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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敢为天下先”的海外拼搏

荷兰海牙，大西洋东岸一座气候温润
的城市。这里的唐人街上有一座老华侨卖
花生糖的铜像，它将华侨创业的艰苦经历
定格于异国街头。“卖花生糖人”也成为一
个特有名词进入《荷兰大辞典》。

潘成南，这位百岁的瑞安老华侨就
是海牙唐人街雕塑的原型之一。早

在上世纪 30 年代，潘老先生
便远渡重洋来到欧洲，

成为瑞安第一轮出
国移民潮中的

一 员 。 而
他 正

是用“卖花生糖”赚得人生的“第一桶
金”。

先炒熟花生，再融化麦芽糖，两者搅
拌后倒于一张油纸上，用木板压平。待冷
却时切成小块，又香又脆的花生糖就成型
了。“上街叫卖，还得穿破旧的衣服。荷兰
人比较有同情心，看我们穷苦的样子，往
往会多买些花生糖，有时还会多塞钱。”期
颐之年的潘成南虽然说话有些含糊，但思
维依然清晰。

尽管潘老先生的“花生糖”卖得比较
成功，但他此前在意大利的生活却极为艰
难。当时的他每天提着篮子，在饭馆、集
市卖领带、衣帽等百货为生。这样的故事
也发生在来自湖岭桂峰的朱益对身上。

“那时我的伯伯、叔叔们都是十几个人
居住在一个小房间，很是拥挤。每个人白
天出门推销，晚上回来。但一年到头交了

房租，买只鸡过个年，最终也就所剩
无几了。基本没有什么积蓄可

言。”作为朱家的第二代华
侨，朱益对的侄子、旅

意华侨朱庆槐描述
了自己伯父等

当年在意
大

利的苦难岁月。
个人命运总是与国家、世界的局势紧

密相连。据潘成南老人回忆，当年的中国
饱受列强欺凌，因而他们常常被欧洲人讥
笑为“亡国奴”、“东亚病夫”，卖东西时也
总是受到冷落。当二战爆发、德军入侵荷
兰时，凭身份证每人每周只能分到1公斤土
豆，于是潘老先生只能靠上山挖番薯 （也
叫地瓜） 等作物充饥。

随着改革开放的来临，瑞安迎来了第
二波出国移民潮。在老华侨们的协助下，
他们的儿孙及亲朋好友相继奔赴异国他
乡，追逐自己的淘金梦。据统计，截止目
前，瑞安有11.3万海外华侨华人及港澳台同
胞，国内归侨侨眷近 7.5 万人，分布于 105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洲占80%以上。

“虽然伯父们在海外已经有了事业，但

这不代表我们出去了就可以坐享其成。”朱
庆槐告诉记者，自己到了国外也要从餐馆
洗碗、手工作坊制皮包等零工开始做，有
点积蓄后才开始在老一辈的资助下办起自
己的手工作坊。

“手工作坊一般都很小，只有三四十平
方米，白天用来生产皮包，晚上就直接打
个地铺睡觉。这大概就是所说的温州人

‘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精神吧。”
朱庆槐表示，虽说自己是老板，其实比工
人更累。因为按照法规工人有休息时间的
保障，而自己却连节假日也舍不得放假。

“皮包的订单往往来得很急，下午买家
前来下单，往往第二天就要拿货。所以经
常要连夜赶制。如果工人到点下班了，就
只能我们自己亲自上阵了。”

相似的故事也发生在餐厅里，发生在另一
位旅意华侨缪长寿的身上。“刚出国时在餐馆刷
盘子，每天工作要十七八个小时。真的是辛苦又
单调。后来做熟练了就去当二厨，做一些切菜、
配菜、油炸简易食品的工作。”

谈起 《温州一家人》，缪先生对周阿雨
的角色体会极深。“我不仅和她干的活差不
多，同样也是每天躲在厨房或阁楼逃避警
察的搜查。”由于他出国时只是办理了旅行
签证，因而一旦被警察逮住就要被遣送回
国。在用“躲猫猫”的方式坚持了 3 年之
后，幸运的他遇到了意大利政府对外国移
民大赦，从此取得了居留权。

不论是卖花生糖、制皮包还是开餐馆、
做商贸，瑞安的华侨都为自身的事业付

出了极大的精力。也正是凭着“敢
为天下先”的拼搏精神，他们

才能在海外获得一番成
就，让“洋人”们刮

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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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温州一家人》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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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身于大山深处，却在幼年时只身一人来到意
大利。求学的同时，她在餐馆洗碗炒菜、到工厂做鞋
制衣。辛苦劳动小有积蓄之时，自己和伙伴开办的饭
店、服装公司却屡屡遭遇外国同行的倾轧与排挤，而
最终这一切都在她和同伴的帮助下得到巧妙的化解。

这里的她是热播电视剧《温州一家人》里的女主角
周阿雨，也是所有来自浙江温州瑞安市的海外华侨的
缩影。作为中国的著名侨乡，瑞安有着成千上万“周阿
雨”般的人物，他们背后都藏着各式各样的传说。

近日，记者来到瑞安，去寻找《温州一家人》里
的踪影，去探访、聆听“周阿雨”们的故事。

②家乡建设无时不在的身影

向上望是峭壁，向下看是深谷。而记者所乘坐的
汽车就在这贴着崖壁的盘山公路上“十八弯”地走下
去，看尽无数个“峰回路转”与“柳暗花明又一村”。

湖岭，位于瑞安的西部山区，电视剧 《温州一家
人》 里主人公生活的古树村就在这里，事实上，瑞安
数以万计的华侨也正是从这里走出。山区人多地少的
现实与交通不便的状态让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漂洋过
海谋生。如今他们成就一番事业之时，回馈、建设家
乡成为他们共同的选择。

桂峰社区和枫岭社区位于瑞安西部山区，这里80%
的人口在海外谋生，是当地典型的华侨社区。这里的
每一段路，每一座桥、每一所学校、卫生院甚至自来
水、卫生间排污系统等公益项目，无不凝结着侨胞的
心血。

车辆继续盘旋在山路上。不远处就是被一条沟壑
阻隔的两座山。曾经，这道狭长的沟壑让多少人绕道
盘旋，日夜兼程地赶路。现在，不论是风雨交加还是
碧空如洗，都有一座“庆局桥”安静地“卧”在这
里，让往来的人们轻松跨越“屏障”，更快地到达目的
地，也能更早地回家。

就像这座桥一样，它的出资者荷兰籍华人朱庆局
也是一个低调却热心公益的人。从修桥造路到建设学
校、医院，还包括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场馆设施，朱
庆局都慷慨出资，支援祖国及家乡建设。而他的个人
生活却极为简朴，一双拖鞋缝缝补补穿了8年，最终只
能用钢丝把鞋面吊住。现在这双拖鞋仍被主人所收
藏，时不时还拿出来“忆苦思甜”。

其实，很多华侨华人也像朱庆局一样，宁可自己
节衣缩食也要为家乡的发展作贡献。早在 1982年，朱
庆局得知村里要修路后就立即向国内汇来 3000 荷兰
盾，而这在当时是他整整4个月的薪水。

从潘成南等早期瑞安华侨每月5美元捐款支援国内
抗日、高价购买流落海外的文物古籍，到潘世锦、詹
杨毅等一批当代华侨捐资百万元人民币支持家乡“美
丽侨乡”建设与助困帮扶、医疗保险等
项目，以及欧安大

楼、华侨饭店等第一批旧城
改造项目的投入，瑞安的发展
离不开侨胞们的热心支持。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
瑞安接受侨胞善款累计达 1.5 亿元以上。
其中不少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便有数万乃
至数十万的捐款。而彼时瑞安一名普通职工的
月均收入仅为数十元。近 30 座桥梁、100 多条公
路、20来座电影院等文化活动场所，这些都来自侨胞
们的慷慨援助。

除了“慈善”类的捐助，近年来不少华侨也开始
变“输血”为“造血”，纷纷在家乡投资办实业，发
展经济，出现了瑞立集团、光裕集团、安阳高级中学
等一批侨资企业和民
办学校。

在 旅 游 业 方 面 ，
由旅意华侨程德育三
兄弟投资 2500 万元开
发建设的高楼“风暴
山谷”水上乐园一期
工程已经启动，在炎
炎夏日为瑞安市民带
去清凉；由旅西华侨
周岩凯先生投资的高
楼乐水休闲养生度假
项目也在紧锣密鼓地
筹备当中。

数据显示，1978
年后侨胞在瑞安投资
创 办 企 业 达 219 家 ，
投资额达 80 多亿元人
民币，数量和投资额
均占瑞安合资企业的 80%以上，
成为促进瑞安经济发展的
重要力量。

③③团结同团结同胞、融入当地的海外发展

在《温州一家人》的最后一集，周阿雨的竞争对手蓄
意挑起族群矛盾，联合普拉托所有失意的商人，组织驱逐
温州人、保护本地商业的游行。而周阿雨作为温商的代表
前往市议会发表演讲，用真诚的感情和充分的理由说服
市议员和市长，驳回当地人“驱逐温商”的提议。

同样，这样的场景也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瑞安华侨数
量众多，但总归也是靠“亲带亲，戚带戚，朋带朋，乡亲带
乡亲”的方式走出去，因而大家在外更珍惜这份感情。往
往会“抱团”在一起，遇事更会相互支持。

朱庆槐表示，当年自己开作坊时大约需要 5 万元人
民币的投入。在自己有一定积蓄的基础上，各位长辈都是
你500我1000的赞助，并不将其视为“借款”或收取利息。

“后来晚辈们开始独立经营买卖时，我也是这样直接给些
赞助。大家都是自家人嘛。”

除了生意上的赞助、华侨落难时的捐献爱心等物质
方面的支持，瑞籍华侨也会通过其他形式的社会活动解
决同胞的难题，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带老乡看病、打官司，办各类手续、证件，这些琐碎的
事情在潘成南老人的眼里几乎就是“举手之劳”；做业余
翻译，向警察解释老乡工厂里“多出来的人”是来旅游的
亲戚而不是“黑工”，这是缪长寿最“急人之所急”的帮助。

2009年西班牙“6·16”事件、2012年瑞籍华人在意大
利遇害，瑞安的在地侨胞和其他华侨华人一起参与游行，
表达“要尊严”、“要安全”的诉求。2014年，瑞籍女孩郑玛
丽亚参加当地脱口秀节目，与意大利总理伦齐对话“移民
法案”，直言“希望总理能修改国籍法，让移民们享受更多
的权益”。

当然，仅仅只是外部的“抗争”似乎还不够，融入当地
社会、寻找参政议政的途径才能让华侨华人的权益得到
更好的保障。而这也是当下瑞安籍侨胞关注的重点之一。

作为撒丁岛原先的华侨华人商会会长，詹云点也一
直不遗余力地推动侨胞融入并参与当地事务。2009年拉
奎拉地震发生后，商会迅速为灾区捐款 5000 欧元；每年
的新年临近时，商会总是为当地困难人群准备满满几卡
车的食品和衣物，送去华人们的爱心。

他们关心社会的行为也让当地人表达了对华人的善
意与友好。据詹先生表示，当地政府每年安排专项经费，
用于支持华人举办各种公益文化活动。2009年，市政府还
给他们颁发奖牌，表彰他们积极参与撒丁岛的社会服务。

“另外，我的女儿詹丽娜于2012年当选了撒丁岛卡利亚
里市移民议会的华人议长，她在移民的居留问题、经济纠纷、
刑事案件等方面有了更多的发言权，能够通过建言、提案的
形式为在地侨胞谋求更多利益。”说到这一点，詹云点感到十
分自豪。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自己的侨胞进入政界发声、
争取权益，那华人就算生意做得再大也还是“二等公民”。

事实上，在詹丽娜之前，瑞安籍的缪友谊、廖巧明也
分别在2005年、2007年当选意大利佛罗伦萨省议会与波
罗尼亚省议会外籍议员，从而有机会参与政府部门有关
移民问题的讨论和决策。

“选举当天，几百名华人到投票点为我投票，同胞的
信任和支持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当时就想，自己一定要
努力当好这个议员，为波罗尼亚的华人多出一份力。”回

忆起当时投票的场景，廖巧明这样表示。
在电视剧的末尾，“化解危机”后的周阿雨作为意

大利经贸代表团成员跟随时任总统钱皮来华访问，并出
现在 《新闻联播》 的镜头里。而现实里，旅法瑞籍商
人、忠兴集团董事长吴忠就于2015年2月陪同法国总理
瓦尔斯访华，旅意侨二代华侨陈茂国获意大利政府颁发
的共和国英雄勋章。瑞籍华人“融入当地”、“获得认
可”不再只是一句口号。

（本版照片除资料图片外，其余均为瑞安市侨办
及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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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局穿了 8
年的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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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陈益涛捐建的永峰桥

意大利撒丁岛卡利亚里市市长 MASSIMO ZED-
DA 致辞祝贺詹丽娜小姐 （右一） 当选卡利亚里市移
民议会议长

瑞籍旅意华侨二代陈茂国瑞籍旅意华侨二代陈茂国 （（左三左三）） 获获
意大利政府颁发的共和国英雄勋章意大利政府颁发的共和国英雄勋章

瑞籍侨领周建煌 （左三） 代表当地侨胞拜访意大
利米兰大区宪兵总部，希望加强侨界与警方合作

同现实一样同现实一样，，电视剧电视剧 《《温州一家温州一家
人人》》 里里，，女主角周阿雨女主角周阿雨 （（殷桃饰殷桃饰）） 的创的创

业之旅就始于裁缝活业之旅就始于裁缝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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