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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华人在某论坛发表文章称，“在非洲娶个老
婆，可能只需要人民币 1000 元 （1元人民币约合 0.16 美
元） 就搞定了，丈母娘也不要求有房有车。”在非华人的
婚姻状况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跟过去不同，前往世界各地闯事业的华人越来越
多，原来因婚姻而在当地落地生根、成家立室的也大有
人在。本报采访了几位有异族婚姻、异族恋爱的年轻海
外华人，看一看他们夹杂浪漫和烦恼的婚姻、恋爱故事。

接受度大大提高

不管是因为交通工具的进步还是网络的发展，人们
跟外界联系的成本和难度都大大降低了。跨国、跨种族
婚姻早就不是什么稀罕事，大家的接受度也在变高。除
了主流的美国、亚洲……华人异族婚姻的版图也扩大到
了非洲。

以非洲为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学
者的相关研究数据，在非华人超过了 100 万，虽然只约
为在亚洲的 1/30，在美国的 1/8，非洲是华侨华人数量

最少的大陆，但增长的速度却是最快的。越来越多的中
国人参与到对非洲的援助和建设中，付出青春和汗水，
闯荡自己的事业。虽然在非华人流动量很大，以短期居
住为主，但因与当地人通婚而留在非洲的现象却比以前
增多。

那么这些“落地生根”的移民们对异族婚姻的接受
度如何呢？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
2013年曾针对美国移民二代的状况做过调查。其中在婚
姻状况的描述部分，“15%的移民二代有一个异族的配
偶”，几乎两倍于全美国人有异族配偶的比例（8%）。亚裔
移民二代“表示非常乐意接受异族婚姻”的相比一代高出
了 32%，达到 73%。可以说，至少美国的移民对异族婚姻
的接受度是有大幅提升的，他们对民族融合比较包容。

文化差异不容忽视

一个人在陌生的国度生活，很容易因为孤单寂寞而
喜欢一个人，所以跨国婚姻要很慎重。当然这并不影响

人们相信真爱。
“当时分手打击很大。”跟大学男友分手后，华人女

孩 S心灰意冷地去澳大利亚工作，却没想到会遇见一个
温暖成熟的男人——“深思熟虑型的人，跟我互补。”S
向笔者介绍如今已是她丈夫的澳大利亚警察。除了是外
国人，丈夫还比她年长很多，这是父母起初反对的两大
原因。“后来我铁了心留在澳大利亚，他们也没办法，总
之一切都是因为他人品非常好。”

“与白人结婚就表示成为主流社会的一分子”，密苏
里州杜鲁门大学华裔教授令狐萍表示。但是没有爱的情
况下，这种行为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华裔律师沈寒冰曾
分析中澳跨国婚姻，有的人在选择涉外婚姻时，一味地
关注居留权，却忽略了对对方足够的了解，语言、文化
和生活习俗的障碍都是引发跨国婚姻中家庭暴力的主要
原因。

谈家暴或许稍显严重，但文化背景和种族差异确实
会带来很多实际的问题。

移民澳大利亚的余先生表示，他在澳大利亚认识了
自己的韩国太太，两个人很合得来。太太跟母亲有语言
障碍，但这倒还好，唯一的问题是，“孩子犯了错要跪着
受罚，太太会要求孩子闭门思过，老太太很受不了儿媳
妇这样。但是后来感受到太太是个善良的人，也试着去
理解韩国文化。”

“如果有人要像我这样选择跨国婚姻的话，我有两个
小小的建议。”嫁到德国 3年的张小姐在接受采访时说，

“在决定去他的国家前，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个国家的基
本文化；再就是要了解清楚他和他家人的情况，以免造
成不必要的后果。”

异族通婚越来越多

非洲太太成为了继越南太太之后，又一被拿来讨
论婚姻成本的对象。“我觉得这种说法很不尊重女
性。”祖籍广东、求学台湾的越南华裔女孩枝在接受采
访时说。

纽约市立大学退休教授李瑞芳博士对纽约市华裔与
异族通婚现象的研究已有40年左右，并著有《美国华人
异族通婚》。她说，过去华人与异族通婚的很少，但是现
在却很普遍，认为“华人与异族通婚是趋势”。

虽然专家从整体的数据上分析出了这样的结果，不
过具体到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真实的故事里时，数据又
不那么重要，“如果我没有了解过华人女孩，我没办法想
象着做决定。”韩国男孩郑在贤 （音） 在回答要不要娶一
个华人太太时表达了自己的婚恋观：“我希望我未来的太
太善良有礼貌，如果她漂亮或者有一些未来规划就更好
了。这些跟人种、国籍都没有关系。”

夹杂浪漫与烦恼的夹杂浪漫与烦恼的
异族婚恋异族婚恋

孙少锋孙少锋 刘思艺刘思艺

“行动，坚持。哪怕艾滋病永远
无法根治，我仍然会为它奋斗终
身。”这是美籍华裔科学家、艾滋病
鸡尾酒疗法发明人何大一时常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

“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
华人盛典”日前在京举行，何大一
获得了“影响世界华人大奖”。成为
影响世界的华人，他用了 30 年的时
间。

1981 年，当何大一首次面对艾
滋病例的时候，他对这个可怕的疾
病一无所知。1995 年，他发明的艾
滋病鸡尾酒疗法已经为患者带去了
生的希望。

2006 年，一次表彰杰出亚裔的
颁奖典礼上，身患艾滋病的美国篮
球巨星约翰逊亲自为他颁奖，感谢
他的救命之恩。当时，美国媒体这
样描述颁奖的场景：“站在一个篮球
明星身边，何大一显然有些矮小。
然而在科学的领域中，他却是当之
无愧的巨人。”

何大一曾是美国 《时代》 杂志
年度风云人物。身在异国的他，心
系故土。2002 年，何大一将疫苗制
造专利技术转让给中国政府，希望
能够为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献力。

何大一坦言，“HIV是人类历史
上最凶狠的病毒。能够将一个‘死
刑’疾病变成可以治疗的疾病，我
当然很高兴。但是，我们的工作还
没有完成。现在全世界还有 3600 万
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每年还有230
万例新感染者。

他认为，公众社会应足够理解
这一群体，让潜在高危人群不再躲
避起来，从而主动接触艾滋病防治
专家，意识到自己的危险性及可行预防方法。

为了促进艾滋病防治工作发展，最近，何大一和
某公司共同研究新一代的抗艾滋病长期药物。在中
国，何大一始终坚持促进艾滋病防治工作，在治疗和
倡导健康方面做了很多事情。他认为，中国艾滋病防
治工作的重点应该转移到对高发人群的关注。

他说，“我希望能够将研发出来的药品尽快在高危
人群中进行尝试，使艾滋病在他们中得以抑制。时间
对于降低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新发感染率是起到关键作
用的。但我认为，人类研制艾滋病疫苗仍需很长的时
间。”在获得荣誉之际，何大一感受到更多的是责任。

“我已经研究艾滋病30多年了，虽然有成就，但是我
想我这一代科学家不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下一代科学家
也需要付出很大努力。”何大一表示，彻底根治艾滋病这一
条路还很长，但他会一直坚持下去。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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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之舟·中国梦”画展举办
本报电（悠悠） 4月8日至16日，北京工业大学举

办了以“侨之舟·中国梦”为主题的首届留学归国教师
画展。中国侨联副主席李昭玲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画展展出了 10 多位从德国、英国、俄罗斯、法
国、瑞典、日本、韩国等留学归国教师的绘画、摄
影、雕塑和艺术设计作品，旨在培养师生的国际化视
野和思维，展示留学归国教师独特的艺术风貌。

在此次展览中，有抽象派、写实派、梦幻派、实
验派等多种风格的绘画作品；有创意独特的摄影、雕
塑作品；有理念前卫的设计作品。

热情、专注、自信，这是交谈过后王暾给人
的第一印象。“一路求学，我一直追寻的理想，
就是在国家、社会需要的某个关键领域，做出重
要贡献。”王暾笃定地说道。

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创业人才，王暾的
团 队 成 功 研 发 了 拥 有 完 全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ICL 地震预警技术系统”，其中 5 项技术属世
界首创，使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继墨西哥、日本
之后，第三个具有公众地震预警技术能力的国
家。

行世界前沿

“国外读书工作时，我每天上班前都会浏览
国内新闻。2008年汶川地震的发生，使我感到非
常意外。”现年40岁的王暾，拥有中美两国双博
士学位，“5·12”汶川地震时正在奥地利科学院
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血淋淋的现场照片深深地刺痛了身为四川达
州人的王暾。网友评论“为什么没有任何警报
呢？”引起了王暾的关注，他搜索得知，虽然

“地震预报”仍是悬而未决的世界难题，但日本
已于2007年启用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告知民众
的“地震预警”系统。决意回国，王暾立志要做
出中国人自己的“地震预警”系统。

2009年 6 月第一次公开报警、2011 年 4 月第
一次成功预警，王暾领导的成都高新减灾研究
所已建成 5010 个台站，覆盖面积近 200 万平方
公里、覆盖人口 6.5 亿人的世界最大地震预警系
统。经过 4000 多次实际地震的公开检验，如今
该系统响应时间已超越日本 25%，覆盖面积达
日本面积 5 倍，3 年多以来更是没有一次误报和
漏报。

“在地震预警领域，我们在这儿走过的每一
步，都是中国前进的每一步。两年前开始，我们
走过的每一步，都是世界前进的每一步。”王暾
自豪地说。

与地震赛跑

王暾解释，“地震发生时会发出纵波和横
波，纵波传播速度快些，破坏力小。地震预警就
是通过检测纵波，在破坏力强的横波传来前发出
逃生信号”。

在这场与地震的赛跑中，王暾并不总是一帆
风顺。

“这是你专业擅长的吗？”“这应该是地震局
的事，轮得到你来管吗？”“你能做出来的比日本
的还要好吗？”……从一个人开始、从零技术起
步，王暾最初曾受到无数人的质疑。

“实际上，汶川地震后涌现了大量想要做地
震预警的人或机构，这一领域的专利申请数当时

也明显增加。”然而这些压力并不是王暾最大的
困扰。“没有余震了怎么办？”地震这种不可复制
资源的流逝，催促王暾在每一次的监测试验前争
分夺秒。

一次次更换传感器、一次次试验更新，克服
技术上的缺陷、应对民众响应的缺陷……王暾的
努力终于逐步赢得认可，精准的报警技术让每一
位体验者折服，ICL系统也得到了很多政府机构
的全力支持。

“言必信、行必果。我都有点意外，在这片
地震试验田中，只有我们做到了。”在这场与地
震角力的马拉松中，王暾跑在了前面，“事实证
明，自信起来，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做到全球领
先。”

为生命护航

地震预警为我们争取来的时间究竟意味什
么？日本实时地震情报利用协议会（REIC）的测
试结果表明，在日本，如果提前2秒获得警报，死亡
人数可减少25%；提前5秒，死亡人数可减少80%。

王暾团队一次次完善更新的预警秒数背后，
是一条条被守护的鲜活生命。

“作为民办非盈利机构，我们自担责任，面
临更大的压力。”深知肩上担负着生命的重量，
王暾的工作性质不允许他有犯错的余地。幸运的
是，一路走来，王暾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研
发初期，很多来自各地的地震专家都愿意无偿帮
助王暾分析技术上的难题。正是凭着大家对生命
的这份热爱，才有了现在卓越的集成创新成果。

谈及未来，王暾希望将地震预警系统延伸，关
注到包括滑坡、泥石流在内的其他灾害预警领域，
关注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以生命的名义。

创业中国 侨界之星创业中国 侨界之星

 








跑 在 地 震 前 面
——访中国侨界创新人才奖得主王暾

王 瑜 文/图

灯光亮起，音乐声响，舞台上的人脚尖轻踮，或展臂抬腿，或旋转跳
跃，一招一式的优雅，脚下步步的轻盈，将芭蕾艺术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
致。在以西方舞者为主的世界芭蕾舞台上，也不乏华人舞者追求梦想舞台的
身影。他们为出身于西方文明的芭蕾艺术注入了东方的独特色彩。

从上海滩到旧金山，从曾经的“丑小鸭”到少年成名再到今天的“芭蕾
皇后”，旅美华裔芭蕾舞蹈家谭元元可以说是世界芭蕾舞台上华人舞蹈家的绝
对翘楚。“20多年的芭蕾生涯，我没有后悔和迟疑过，旋转的脚尖也从来没有
停止过。”东方文化底蕴的熏陶，西方现代艺术的培养，加上这份“不后悔不
迟疑”的热爱，一路牵引她成为世界顶级芭蕾舞团——旧金山芭蕾舞团中唯
一的华人首席演员，享誉世界。美国媒体曾评价称：“是她让世界抬起头来重
新审视中国芭蕾艺术。”

而在芭蕾艺术发源地的欧洲，另一位华人舞蹈家则把芭蕾艺术的古典与
现代社会的时尚相融合，开辟了芭蕾艺术新的表现形式。她就是邱思婷，巴
伐利亚国家大剧院有史以来第一位华人女演员，被欧洲舞坛称为“东方的天
鹅公主”。“我希望我的芭蕾之梦可以在任何空间以不同方式呈现出来。”于
是，便有了 《足尖上的肖邦》 这部优秀作品。在作品中，邱思婷对芭蕾表现
形式进行大胆创新。她用芭蕾来呈现与肖邦相关的音乐作品，重新演绎了肖
邦用琴键和音符打造的音乐王国，表现更多面的肖邦。

“踮起脚尖，就能靠近阳光。”对于芭蕾舞追梦者来讲，踮起脚尖，就能
靠近梦想。那些为芭蕾梦而不断
努力的华人舞者中，既有像谭元
元、邱思婷这样已开辟出一片天
的舞蹈家，也有很多仍在为这个

“足尖上的艺术”而不断奋斗的
后辈。

在美国休斯敦芭蕾舞团，23
岁的陈镇威是该舞团仅有的三名
华裔舞者之一，一个年轻的追求
芭蕾艺术梦想的男孩儿。东方文
化赋予的坚毅和促使他在芭蕾艺
术的追梦道路上奋斗了 10 年。
谈及目标，他表示要争取首席演
员。为此他每周5天从早到晚不
断练习，领会要领，与老师磨
合，精雕细琢每一个细节，精益
求精。

芭蕾，是华人舞者们足尖上
的艺术，更是他们心尖上的梦
想。成功不分先后，在芭蕾艺术
道路上坚持追求的东方舞者，正
在努力踮起脚尖，靠近梦想。

踮脚尖的“追梦者”
张冀北

踮脚尖的“追梦者”
张冀北

日前，加拿大温哥华启动
“中加文化交流年——河北文化
周”。7位河北民俗艺术高手携7
种艺术门类来到多伦多，展示蔚
县剪纸、衡水内画、定瓷刻花等
国家级非遗项目和泥塑、石影
雕、京剧脸谱等河北省省级非遗
项目。

图为在加拿大多伦多士嘉堡
市政中心，河北民间艺术家焦影
明现场绘画京剧脸谱。

新华社记者 晏忠华摄

民间高手献艺多伦多民间高手献艺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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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王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