体验，也拖累了其学习成绩。此外，中国学
生对英国的酒吧与聚会文化不甚适应，也阻碍了
其融入英国校园文化的进程。

后继无力。据相关研究，中国大学生即便在
第一年表现优异，也常常在第二年面临成绩滑
坡。研究者表示，这背后应当有多种因素的作
用。

背景变化。爱丁堡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在
2004年左右，中国赴英留学生开始从公派为主转
为自费为主。很多赴英留学的中国学生可能缺乏
必要的语言与学术能力，但这在中英相关教育制
度作用下很难体现出来。

轻视语言。因为不计入总成绩，中国学生往往
不参与英国大学的语言培训课程，而这对于很多英
语能力不足的中国学生而言，却是相当重要的。

应试教育。很多中国留学生认为，只要在中
学努力学习、考上一所好大学，就能高枕无忧，
从而低估了英国大学的学习压力。

（摘自英国《英中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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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只要是中国人居住比
较集中的地方，时间长了人们便会
习惯地说，那里是“唐人街”。对
于这一点，我来到西班牙后感触最
深。

2006 年夏天，我去西班牙南
部 城 市 瓦 伦 西 亚 办 事 。 到 那 里
后，很想去找一家华人小店吃碗
面。我问一个华人老板，他告诉
我一条街道的名字，说那里很好
找，有很多中国人开的小吃店，
是瓦伦西亚的唐人街。言语间，
洋溢着自豪感。

还在国内的时候，我曾经想象

过欧洲唐人街的模样：那里一定是
一条老街，店铺雕梁画栋，鳞次栉
比，颇有一种让人发思古之幽情的
感觉。来到西班牙后，我才发现，
这里华人移民的历史太短，根本无
法与美国等地的华人相比。在一些
北欧国家，华人尤其少，而且当地
对商铺的设定距离有着严格的规
定，很难有“唐人街”的影子。

来到西班牙的这些年，我见证
了华人社会的快速发展，宽松的移
民环境让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发挥
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哪里的地租便
宜，中国人就会在哪里迅速聚集，

租赁或买下店铺做生意，并且生意
很快便兴隆起来。于是，就出现了
西班牙马德里郊区富恩拉夫拉达仓
库区名副其实的“中国城”，因为
那里已经成为“华人的天下”；有
了马德里乌赛拉的华人聚集区，因
为那里华人的各式店铺应有尽有；
有了巴塞罗那的华人聚集区风都，
因为那里已经演变为地地道道的

“海外青田小镇”。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些地方就开始有了“唐人
街 ” 的 说 法 。 比 如 ， 从 2005 年
起，就有人议论马德里的乌赛拉地
区，说此地将成为未来的唐人街。

2007 年 夏 天 ， 我 来 到 乌 赛
拉，就此地为何会成为华人聚集区
进行调查。采访中，众商家都对这
里未来的灿烂前景进行了一番畅
想，其中最多提及的，就是“唐人
街”这个词。商铺老板们的理由
是，天时地利加人和，使这里已然
形成华人做生意的小气候，许多当
地人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开始纷纷外
迁 ， 这 里 俨 然 成 为 “ 华 人 的 乐
园”。采访中，一位华商激动地
说：“等将来这里中国人的人气旺
了，我们就可以向市政府申请，在
街道两边立牌坊，把‘唐人街’三
个字刻在牌楼上。”

刚听到这些设想时，我也曾激
动过，憧憬着乌赛拉未来变成“唐
人街”的模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以及当地人的陆续外迁，我突然意
识到，华人聚居区的发展可能偏离
了正确的方向。

华人聚居区带给华商繁荣经济
的同时，也把华人一步步孤立起
来，就像走进了一个围城里。在这
个城堡中，我们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情，圆着各自的梦想，浑然不觉当
地社会与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在

“唐人街”这个梦想逐步走向现实
的时候，我们被“唐人街”这个围
城所束缚，与当地社会的距离越来
越远，“融入”逐渐成为空谈。

由于远离故土，很多来到海外
的同胞迫切地想找一个地方，让自
己有一个心理依靠，有事了大家可

以相互照应。华人想办法聚在一
起，在异国他乡建起一个个“城中
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中国人
与当地人的语言沟通存在障碍，甚
至无法交流，也能在陌生的环境中
生存下来。

有了“城中城”，就有了拒当
地人于“城门之外”的无形屏障，
就有了海外华人社会里出现的各种
社会问题。当一些问题发展到一定
程度时，不可避免地给西班牙华社
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在华人聚居区
内，我们的侨胞按照自己的习惯生
活，有时会忽视当地人的风俗习
惯。旅西侨胞应该认识到，尊重当
地人的社会规范，在任何地点都不
能成为一句空话。

在这个“城中城”的华人小社
会中，当地社会很难深入进来去
洞悉它的发展与变化。近年来，
许多华商的腰包鼓了起来，买汽
车、修店面、搬进高级住宅区，
这 些 变 化 使 一 些 当 地 人 产 生 误
解。在他们看来，在封闭环境中
强大起来的华社开始抢占当地市
场。在这种大背景下，西班牙华
人应该认清形势，与当地社会勤
接触、多交流，消弭因信息不透
明而带来的隔阂与误解。

去年年底，我来到西班牙马德
里华人聚集区乌赛拉，走在一条名
叫尼古拉斯·萨切斯的街道上，发
现这里已经呈现出唐人街的雏形，
沿街的店铺几乎被华人包揽，几乎
没有身处国外的感觉。但是，这条

“唐人街”未来将如何发展，仍是
一个未知数。现在，华社需要积极
努力，以开放的心态去建构它、完
善它。

著名作家钱钟书在其作品《围
城》 中描述了一群试图冲出“围
城”和走进“围城”的人们。当有
一天，西班牙繁华的唐人街真正成
为现实的时候，希望华人不被这座

“城”所围困，来去如愿，出入自
如。

因为出了“唐人街”，外面的
世界也很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