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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中国很多“90后”，童年都离不开日本动漫，
我也不例外。遨游在日本动漫世界里，我开始萌生想
法：长大后去看看“霓虹”是否真如动漫一样。如今，
我已幸运地成为了在日华媒中的一分子。

一年多时间里，我跟着总编辑以及报社的前
辈们，穿行在东瀛的大街小巷，亲历各种突发事
件现场，走访了日本各界杰出人物，也听到了来
自日本各方不同的声音。一个真实而立体的日
本，在我眼前逐渐清晰起来。当梦想照进现实的
一刻，我意识到，身为海外华文媒体从业者，我
应该努力向世界传达来自日本的“中国好声音”。

又是一年 8 月 15 日，靖国神社内外群魔乱
舞。神社内，日本部分政客不顾亚洲各国人民的

反对，坚持前去“拜鬼”；神社外，日本右翼成员
身穿军装，手舞军旗。

炎炎烈日下，我扛起摄像机蹲守在此，将他
们的丑态完整记录下来，心情久久无法平复。之
后，我们采访到了日本著名学者森山康平。老人
略显激动地说：“每逢纪念日，日本首相应该到受
害国去，在那里宣示和平，为过去的历史道歉，
一直道歉到受害国认为不需要了。不坚持道歉 5
次、10次，就无法解开国与国之间的心结！”

短短几天之间，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让我
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强烈震撼。此刻，身为一名
海外华媒从业者，应该向全球华人全面报道来自
日本的真实声音。

资历尚浅的我，很愿意采访在日华人，倾听
他们讲述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在股市、房地产等领域备受关注的当下，旅
日华商王秀德却将姜、蒜等农产品生意做到了日
本的龙头地位。在采访过程中，王秀德向我介绍
了自己对食品安全近乎苛刻的要求以及希望将放
心食品送到中国民众餐桌上的心愿。

看着他亲自下地干农活，与工人们一起吃妻
子做的盒饭，我没有感到一丝成功企业家的“架
子”，觉得他就是一个朴实勤奋的华人逐梦者。采
访结束之际，王秀德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我之所
以接受采访，就是想借此机会告诉中国的年轻
人，在这个时代，年轻人不能急于求成，要始终
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这样一位长年旅居日本的成功华商，时刻不
忘回馈祖国，想要用自己脚踏实地的经历，去激
励国内的年轻一代。作为海外华媒从业者，我们
有义务将这些正能量传递出去，让年轻一代听到
来自日本老一辈华侨的期盼。

去年，《火影忍者》宣布完结。不久之后，我有机
会采访了日本著名动画公司——皮乐的创始人，“火

影之父”布川郁司。他分析了日本动漫的现状，也表
达了自己对中国动漫行业的展望。“如果我们制作的
动漫作品，能够为日中两国年轻人提供交流的契机和
话题，那我们将不胜荣幸！”布川郁司说。临别之际，
他在签字板上写下了“动漫推动时代”几个字。

望着布川郁司的目光，我突然想起了初来日本时
的情景。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闲来无事，决
定出门走走。繁华的涩谷街头，忽然传来一段似曾相
识的旋律。寻音而去才发现，原来是一家小店正在播
放《数码宝贝》的主题曲，自己便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
起来。此时，身边的日本年轻人们竟也和我一起，开
始哼唱这段旋律。虽然我与这些年轻人成长于不同
的环境，说着不同的语言，但动漫却将我们彼此拉近。

如今，我们这一代人已开始步入社会，走向
各行各业，逐步肩负起中日关系的未来。不积跬
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海外
华媒工作中的点点滴滴，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

“90后”华媒人肩负的责任。如何利用好这份共同
的心声，把握好这份共同的热情，是我们年轻一
代海外华媒从业者应该深思的问题。

近年来，华人加入美国部队已成趋势。新
移民退伍军人表示，加入美军后，英文水平得
到迅速提升，更习惯美式处事和沟通方式，并
且福利好，退伍后更容易进入政府机构就业。

35 岁的退伍军人黄健华表示，他在 1998
年从广州移民来美时英文水平欠佳，半年后
入伍当兵，在芝加哥五大湖的海军新兵训练
营待了3个月，进入得州的牙医部队训练了9
个月，然后从佛州上舰，“前后 3年服役，英
语突飞猛进”。

退伍后，黄健华修读数学专业，未毕业即
被招入执法部门工作。他强调，参军能自然而
然地使人变得更有纪律性且做事严谨。“军队里
最重要的是互相之间的尊重，没有发生像外界
流传的种族歧视或不平等的事情。”黄健华同时
表示，参军前，从精神、身体、情感上都需做
好艰苦磨练的准备，毕竟一年只能回家一两次。

退伍军人蒲志辉 2004 年入伍，今年 34
岁。他表示，刚移民来美时自己有语言障
碍，随后在家人的支持下决定参军，进而以
最快的速度让自己融入美国社会。他不仅每
天“泡”在英语世界中，更是从生活习惯、
思想方式等各方面了解美国人。

蒲志辉认为，华人的优良传统是“吃亏
也不怕”，多做些事情累积人气，也能学到更多东西。现在，他在大
都会运输署工作。在部队里7年的电力工程工作经验，让他在多种专
业工作领域都有选择的机会。

（摘自美国《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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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 （右） 咨询入伍政策 高梓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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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西班牙法律，已经入籍的移民拥有选举权。因
此，已经入籍的华人也可以通过投票，来表达自己的政治
主张。这对于移民参政议政、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有着非常
重要的意义。

然而，《华新报》记者近期通过采访，发现许多入籍华
人对西班牙地方选举并不关心，有的人甚至对参选的党派
都不了解。在谈起投票时，大多数受访者表示，自己不会
去投票点投票。

“这些事情离自己的生活太远。”有华人表示，虽然自

己已经入籍，但在生活中所关心的新闻还是以谋生和中国
的事情为主。“至于投票以及谁上台执政，都是西班牙人的
事情。”

不过，也有少数几位入籍华人表示会去投票参加选
举。在投票中，他们支持那些提出善待移民主张的党派，
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为自己将来的生活创造良好的环
境。同时，他们希望通过华文媒体呼吁，入籍的华人都应
积极投票，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摘自西班牙《华新报》）

在拉美华人社会中，有一些进入政
界、科技界、艺术界的优秀华人。虽然
他们人数不多，但普遍来看，这一地区
的华人都较好地处理了与当地社会的
关系，并且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从 150年前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
的华工到西半球做苦力，到现在华侨华
人能够出没在各种社会主流场所，华侨
华人在拉美国家的地位已经得到极大
的改善。秘鲁、巴西、巴拿马是吸纳中
国移民比较多的拉美国家，其中以秘鲁
为最。在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国，华
人虽未完全融入主流社会，但是已经得
到社会足够的认同。

反观西班牙，近年来针对华人的不
友好事件越来越严重，可谓“满城风雨、
人心惶惶”，很多为西班牙做出巨大贡
献的华人对此愤愤不平。很多拉美国
家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多少保留着西
班牙的语言和文化。但是对比这两个
地区华人的生存状态，差别非常大。

移民时间不同

华人在拉美的历史可追溯到 400
年前。今天，拉美地区的华侨华人已
近50万人。在西班牙和整个欧洲，华
人的移民史都比较短，到现在也只有
短短30多年时间。今天，旅西华人的
数量已经接近20万，但是在30多年的
时间内，华人还没有很好地融入当地
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移民拉美地区的
华人主要是来自香港、台湾等地的商
人、劳工和企业家，这些移民的社会地
位和经济实力比较高。而西班牙的华
人移民大多来自沿海地区的普通家庭，
他们来到欧洲为了“淘金”，为了更好地
奋斗拼搏。相比之下，其教育水平与经
济能力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生活习惯相异

拉美各国的老华侨久居异乡，但仍
保留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
他们组织的各种社团构成了当代拉美
国家中庞大的华人社会。而新生代华
人已经较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加入当地
国籍，与当地居民通婚，生活方式已经

“拉美化”。反之，来到西班牙的华侨华
人只有短短 30 多年时间，并且思想相
对保守，基本不与当地人通婚，生活在
自己的圈子中，完全按照中国的习惯和
方式生活。新生代移民还在成长中，虽
然已经开始积极接触主流社会，但还是
有自己的小团体，难以完全融入当地的
生活。

拉美国家的一大特点便是其多元
化的文化。它们拥有原始土著的文化、
欧洲国家的传统文化以及非洲文化。
150年前，大批华工进入拉美地区，这些
因素使拉美国家对文化多元的接受度
比较高。在对待华人的态度方面，拉美

国家普遍与中国交好，华人在拉美的社
会地位比较高。而在西班牙，由于欧洲
国家的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度
并不高，所以华人群体也难以融入主
流。

旅西华人仍需努力

近几十年来，西班牙由一个移民输
出国转变为移民输入国，与拉美移民国
家相比尚处于初始阶段，所以才会出现

“良莠不齐”的现象。从客观角度讲，
华人移民与西班牙社会出现的“冲
突”是一个必经阶段。随着时间的推
移和旅西华人共同的努力，中国移民
和中国文化最终会和谐地融入西班牙
社会中。21 世纪是一个多元化的时
代，新生代旅西华人都将在语言、思
维模式等方面实现“本土化”。不仅如
此，这些拥有中西两国优秀文化的华
裔青年一代，必将成为两国文化交流
的栋梁之才。

（摘自西班牙《华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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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澳大利亚公平工作专员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关于留学生工作权利的信息，让更多学生能
够了解到自己可能忽视的社会知识。此举将使在
澳留学和打工的外国学生更清楚自己的工作权利。

公平工作专员奈特莉·詹姆斯表示，澳大利亚
共有约34万留学生在打工挣钱，其中7.6万人来自
中国，超过4万人来自印度。

“国际留学生是弱势群体，因此，让他们了解
基本的法律权益非常必要。”詹姆斯说，目前的现
实情况是，大部分国际留学生需要一边上学一边
工作来弥补生活开支，防范被克扣或故意压低薪
水的途径就是了解自己的权利。

不久前，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将打工的
权利保护信息翻译成中文、印度语、韩语、越南
语、葡萄牙语和泰语，在社交媒体上传播。

在本财政年的前9个月中，公平工作专员已经
获得了超过150名国际留学生的求援申请，他们希
望获得帮助。虽然和每年2.5万人的总数相比，比
例并不大，但一些来自留学生等群体的求援信
息，还是引起了当局的重视。

除了在媒体上大作宣传以外，公平工作委员
会还举行社区演讲、研讨会等活动，与各大学、
私立教育机构的学生组织联合主办。

墨尔本和悉尼一共有3名公平工作专员，他们
的责任包括监控和实施劳资关系法、监管教育社
区劳动者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落实等。

不久前，一名刻意压低中国人薪水的雇主被
专员抓获，并面临联邦法庭的处罚。此案中的女
受害人在一个鞋店担任临时工，每小时的薪水仅
有8澳元。 （摘自澳大利亚新快网）

纽约布鲁克林第148届国殇日大游行近日隆重
登场，这一活动已有100多年历史。与往年不同的
是，今年的游行现场不仅有众多华裔民众观看，
而且队伍中还首次出现华人社团的游行方阵。他
们带来的锣鼓与舞狮更是惊艳四方，为这个美国
化的节日注入了新的元素。

布鲁克林国殇日大游行是全美历史最悠久的
国殇日纪念活动之一。游行于当天中午 11时从布
鲁克林湾脊区的三大道交 89街正式起步，然后沿
着三大道，经过多条街道后，最终进入琼斯公园。

今 年 的 游 行 队 伍
中，除了各种苏格兰风
琴乐队、高中鼓乐队方
阵以及老兵组织外，最
精彩的莫过于走在队伍
前列的来自舰艇部队的
士兵们。这些高大帅气
的士兵在游行中还举行
了仪仗与枪械表演，引
来阵阵惊呼与掌声。

当天的游行中还有
两支华人队伍，其中一
支来自布鲁克林华联会，
他们的表现颇为抢眼：几
名华裔学生手擎美国国旗
走在前列，紧随其后的是
锣鼓与舞狮队。这支极富
中国色彩的队伍还向现场
观众献上了精彩的舞狮表
演，引来一片欢呼与拍照
热潮。在游行队伍全部抵

达琼斯公园后，现场举行了庄严的纪念仪式。最
后，整个活动在两门礼炮的鸣响中结束，炸响的
礼炮飞向天空，追思着美国历史上历次战争中为
国捐躯的阵亡者。

参加游行的 15 岁华裔少年陈燊炜表示，4 年
前，他从广东移民到这里，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这
么大型的游行活动。正在读大学的梅锦俊表示，
当他走在游行队伍中时，民众一路上为他们鼓
掌，他觉得自己赢得了认同。

（摘自美国《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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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打工留学生须知基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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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日游行首现华人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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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舞狮表演。 崔国萁摄

本文作者在工作中

“火影之父”布川郁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