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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继 《灰姑娘》 之后，迪斯尼公司又公布
了真人版 《花木兰》 的拍摄计划。但是这两日在某
著名社交网络上，却有一个热门“请愿帖”——

《告诉迪士尼你不想看一个白人花木兰》，希望不要
让白人来出演这个中国故事里的女主人公，目前已
有3.5万多人签名表示支持。

从最早的黄柳霜，后来的李小龙，到现在的刘
玉玲，国外的影视剧一直有用华人演员的现象，而
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多。

目前已经制作三季、获得艾美奖提名的美剧
《基本演绎法》不仅把福尔摩斯的故事从英国移到了
纽约，甚至把华生“变性”为女人，而担纲演出的
就是华人女演员刘玉玲。

更夸张的是，美国人开始自己动手拍大制作的
东方故事了。某网络视频巨头在去年底推出了讲述
意大利人游历东方的 《马可·波罗》，它的制作费刷
新了其投资纪录，在全球电视剧制作成本排名中仅
次于《权力的游戏》。其中也容纳了包括陈冲在内的
不少华人面孔。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海外片商都不得不承
认，中国巨大的资本实力和影视消费市场让他们无
法忽略。不少中国的影迷们也表示看到熟悉的面孔
会让人有亲近感，也感慨自己终于让制作方重视了
一回！

但是这些华人角色真的都是华人演员的机会吗？
有些华裔演员表示并不是这样。究其原因，一

部分是演员自己不能去试镜，要通过经纪人，所以
非常考验人脉。另一部分原因是华人的维权能力有
限，有时候角色被替换的话，华人演员不会抗议，
但如果是其他族裔比如非裔，就会有很多组织为演
员发声。而这一次让“向迪士尼请愿帖”支持者们
行动起来抗议的原因也是主流市场始终向白人演员
倾斜天平。况且迪士尼已经犯过让鲁妮·玛拉出演

《彼得·潘》里的印第安公主这样的错误了。
迪士尼这次要给孩子们讲的是一个替父从军的

东方故事。如果有色人种不能做英雄做主角的话，
那么全世界还有那么多孩子会很难在他们喜欢的故
事里看到自己，很难相信自己也可以为这个世界做
点什么。”来自民间的“请愿帖”对迪士尼这样说。

采访张旭教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次联系他，不
是在门诊坐诊，就是在住院部查房。身为医学博士后、中
华医学会青光眼学组委员、青光眼病权威专家，张旭不仅
要忙于临床工作，还要兼顾教学、科研和管理。历经 20
载，辗转中、日、美，被张旭清零的是荣誉和光环，积淀
下来的是知识和人生的智慧。在张旭身上，我们看到了一
位梦想家和实干者的品质。

心系家国，求知反哺家乡

谈及当年出国留学的起因，张旭说：“患者的痛苦迫
使我去出国留学，去提高自己。用我学到的知识，去服务
家乡的病人，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来到美国，张旭选择了国内研究较薄弱的青光眼。青
光眼被称作“眼科的癌症”，它是一种不可逆的致盲性眼
病，发病隐匿。在中国，有大约 3000 万人是潜在青光眼
患者，然而目前国内尚无有效的诊断手段。

功夫不负有心人，张旭首次提出用荧光分子蛋白探针
发现早期青光眼损伤，这意味着，青光眼在早期就能被发
现诊断，患者能及时得到治疗，这为青光眼患者带来了光
明的希望。

2012年，张旭毅然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国参与创
办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我自己研究出的很多成果，
更希望用来治疗我们的病人。”张旭坚定而认真地说。

他也因此获得了第五届侨界贡献奖创新成果奖。

筚路蓝缕，成就事业梦想

在张旭看来，参与创立医院不仅给了他学以致用的平
台，还成就了他干一番事业的梦想。

“医院成立之初，国家拨款非常少，我们在资金不足
的情况下一步一步把医院运营起来，就像创业一样。”张
旭说。

刚一回国，张旭就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两个月，准备
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并最终拿下了两项国家项目。在

此之前，江西省没有一所公立眼科医院，江西省眼科领域
也从未有人拿到过国家课题。

为了医院，张旭把所有时间投入到了工作中，没有休
息日的概念，更少了许多陪伴家人的时间。一年中，他只
回了两次美国和家人团聚，平时就经常给 15 岁的小女儿
打电话。“我不陪在她身边，她还是有些埋怨的吧。”张旭
无奈地笑着说。

然而，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选择。“医院成立快 3 年
了，我感觉自己做成了一番事业，这是我的从零开始，也
完成了零的突破。”张旭这样说。

三管齐下，致力眼科发展

采访中，张旭反复强调“临床、科研和教学的不可分
割”。如今，张旭的工作模式就是这样，白天在临床中发
现的问题，下班后就来到实验室进行研究。当被问及辛苦
的临床工作还要做到什么时候，张旭坚定地回答：“只要
有患者，我就会坚持下去。”

与此同时，张旭也将希望寄于年轻人身上。他带有10
名研究生，并抽出晚上的时间给研究生上课。“临床、科
研和教学是三位一体的，年轻医生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他说。张旭不仅邀请国内外知名教授来开讲座，主持参与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学习班，为培养年轻医生队伍做出了
很多努力。

谈及未来，张旭说，他希望江西省的眼科不仅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还要跟国际接轨，让家乡的患者得到实在的
好处。“等医院成熟起来，我都要退休了。”他爽朗地大笑
起来。为了这个梦想，张旭依然在路上，奋斗不止。

我不想看
一个白人花木兰

刘思艺

2015“中华文化大乐园”斐济开营
新华社4月13日电（记者刘鹏） 由国务院侨务

办公室主办的 2015“中华文化大乐园”13日在斐济
首都苏瓦开营，来自中国吉林的教师团队为当地学
生奉上了一场中华文化盛宴。

当天，中国驻斐济大使张平在逸仙学校为师生
授旗，拉开了 2015“中华文化大乐园”斐济苏瓦营
序幕。中方教师代表和逸仙学校学生分别表演了独
唱、武术、中国新疆舞蹈、斐济民族舞蹈等文艺节
目，博得阵阵掌声和喝彩。吉林外侨办负责人介
绍，希望以此活动为契机加深两国对彼此文化的了
解，促进中斐两国间人文交流。

中国创业政策报告团到访多伦多
中新社4月11日电（记者徐长安） 由国务院侨

办组派的“中国创业政策咨询报告团”11日到访加
拿大多伦多，为当地华侨华人讲解中国经济新常
态、中国的科技发展。

当天的报告会在位于多伦多的加拿大中国专业
人士协会举行，报告会吸引当地众多经济、科技、
金融、商业界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留学生、中资机
构代表等参加。

国侨办经济科技司副司长于建明表示，活动旨
在让海外侨胞更多了解中国经济发展形势，为侨胞
回国创业、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最新最多的
信息，推动他们事业的发展。

匈牙利侨团集会促肉身坐佛回归中国
中新社4月13日电（记者卢秀钦） 匈牙利华侨

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匈牙利福建商会和侨胞代表当
地时间 13日在荷兰驻匈牙利大使馆前集会，呼吁荷
兰政府和相关部门采取相应措施，早日促成被盗的
福建章公祖师真身佛像回归中国故里。

集会侨胞在大使馆前宣读了呼吁书全文，并打
出中文、英文、荷兰文和匈牙利文条幅，期盼章公
祖师宝像早日回归。荷兰驻匈牙利大使馆副大使莫
伦伯格接受了英文本的呼吁书及相关资料并表示，
我们理解这尊佛像问题对中国人的重要性，荷兰政
府将努力帮助这一事件的妥善解决，希望最终结果
对各方都会是满意的。

随后，侨胞代表还前往欧盟委员会驻匈牙利代
表处，也递交了一份英文呼吁书。

勇 于“ 清 零 ”的 人 生
——访美国归侨眼科专家张旭

张 乔

福建籍侨胞何大旺的尸体是 11日才找到的，距离 4日
失踪的日子已经过了七八天。死因虽然有待进一步调查，但
种种迹象显示，杀死他的，可能是其马拉维籍黑人员工。

彩虹国度的“黑色”

何大旺是今年南非境内遇害的第7位中国公民，但绝
不是最后一位。

今年1月份，在约翰内斯堡市、林波波省、西北省和
德班市，6名华侨华人遭劫遇害，一时之间，让南非侨界
一片恐慌、人人自危。

虽然南非侨界 2月 8日集思广益，商讨对策，但得出
的结论是这是一个“无奈且无解的题”。何大旺的被害，
无疑巩固了这个结论。

南非目前约有 50 万名华人，是非洲地区华人最多的
国家。来南非经商的中国人，几乎都是贸易起家，一般都
是从摆地摊做起，从国内进口服装、箱包、玩具等商品在
当地零售。

由于中国制造在南非有很强的价格优势，利润颇高，
用不了两三年，他们就开始租赁商铺，扩大经营规模。

正因为发展迅速，南非的华人商家是盗抢犯罪的主要
受害方之一。在 1月份的 6起案件中，有两起是华人雇主
被工人抢劫、击杀，两起是被入室抢劫杀害，一起是商店
被劫后又遭劫匪灭口，还有一起是被劫后跳车身亡。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吴孟翰刚到南非不久，有一
位久居 20多年的老侨告诉他，南非一年一般要死 15至 25
个华人。当然情况每年都不同，去年死了 16 个华人，在
2004年则死了20几个华人。

与死亡相比，抢劫几乎就是“小儿科”。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在南非生活的华人，几乎没有不被抢过的，遭遇

小偷小抢是家常便饭，
被拿枪顶过脑袋的也不
在少数。

侨居卢旺达的尹晴
日，有一次去南非，中方
使馆工作人员就告诫他：

“如果到十字路口时觉得
有异常，哪怕闯红灯也得跑。可见当地治安情况有多么差。”
他说。

受害的总是华人？

高密度恶性事件的发生，总会给人一种印象：歹徒总
是紧盯华侨华人。

但这并不准确。据南非统计局2014年12月统计显示，南

非2014年非正常原因死亡的人数已达到了2002年以来的最
高。而所谓非正常原因死亡包括交通事故、暴力犯罪等。

在西开普省的非正常原因死亡人口中，有2.4%死于暴
力袭击。相较于此，华人聚居数量最多的豪登省死于非正
常原因的为521例，死于暴力袭击的比率为0.5%。

“主要是针对有钱的，并不是针对中国人。因为中国
人长期在此经营，现金比较多，所以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
概率比较大。”旅非华侨张凤龙介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钱财，尤其是现金。”

而南非华人遭劫的时机，“大部分都是在中资企业发工
资时，还有就是雇员知道雇主家里藏有大量现金。”张凤龙说。

另外，雇佣没有身份的外籍员工，也给华人雇主带来
了极大的安全隐患。针对华人的劫杀、盗窃犯罪有一个规
律：施害者多是华人雇佣的外籍工人，他们没有合法身
份，没有无犯罪证明，甚至雇主连他们的照片都没有。

如何保护人身安全

和触目惊心的华人被害数字相比，是令人咋舌的破案
数字。在南非，华人被抢、被害的案件破案率几乎为零。

这一方面和当地警察不作为有关，但另一方面 “有
些华商并不守规矩，精于算计。”一位华侨坦言。

多数移民南非的中国人集中在改革开放后，成分比较
复杂，但有个普遍现象：多数人素质不高，大部分都是开
店的，有的甚至连汉字都不会写。虽然这些人有钱，但由
于一些人不遵守法律，伪造证件、偷税漏税，英语很差，
这无疑给当地人以一夜暴富、无良商人的印象。对于这样
一些外国群体，南非警察估计也很难重视起来。

虽然有些华人社团注意到这些问题，开始按照当地规
章制度办事，积极参政，热衷公益，努力融入当地主流社会，
但积重难返，想要扭转这种印象，还需要很长时间。

至于如何防范暴力袭击，使自己免于成为暴徒的“靶
子”，“对于来非洲做生意的人来说，还是减少现金的使用
率，对当地员工的使用应该规范。”张凤龙说。

血案之下，有些人离开，有些人选择坚守。毕竟，
“在这边发展了很多年，这里有自己的事业。相比较国
内，这边的钱更好赚些”。有华侨坦言。

10 日，前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
在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的年会
上回顾了自己作为美国首位华裔驻
华大使的外交官生涯，并谈到自己
的华裔家族和华裔血统。他表示，
现在外交职业对种族背景已经非常
开放，但仍然存在挑战。

阮煜琳摄 （中新社发）

骆家辉出席美国华人精英组织骆家辉出席美国华人精英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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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内 外 侨 讯



侨在南非，可能是“血”拼
本报记者 杨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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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张旭参加美国眼科年会。2014年，张旭参加美国眼科年会。

“请愿帖”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