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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2015年大选已经落下帷幕，“华裔军团”的出色
表现激起各国华人参政的热情。5月25日，澳大利亚政要
专门就如何培养参政能力与华裔青年座谈，现身说法指引
华人精英参政。

答卷很亮丽

在英国，华裔一直被看做“沉默的大多数”。在 2015
年的英国大选中，11位来自保守党、工党、自民党和绿党
的华裔候选人参与大选，数目之大创下英国历届华人少数
民族参选史之最。华裔给人留下的刻板印象也被这次大选
彻底颠覆。

参选人数创新高，大选结果同样刷新了历史：华裔麦大
粒成功当选下议院议员，终于打破了“华裔当不上英国议
员”的魔咒。这也印证了法国《欧洲时报英国版》的论断：
2015年是英国华人参政改写历史纪录的一年。

好消息不仅仅来自英国，2015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州大选中，华裔珍妮·梁击败对手，成为新州政坛历史上
首位华裔下议院议员。

西方政坛的华裔新人也不断涌现，譬如英国保守党国
会议员的候选人王鑫刚与何易就以年轻的新移民身份进入
政治角逐。而澳大利亚新州大选中，华裔工党上议院议员候
选人黄堃因为“90后”华二代的身份也得到不少粉丝追捧。

步子刚迈开

在华人经历了参政热潮的狂欢后，冷静下来，会发现
这些成绩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

早在 2006 年，华人律师李贞驹创办了“英国华人参
政计划”，旨在推动华人参与英国政治和社会事务，维护
华裔族群的权益。从10年前的没有华人参选，到5年前的
8名华裔候选人，再到2015年的11名华裔参选，华人参政
的确迈了一步。尽管如此，与华裔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候
选人王鑫刚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中间能诞生一位
华裔首相”豪言相比，这就差得有点远了。

与其他少数族裔相比，华裔族群在英国的政治参与度
和影响力也相当低。英国媒体曾报道：官方调查显示约有
1/3华裔未作选民登记，而全英只有 9% 的合格选民没有
登记选民资格。

在英国议会中，不少印度裔、巴基斯坦裔英国人凭借
少数民族身份成功当选为下议院议员。但占英国总人口

6400万的0.7%的华裔直到今年才诞生出第一位华裔议员，
也难怪 《印度时报》 在报道麦大粒当选时的“得意忘形”
口气：“作为对比，印度裔从1885年就当选英国议会议员
了。”

在美国，活跃在政界的华人并不少，但相比于其他美
国亚裔，华裔参政比例也不算高。以日裔美国人为例，尽
管华裔人口是日裔的3倍，但无论是选民投票率还是登记
率、当选公职人数，都远比日裔低。

参政水平待提高

华裔在西方政坛具有很大潜力。随着中产阶级的流
失，英国领导人开始注意拉拢扶持精英华人。早在 2010
年，英国首相卡梅伦就倡导推行“大社会”改革，而无论
是从人数还是素质方面考虑，华人都不再是“隐形的族
群”。有调查显示，华人社群对保守党的支持率大幅领先
其他党派22个百分点。

华人参政要有长足发展，不仅需要华裔候选人加深对
所在国家政治体系、政治历史、政治大事件的了解，还需
要激发西方政坛中华人青年领袖的参政意识，培养符合议
员能力标准的下一代华裔后备军。这也是5月25日澳大利
亚政要与华裔青年座谈原因。

消除整个华人群体的政治冷漠感同样很重要。正如澳
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法委华裔上议员王国忠所言，单靠
华人面孔来赢得华人等选民的信心和支持是难以长久的，
唯有以政治理念和远大抱负去凝聚选民的认同，才有发展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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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于财，不仅要取之有道，也应“理”之
有道。一般来说，海外华人在理财上主张重储
蓄，爱投资，少贷款，这与传统开源节流、量入
为出的理财观念不无关系。不过，当中式理财观
念遇上西式理财之道，华人或许也应及时做出转
变。

接受金融服务少

近日，全美广播公司财经频道报道，在美
国，华裔人群属于高度缺少金融服务的群体，仅
有 15%的金融服务公司关注华裔人群。而此前，
全美亚太社区发展联盟公布了一份亚太裔财务习
惯报告，报告显示，低收入华人群体在财政上非
常薄弱。例如，当需要紧急资金时，超过 1/3的
华人表示不知道可以向哪些金融机构求助。同样
地，他们获得的主流金融服务和产品也很少。

在美国，依据专业人士提出的意见，把个人
资产做好长、短期的规划，已经是非常普遍的行
为。不过，在华人群体中，储蓄依然被看作首位
的理财方式。报告中就显示，超过70%的受调查
华人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而绝少用于投资金融产

品。
在美国大通银行工作的林先生告诉记者：

“在工作中，一般碰到存款数额大的华人用户
时，会循例给他们推荐一下合适的金融产品。但
其实不管大户小户，他们对这些都没多大兴趣，
也不太愿意找我们做咨询。”

林先生认为，如果华人方面确实存在市场，
金融机构一定不会忽视的。但就目前而言，一些
主流的金融服务，如理财顾问、金融产品等，在
华人圈中还没有流行起来。

传统观念转变难

华人在理财上“食古不化”，和自身理财信
息的匮乏有一定关系。全美亚太社区发展联盟的
调查结果显示，有35%的受访者进银行办理相关
事务时存在语言障碍，既难进行口头沟通，也无
法完成书面阅读。因此，对各类金融服务始终难
以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而对专业的金融顾问，很多华人也持怀疑态
度。目前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大三的华裔女孩成悦
就告诉记者，因为在上学期间接触过一些金融知

识，曾建议母亲去咨询专业人士，为家庭做一个
长远的理财计划。不过，成妈妈却嘲讽地表示，
做好理财的第一步应该就是把咨询理财顾问的钱
省下来。

比起对专业人士的不信任，华人对亲朋好友
给出的理财建议却十分依赖。据调查报告显示，
24%的华人理财信息来自亲朋。任职于美国一家
金融机构的金融专业人士艾德·潘也表示，争取
华裔客户的关键，在于老客户的推荐。潘说，他
有70%的业务量都是由老客户推荐相熟的客人建
立的。

林先生则表示，华人身边亲朋的理财建议未
必全部正确。何况，熟人之间的诈骗丑闻在各国
都出现了很多起。“如果对一个理财顾问不够信
任，可以多咨询几家，华人要自己去多了解这方
面知识，而不是盲目跟风。说到底，还是一个观
念转变的问题。”

各方合作促接轨

尽管美国华人对金融服务仍持冷淡态度，可
全美广播公司的报道还是认为，美国华裔市场充
满了机遇，华裔群体拥有大量潜在的业务需求，
并鼓励金融从业人员要“敢于跨越障碍”。

或许是华人对保险业务的需求大大增加，使
他们嗅到了这一商机。艾德·潘指出，为后代留
下遗产，是华人理财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美
国的保险业务恰恰满足了华人的这一需求。他表
示，华裔市场是金融公司还未涉及的领域，不过
由于华人较为普遍存在的语言障碍，金融公司应
该雇用更多会讲汉语的金融专业人士。

更积极做出改变的，是年轻一代的华人。因
为在美国的成长经历，他们可能更易接受美国社
会主流的金融服务方式，成悦可以算一个。她在
哥大的学费，就是申请了一部分助学贷款。成悦
表示，美国的学费比中国要贵很多，申请学生贷
款，一方面是不想增加家庭父母的负担，另一方
面，也有助于自己逐渐培养正确的理财观念与理
财方法。

全美亚太社区发展联盟呼吁，可以利用华人
社区的强大家庭和同伴关系来建立一个资产领
域，并借此与主流金融服务和产品搭建桥梁，进
而服务华人。

不管怎么说，华人只要转变旧的理财观念，
融入美国主流金融服务市场，不仅仅是各个金融
机构的商机，也是华人自身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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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理财中式理财””该改改了该改改了
孙少锋 龚欣怡

华人参政 看上去很美
李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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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在伦敦唐人街附近的投票站帮助
华人投票。（图片来源：欧洲时报英国版）

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在伦敦唐人街附近的投票站帮助
华人投票。（图片来源：欧洲时报英国版）

5 月 28 日，美国西海岸首
个尼山书屋在洛杉矶市立图书
馆正式揭牌。与此同时，尼山
书屋还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东亚图书馆和洛杉矶瀚海创业
园两地落户安家。左图为中国
驻洛杉矶副总领事孙鲁山 （左
一）、洛杉矶市立图书馆馆长
John Szabo （左二）、美国华人
教育基金会主席邵闻 （左三）
等参观图书馆中的尼山书屋图
书。右图为读者在阅读中文书
籍。

毛建军摄 中新社发

尼山书屋在洛杉矶揭牌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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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深深深几许？”现在的人们习惯了高楼大厦
和钢筋水泥，不知道是否还记得昔日铺着石板路、直
立着青砖墙的中式庭院？

近日，印尼华裔麦培满向人们展示了自己在印尼
的私人居所——“培仁山庄”。这座“山庄”是麦先生
亲自设计并建造的。“山庄”充满了中国江南古典园林
的韵味，曲水流觞，山石堆砌，每座小建筑还都有着
它们独特的名字，如客厅是“霞楼”，小书房是“望北
阁”，寓意“北望家乡”，寄托着麦先生的思乡之情。
麦先生计划建设一座华人历史博物馆，将中华文化传
承下去。

其实，海外华人住的地方也不尽是江南婉约格
调。马来西亚的知知港村，就是一个华人聚居村。几
十年来，这里依旧保留着中国南方山村的淳朴风貌。
人们居住的房屋也以中式为主，村民的大门上贴着

“福”字，门廊下挂着红灯笼，上面写着诸如“万事如
意”这样传统的中国吉祥话；街道两边店铺林立，招
牌上大多是中文，只有少数标注着马来文字。

2015 年意大利米兰世博会的中国馆，可谓赚足了
中外游客的眼球。中国馆的主建筑采用中国传统的歇
山式屋顶造型，用竹编材料覆盖屋顶，引自然光入
室。“麦浪”造型，花海环绕，其中点缀着中国的传统
建筑元素，如故宫红墙、北京胡同、长城等。中国馆
的“小清新”风格在米兰世博会上可谓是别具一格，
不落俗套。

漂洋过海的中式建筑“脱俗”不凡。日前，澳大
利亚的南威尔士州正在建设一座中国主题公园，公园
名暂定为“中国欢乐时光”。中国老城门、江南水乡、
唐宋书院、熊猫天地、感恩寺庙等主题部分都在计划
之列，几乎涵盖了中国建筑的传统元素，于无形之中
散发着中华文化的气息。这座主题公园也为在澳大利
亚的华侨华人提供了一份情感寄托。

从亭台楼阁到雕梁画栋，从山水园林到房屋庙
宇，中国传统建筑从来都是无声无息地存在于现代都
市的钢铁森林中。无论是在中国故土，还是在异国他
乡，这份莫名的中式建筑情结始终紧紧地牵动着中国
人的心。

中式建筑铸传奇
柴林翊

仲夏时分的北京，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5月28日，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国海外交

流协会举办的“第十届世界华裔杰出青年华夏行”
于北京开幕。来自世界82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名华
裔杰出青年代表意气风发地出席了本次活动。

“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
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
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
同的梦。”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久久萦绕在与会者
的耳边，令人记忆犹新，感慨良多。

国务委员杨洁篪，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全国
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外交部、国务院侨办、致公党
中央、中国侨联等中央涉侨单位有关领导出席活
动。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主持开幕式。

国务委员杨洁篪拨冗前来并作了重要讲话，也
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广大华裔青年的亲切关怀。

“山高愈前行，梦好起宏图”，杨洁篪强调，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感召和激励下，中国政府
和人民正在为争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迈进。民族的复兴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努
力，他向广大的海外华裔青年提出三点希望并与之
共勉：“第一，成就事业，引领侨社未来的发展。第
二，弘扬传统，促进中外交流的建设。第三，主动参
与，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把创造个人财富，打拼事
业，实现人生追求与参与和共圆中华民族复兴的梦
紧密地结合起来。”

铭记历史，是为了维护和平。望着台下几百名
来自海外各地意气风发的华裔青年们，杨洁篪动情
的寄语将整个开幕式推向了又一个高潮。他说：“今
年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在那场殃及世界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战
争灾难中，海外的华侨华人以空前的凝聚力动员组
织起来，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救亡运动，为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著的功勋。今天，我们深
切缅怀为捍卫和平正义做出牺牲和贡献的人们，就
是为了牢记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坚决
反对那些罔顾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行为，坚
定不移地拥护和平共享和平。”

参加开幕式的500多名华裔杰出青年，是海外2000万新华侨和华裔新生
代的代表，很多人成为学历高、收入高、成就高的“三高”人群。在经济、科技、
文化和政治等各个领域都有所建树。裘援平指出，华裔新生代，既有中华文化
滋养和积淀，又有国际视野和专业素养，在各国主流社会当中游刃有余，处于
人生最富创造力和活力的黄金时期。

然而，在会场，却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些华裔青年虽然是清一
色的华人面孔，但大多数通过佩戴同声传译器来了解会议内容，令人感慨这
些华裔青年们由于长期生长在海外，逐渐对汉字文化乃至祖（籍）国文化的了
解变得生疏。

为此，裘援平指出，中国政府十分关心海外华社的历史传承。国务院侨务
办公室为了加强同海外新生代的联系，组织了不少活动，其中就包括这次“华
夏行”。它已经成为海外华裔青年走进近日中国，了解中华民族，感知中华文
化，实地寻根问祖，结交同胞友情的脉络之旅。在她真挚的感言中流露出对海
外华裔青年们深切的理解和关怀。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从2001年起先后举办了九届“华
夏行”，受到应邀代表、中国驻外使领馆和海内外侨界的高度好评。与会者共
同期待“第十届世界华裔杰出青年华夏行”的后续活动能够持续增加华裔新
生代对祖（籍）国和中华文化的了解与感情，促进华社健康与可持续性发展，
搭建起贯通华裔新生代个人梦想与祖（籍）国民族复兴梦想之间的桥梁。

﹃
山
高
愈
前
行
，
梦
好
起
宏
图
﹄

—
—

﹃
第
十
届
世
界
华
裔
杰
出
青
年
华
夏
行
﹄
开
幕
式
侧
记

梁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