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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西华商：

为什么被“黑”的总是我们？
严 瑜 何思琦

旅西华旅西华商商：：

为什么被为什么被““黑黑””的总是我们的总是我们？？
严严 瑜瑜 何思琦何思琦

据报道，西班牙国家宪兵中央行动组于5月
11日上午在马德里市中心的华人聚集区等地展开
了代号为“蛇”的大规模突击检查行动，上百家
华人公司及仓库被查。加上多家西班牙媒体的推
波助澜，一时间，“华商是中国黑社会组织”的
说法甚嚣尘上。旅西华商再陷是非风波，为什么
被“黑”的又是华商？

乐居镇距离加利福尼
亚州北部旧金山市约120公
里 ， 占 地 约 0.057 平 方 公
里。1915 年，由于邻近的
沃尔纳特格罗夫镇唐人街
被大火焚毁，居住在当地
从事农业生产的华人遂兴
建了这个小镇。这是美国
唯一由华人建造并居住的
小镇，也是唯一保存至今
的早期华人移民乡村社区
范例，1990 年被列为美国
国家历史遗址。

今年是乐居镇建镇100
周年，致力于乐居镇保护
的乐居基金会组织了多种
形式的庆祝活动。在 5 月 9
日的一场百年庆典中，小
镇主要街道正街搭起了舞
台，表演舞狮、功夫、中
国民族音乐和舞蹈。当天
的活动吸引了 500 多游客，
打破了小镇往日的安静。
接下来的其他庆祝活动包
括为正街纪念公园树立匾
牌，纪念早期华人移民在
乐居镇的经历；举办乐居
镇居民大聚会，品尝上世
纪 50 年代华人传统食物；
出版百年纪念册。

百年庆典活动以“遗
存延续”为主题。乐居基
金会希望人们通过这些庆
祝 活 动 了 解 乐 居 及 其 历
史，带着朋友和子孙再回
来看看，这样乐居的历史
就永远不会被遗忘。

19世纪60年代，三四千名华工陆续来到加州北部
的内陆河三角洲地区修筑河堤。他们常常需要在齐腰
深的水中辛苦劳作。当他们建完河堤，并把沼泽地改
造成数十万亩良田之后，便留下来就地成为农业工
人。乐居镇就是这些华人中一部分白手起家建造的。

乐居镇曾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繁荣时期有
600 多名华人居民和千余名流动人口，拥有 50 多栋商
业建筑物和民居，包括餐馆、杂货店、旅店、戏院、
中药铺、鱼市、赌馆以及一家中文学校，等等。随着
华人后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移居更发达地区，乐居
镇在上世纪后半叶开始逐渐衰落。目前乐居镇常住人
口将近 80人，其中华人只有约 10%。虽然兴盛的景象
荡然无存，百年建筑老旧不堪，但乐居镇在很大程度
上保留了当年的面貌，并保存了一些日常物品，成为
人们探寻历史的一个旅游景点。

研究美国华人历史的人士说，早期华人移民修铁
路、筑河堤、从事农业生产，改变了加州的地貌，为
加州的经济开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乐居镇是美
国华人史的重要一部分，是早期华人移民坚韧不拔、
吃苦耐劳的一个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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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侨乡有新发展

“不要看我们海外华侨华人的绝对数量不是很
多，但相对数量可不少。”说起定海的侨情，定海区外
侨办副主任、侨联副主席夏舟群如数家珍。

她告诉笔者，目前在海外的定海籍华侨华人超过
8000人，占到舟山籍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的2/3，这对于
总人口不到40万的定海区而言，已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定海的侨情很特殊，许多定海籍老侨当年都是以
国际海员的身份远赴海外，那时远离家乡与亲人，他们
的生活并不容易。”夏舟群说。如今，度过了那段艰难的
岁月，定海籍的华侨华人已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新加坡等49个国家和地区扎根，他们中的许多人也逐渐
成为当地各行各业的精英。

游子在外谋求更好的生活，故乡也正在发生日新月
异的变化。2013年，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舟山群岛新区
发展规划》，舟山成为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
区。利用海外丰富的侨资源，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回故乡
发展，这是新区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成为当地侨务工作者
案头上的一项新工作。

为此，舟山市外侨办、侨联与舟山市委组织部等部门相
互配合，出台了一系列有力的举措，而侨乡定海更在其中发
挥重要的作用。“从过去的引资到如今的引智，我们的工作触
手在不断地延伸。”夏舟群说。

招才引智出新招

借助侨力，将更多的人才吸引到新区，定海侨务工作者想
了不少招儿：将海外华侨
华人请进来，看看家乡发
展新面貌，利用出访机会
走出去，在海外广搭引才
引智的平台。究竟如何才
能充分用好海外的侨资源？

“作为舟山群岛新区建
设的桥头堡，定海有绵延的
深水岸线和广阔的滩涂腹地
……”在美国底特律举行的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2014年
年会上，定海籍留美博士姚海
涛一边放映精美的幻灯片，一
边绘声绘色地向他的校友们

介绍正在发展建设中的定海。
姚海涛有一个特殊的身份。2014年，定海区侨办、侨联与当地区

委组织部合作，成立区里首个海外引才引智工作联络站，在芝加哥和
纽约设立了两家工作室，姚海涛成为定海区第一位“海外引才大使”。

“这些海外引才大使多是海外当地的侨领，不仅在特定的专
业领域有所成就，在当地华人圈具有一定影响力，同时也非常热
心家乡的发展。”夏舟群向笔者介绍，以侨为“桥”，借侨引才，成为
定海侨务工作者招才引智的新思路。

宣传家乡的发展环境和引才政策，联络和组织海外人才回
乡考察和落户创业，协助家乡政府在海（境）外开展引才引智的
活动……有了这些“海外引才大使”的助力，越来越多海外的华
侨华人将目光投向生机勃勃的新区。

“现在，海外华侨华人和留学生回到新区来发展创业的氛
围越来越浓厚。”夏舟群欣慰地说。

完善服务安人心

要把人才引进来，更要让他们安安心心留下来。
夏舟群告诉笔者，对于每一位归国返乡创业的侨胞，

定海区的侨务工作者都给予最热情的接待。带他们考察市
场、走访企业、选择厂房厂地、寻找合作伙伴、搞好项目
对接……“包括注册公司、处理工商税务等相关事宜，我
们都帮着他们一起来解决。”这一切，都是为了给返乡的侨
胞创造最为理想的发展环境。

采访期间，笔者跟随当地侨务工作者一起来到定海区
金塘镇的一座小院。里面曾是一所中学校舍，如今成为了
当地归侨侨眷的“侨之家”。二层小楼虽然装饰朴素，却“五
脏俱全”，既有陈列侨史的展览室，也有休闲娱乐的功能室。

“大家闲暇时候都可以来这里
坐一坐，聚一聚，找到一个归
宿。”夏舟群说。

“现在，我们已分不清
哪些是工作，哪些是生活。”
夏舟群笑称，每到逢年过
节，都是他们最为忙碌的
时候。通过看望回乡发展
的侨胞和侨眷，她和他们
中的许多人成了朋友。正
是这份用心的服务和情
感的维系，让更多的海
外人才愿意回到这儿，
留在这儿。

侨 乡 定 海

不 拘 一 格 引 人 才
小 鱼

在东海之滨的舟山群岛新区，有一座定海古城。这里曾经走出过刘鸿生、董浩

云、三毛等近百位名人，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侨乡。当年，游子从这里出发，赴海外为生

活打拼；如今，新区的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才回到这里，反哺桑梓，贡献才智。

近日，笔者走进侨乡定海，听这里的侨务工作者聊一聊他们在招才引智中的那

些事儿。

5 月 5 日，CNN 刊文《美国人
眼中的中国文化》，报道了纽约大
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国：镜花水月”
服装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原
本用来展示早期中国佛教艺术的
阿瑟·赛克勒展厅动用了元代的真
品巨幅壁画《药师佛会图》等为背

景，展出了各国设计师以中国风为
灵感创作的时装作品。

英国《卫报》在展前就质疑，
仅仅将金色华服和中国古代佛教
艺术摆放在一起，实在不足以让
人感受到佛家的慈悲和智慧。这
样简单粗暴的诠释或许只是一种
误导的中国风。

相比于被拍砖的大都会博物
馆 ，旅 法 华 人 艺 术 家 马 泽 霖 以

“佛”为主题的绘画、雕塑展就简
单、清新得多了。

据法国媒体报道，马泽霖日
前在法国巴黎香街附近的一家画
廊举办了个人作品展，展出了他
游学巴黎期间创作的以“佛”为主
题的作品，包括水墨佛像、油彩和
丙烯佛像在内共计 60 余件。马泽
霖将中国佛教文化、水墨艺术与
西方的油画、水彩艺术相融合，希
望让中法的观众都能够从画作中
感受到佛法的真诚、简单、克己、
大度与安宁。开幕式当天，其中最
大作品“五面佛”等 5 幅画作就被
艺术机构收藏。

除了宗教的主题，华人艺术
家还尝试用中西合璧的方式把中
国古典文学传递海外。

比如旅居法国的华人艺术家
李芳芳为法文版《西游记》配的工
笔画插图。她把中国神话故事用法
国石版画的形式印刷在纯棉纸上，
将中国工笔技法与西方的透视和
色彩结合起来。这对于两国的观众
来说都会有熟悉感，容易接受。她
曾说：“像这些荷花、石头、牡丹、竹
子、鲤鱼，都是非常中国的元素。我
把它们画出来，法国人也会感受到
其中的含义，这些中国特色的意象
也渐渐被他们了解、熟知。”

就像华人作家严歌苓所说，
我们认为自己在讲一些很生动的
话题，但别人却听不懂，这便是语
言的不可译性。即便外国人越来
越愿意运用中国风，但如果没有
合适的人讲清楚中国味道，结果
也是跑偏的。或许这些旅外华人
艺术家的双重文化背景，会让他
们成为中国风最合适、有分寸的
描绘者、传播者。

5月 13日，第十八届中国北京科技产业
博览会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中国侨联
参加此次展会，推出“第二届新侨创新创业

成果展”，采取“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
津冀协同发展和自贸区四大板块相结合的
展示形式。 熊 然摄（中新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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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艺中国风遇见外国人

打击何其多 华商受重创

据西班牙 《世界报》 报道，此次“蛇”号行动以打
击偷税漏税、雇用黑工等违法经营活动为由，专门针对
马德里批发区内的旅西华商，目前已抓捕32人、传讯47
人，其中涉案人员多为华人。

而这早已不是旅西华商第一次被“黑”了。两年
前，一场代号为“皇帝行动”的打击活动就曾经重创华
商。2012年10月16日，以打击华商清洗黑钱为名，西班
牙国家法院发布逮捕令和搜查令，84 人在行动中被逮
捕，其中58人为华人。然而3天后，大部分人被释放。

“皇帝行动”震惊了一向以踏实勤劳著称的华商。虽
然西班牙外交大臣在事后专门就此事进行道歉，然而，
打击行动并未就此停止。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2014年11月17日和18日，西班
牙警方连续发起两桩严厉打击走私、洗黑钱团伙的行
动。不一样的时间，却依旧躺枪被“黑”。“华商”的身
份与“中国黑帮”的标签似乎越走越近。

今年2月23日，马德里警方再次出动400余人实施了
准备一年之久的“鹈鹕行动”。据当地媒体报道，“鹈鹕
行动”是继“皇帝行动”后，马德里警方对当地华商进
行的又一次大搜捕，几十家公司被搜，11名华商被带走
接受调查。

仅仅3年来，接二连三的大规模打击行动，令旅西华
商身心俱疲。

莫名总被黑 原因有多重

作为一个拥有众多族裔的移民国家，西班牙为什么
总是盯着华商不放？

“最主要就是经济原因。近些年，西班牙经济长期低
迷，华商的逆势而上令西班牙人眼红。”已经在西班牙生
活25年之久的旅西华商王先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华
商本来就颇为富裕，再加上偏向于雇用华人，不能为当
地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西班牙人自然会认为你赚了钱
却没有做出贡献。”

于是，一些本来就因文化隔阂对华人误解颇多的西
班牙人选择了这样的反击方式：把经济低迷的责任嫁祸
到华商头上，不惜用打压的方式破坏华人带来的移民红
利。

曾经在西班牙生活的华人安先生告诉记者，“当前西
班牙政局不稳，一些政客为赢得保守派人士的支持，别
有用心地使用‘反华’言论充当政治筹码。”而今年，正
是西班牙的大选年。

安先生还表示，西班牙一些媒体的公信力较差，经
常会有过激言论和不实报道。就像在这次打击事件的报
道中，用“中国黑社会组织”等字眼炒作，试图吸引眼
球。

当然，总被当作“靶子”，华商也有自己的原因。
据安先生介绍，旅西华商以浙江、福建籍为主。由

于同乡联系密切、华社内部较为封闭等因素，他们与当
地的融入度并不高。同时，华人很少参政、政治敏感性
差等原因更导致了他们对当地某些政策和制度不够了解。

西班牙一名生活资讯类微博博主告诉记者，“一些华
人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即使开店经营都不需与外界有
过多的接触：开店手续找中国律师办理，进货只需通过
中国公司派送……”。

外部因素与自身原因并存，交织着的复杂情况最终
将旅西华商推至风口浪尖。

困境下转变 新希望招手

“他们很沮丧。”在被记者问及旅西华商应如何应对
打击时，王先生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在如此重创下，除
了担惊受怕，旅西华商或许还顾不上思考怎样转型来规
避已经存在的问题。“现在西班牙的大部分华商，不管受
到牵连与否，生活和工作气氛都很灰暗，这样的打击对
他们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

面对这样的困境，旅西华商能做些什么？重塑形
象，融入西班牙社会，或许这是他们在经历打击事件后
应该做出的改变。

不久前，一名旅西华人成功入职马德里市政府。据
当地媒体报道称，这不仅是旅西华人良好融入的表现，

更体现了华人在西班牙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而马德里
大区移民局也于近日推出纪录片 《马德里新一代华人企
业家》，助华人树立新形象。

而面对西班牙国内仍然可能潜在歧视，排斥华人的
状况，法国前部长瓦莱里·佩克雷斯的一番话则颇有借鉴
意义：“支持华商在法国的发展，是一个双赢的举措。我们
已经看到了华人商圈的勃勃生机，以及他们为法国经济带
来的益处。如果法国政府不支持他们，而是以极少华商的
不规范为由，来制约他们的发展，无疑是愚蠢的”。

此外，有分析认为，对于那些已经疲惫的华商而
言，随着中国与拉美地区强有力合作的不断展开，不囿
于西班牙本土，转战同为西班牙语区的拉美国家或许也
是不错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