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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案多发的五月

刚过去的 5 月，对华人精英圈来说，是不平静的，
学术界尤甚。

在美华网友直言：“现在只要你与中国有学术交
流，都可能定为间谍。”

5月21日，美国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世界知名超
导专家郗小星遭逮捕，美司法部指控他向中国提供美国
企业的超导技术“秘密”，以换取“名利双收的职位”。

在之前的5月16日，美国司法机关以“钓鱼”方式
诱捕天津大学教授张浩，指控他们盗取了曾经供职的美
国公司的敏感技术，涉嫌犯有“经济间谍罪”。

就在5月21日，去年以“间谍”罪被逮捕的美国水
文专家陈霞芬一案成为焦点。“目前陈霞芬已经被无罪
释放，而且是检方自行撤诉，再次说明了之前对她进行
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李斧介绍。

此类案件并不是首次发生，多年来“中国人窃取美
国机密”的说法频频出现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而后却
又往往被证明子虚乌有。

华人科学家被指控为“间谍”的案件，最著名的莫
过于1999年震动华人世界的“李文和案”。当时，华裔
科学家李文和被指向中国泄露核武器机密，被无辜拘留
9个月。

类似的故事此后一直在上演着。2008年 3月 24日，
美国加州圣安纳联邦法院以“图谋向中国出口美国静音
潜艇等防卫技术”罪名宣判美籍华人麦大志入狱 24 年
零 5个月，并罚款 5万美元。这让麦大志的辩护律师直
呼“荒唐”：“说麦大志当间谍 20 年，可他们居然没找
出一名证人，也没有一片纸来证明麦大志的行为。”到
最后，此案也查无实据。2013年的姜波案，也都是这样
不了了之。

麦卡锡主义归潮

一系列“中国间谍”的出现引发华人圈热议。有网
友称，“麦卡锡主义回潮，华裔科学家将面临大清洗、大
迫害。华裔混得再好，也被美国主流社会当作外国人。”

（注：“麦卡锡主义“一词已经成为‘政治迫害’的同义
词，意指对人们想当然地进行‘莫须有’的指控。）

李文和当年在狱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一个像
我这样的中国人，不论多么聪明，多么努力，永远不会
被美国社会所接受。”

更深层次的原因不止于此。有人分析，“华裔间谍
案”的根本原因是美中两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冲
突。层出不穷的“中国间谍案”微妙折射着中美关系的
变化。

比如，2005年后，受伊拉克战争影响，美国在全球
战略格局中影响力下降，而中国崛起速度超出预期。据
媒体统计，仅2005至2007年，FBI以涉嫌窃取美国技术

为名，逮捕近 30 名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但最终没有
任何人与所谓“中国间谍”有关。

连 《纽约时报》 都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进行了嘲讽：
“过去几年里，美国政府不断警告中国黑客和间谍正在
窃取商业机密和其他秘密情报。甚至有一种说法称，美
国只有两种公司：一种是已经被中国间谍入侵过的公
司，另一种是被中国间谍入侵了还没有发觉的公司。”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3这一年，美国司法部根据
经济间谍法案提起的控诉相较一年前增加了30%多，超
过一半与中国有关。

“这类事情屡屡发生，不能不引起公众的关注。大
家都不希望看到这类严重指控是出于种族背景或者政治
动机。”李斧说。

华裔科学家也要警惕

“无论你喜欢与否，不论你的政治倾向是什么，也
不管你对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感情如何，你的美国梦都与
中美关系紧密相连。当中国被视为白宫和国会的朋友
时，我们就是模范少数族裔；当中国成为美国人眼中的
魔鬼时，我们就是敌人的代理。”一位华人的言论非常
具有代表性。

陈霞芬的案件并没有结束，目前多名国会议员和多
个社会团体已经要求官方进行彻底调查。“郗小星案正
在进行之中，一批北大物理系校友在帮忙寻求法律维
权。”同为校友的李怀玺说。

一月两件案件的发生，让华人精英圈里人人自危。
分析称，在目前中美两国经济、科技交往频繁的情况
下，可以预料更多的所谓“间谍案”还将出现。

“由于这类事件的发生，华裔学者不得不持更为谨
慎的态度，许多交流合作项目事实上受到延误。”李斧
谈及身边同事的遭遇。

这也给华裔科学家以警示。“华人在接触专利敏感
材料时确实要小心。因为会特别受关注。在打砸抢事件
中，黑人可能会特别受关注。在敏感材料上华人可能会
更受关注。”李怀玺说。

但维权是必须的。“在美国，哪个族裔维权呼声
大，就有助于那个族裔少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少成为政
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一点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做得还很
不够。”李斧坦言。

华裔科学家屡陷“间谍门”是确有其事，还是“麦卡锡主义”回潮？是偶然事件还是为政治
因素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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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内开花墙外香”，近年来，海外华人艺术家在国际
艺坛上大放光彩，却也不曾忘记祖国，让艺术回归中国。

“不用去纽约巴黎，生活同样国际化”，是法籍华人艺
术家陈箴在上海的个展主题。作为中国最早的装置艺术家
之一，陈箴的创作灵感大多来源于中国，尤其是他曾经生
活过的上海。在作品《日咒》中，主要元素是数十只上海旧
马桶，暗喻“净化”消费社会的“污浊”思想。作品《兑换处》
则更为直接，由上世纪80年代上海的老式公共厕所凑成，
以此来隐喻“换钱”的金融系统。由于陈箴本人出身于医学
世家，在他的作品《禅园》和《水晶内景观》中，也充满了对
中医的认识和思考。

毛笔勾勒下的山水花鸟画，依旧是华人画家不变的挚
爱。水墨丹青里，寄托着画家的拳拳爱国心。近日，旅美华

裔画家汪大文的作品展“君子之风”在北京举行。展出的59
幅精品画作，题材主要是观音与荷花，既传承了中国画的
笔墨和结构，又借鉴了后期印象画派的色彩和层次，让画
作充满了微妙的色泽感和阳光感。汪大文女士表示，她希
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并分享她画作中的心情，借此感恩大
家。

今年是中国与新西兰建交43周年，值此之际，新西兰
华人画家区本在安徽合肥展出了名为《艺术回归祖国》的
区本书画展。区本先生的作品以山水画见长，兼具中国国
画和西方画作的特点，内含着画家的那颗“游于艺”的情
怀。区本先生提倡让艺术回归祖国，称无论艺术在何方，人
在何处，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华人身份。

旅法画家陈建中在北京举办的《2014-2016 心象哲
韵·陈建中五十年回顾展》中，东方的神韵和西方的油彩水
乳交融，交织出了一幅幅别具特色的作品。近百件的素描、
水粉和油画作品，以门窗构图系列和风景系列为主，将中
式审美与西方画作技巧相结合，诠释了他对东西方文化交
融的领悟和理解。同样，陈建中先生也希望把作品“带回
家”，把艺术思想带回中国。

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艺术家重回国内，向中国人展示
自己的作品，让国人感受艺术的力量。

“2015泰国·中国山东文化年”曼谷开幕
新华社6月1日电 （记者张春晓） 由中国文化部主

办、山东省文化厅与曼谷中国文化中心联合承办的“2015
泰国·中国山东文化年”30日在曼谷正式拉开帷幕。开幕活
动由“中国海瓷艺术作品展”与文艺演出两部分组成，向泰
国人民展示了齐鲁大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中国驻泰国大使宁赋魁在开幕式上说，此次“山东
文化年”活动带来了孔子故乡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艺
术，提供了进一步了解儒家文化精髓的机会，除了能让
泰国人民更好地了解齐鲁文化外，更将在促进中泰文化
的交流与合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曼谷中国文化中心已
连续开展两年，成效显著。

南非华侨华人向当地学校捐助物资

中新社6月2日电 （记者宋方灿） 中国驻约翰内斯
堡总领馆与南非华侨华人举行捐赠活动，将价值近35万
兰特 （约合18万元人民币） 的毛毯、书包、衣物及食品
等捐赠给南非索韦托地区的艾穆德尼（Emdeni）高中的贫
困学子们。据悉，从2004年起，旅南侨胞已经连续回馈南非
当地社会，向亚历山大、索韦托等地的贫困社区及学校进
行捐赠，受到了当地社区的热烈欢迎与诚挚感谢。

图为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事孙大立 （前排右一），
与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李新铸 （左一）、南非
华人警民合作中心主任吴少康 （左三） 及当地议会负责
人为学生分发捐助物资。

巴黎将面向华人开设中文门诊
中新社5月 29日电 （记者张新） 巴黎十三区皮提

耶-萨尔佩特里厄尔医院预计将开设“华人门诊”。“华人
门诊”的病人主要有三个来源：住院病人、急诊病人以
及预约病人。据巴黎市议员、十三区副区长陈文雄透
露，该计划已经得到了院方的批准，如果一切顺利将在
今年9月份正式开诊。

目前，该计划还在最后的审批过程中。如果一切顺利，
届时，“华人门诊”将在皮提耶-萨尔佩特里厄尔医院内设
置诊疗地点，除了医生，还将至少配备一名秘书和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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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

携艺术而来的海外华人
柴林翊

100日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在近日终于跌破
5，创13年以来新低。

作为“安倍经济学”的“大招”，日元贬值成
为刺激本国经济复苏的兴奋剂。然而，对在日 70
多万华侨华人来说似乎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钱包瘪了 华人有苦难言

据日本当地媒体报道，近日，日元贬值带来财富缩
水。其中，华人劳工就是受害者。

“很多日企希望雇佣国外人才。然而，收入兑换成
的人民币更少了。日本对华人的吸引力将越来越弱，不
如回北上广工作。”一名当地华人劳务人员向本报表示。

截至 2015 年 4 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字显
示，日本员工月平均名义工资较上一财年下降 3%，创
历史最大降幅。

“日元贬值让我的钱包瘪了。”张勇捷在日本东北大
学从事科研工作，目前他的月薪约为40万日元。“换成
人民币不到 2万元，比前两年缩水 25%。尤其是给家人
汇款时，才发现到手的工资捉襟见肘。”他说。

日元贬值，一方面使华人收入实际经济价值缩水；
造成原材料价格高涨、物流等费用增高也为其带来困
扰。

张勇捷表示，多数华人吃不惯日本的生鲜食品，然
而当地中国物产店物价上涨，让他面临两难。此外，他
在国内的亲友似乎一夜间发现日本货品的价廉质优，很
多人隔三差五托他买东西，给他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

利好并存 华人尝到甜头

彼之砒霜，吾之蜜糖。汇率大跌，等额人民币能换
到更多的日元也使一些华人尝到甜头。华人去日本旅
游、购物相对更划算了。

在日从事代购业的武先生对本报透露，同一款蔻驰
的包包，中国官网售价 3000 多，但从日本乐天官网进
货，税后大约3.2万日元。日元贬值后，1日元兑0.05元
人民币，折合人民币1700多。“差价将近一半，熟人的

话2000元人民币也卖。”
日渐催火的代购行业使得不少华人尽享优惠。近

来，不仅日用品采购业走俏，奢侈品、药品代购也呈现
火热局面。卖场和百货商场密集的银座、新宿购物中心
成了华人代购者的“宝地”——“日元贬值让‘一手托
着行李箱，一手拎满购物袋’成了常态。”武先生说。

此外，除了日本放宽对华签证发放条件的因素，日
元贬值使华人赴日游也变得更为“亲民”。

据 《朝日新闻》 报道，2015 年 1—3 月，访日外国
人在日消费额超过7000亿日元，其中，华人约占四成。

“去年10月兑换1万日元需要大约660元人民币，如
今仅需不到500元，赴日旅游打了8折。”张勇捷表示。

面对贬值 建议理性投资

随着人民币的价值与日元之比不断提升，许多华人
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开始用人民币结算，特别是持有银联
卡的人，用人民币结算更实惠。

《日本侨报》 总编辑段跃中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
示，6月1日，自己刚刚去池袋的银行换了3万多元人民
币。他建议华人，如果手头有人民币现金，可以去银行
换日元。兑换时最好找银行窗口，比街头窗口更实惠。

同时，在日元贬值的关口也是信用卡派上用场的时
候。“日本可用银联卡的店铺越来越多，可以说‘一卡
行列岛，华人不用愁’。”段跃中总结道。

目前形势下，日元看跌可能是长期趋势，在日的华
人企业应提前应对，尽可能规避风险。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敏认为，一方面需尽量选
择人民币、美元结算方式，对日本大单、长单采取谨慎

态度，另一方面仍要坚持转型升级，通过提升产品质
量、创新企业技术来寻求市场多样化，以冲淡日元贬值
带来的风险。

另外，他建议也可投资一些理财产品取得收益来对
冲汇率损失。股市配置一部分，互联网金融投资一部
分，银行理财一部分。“尤其是日元贬值以后，很多华
人疯狂投资房产。但对日本房地产市场需保持谨慎，这
是最可能被做空的一个领域；对股市也应保持一定的敬
畏，这是容易让人血本无归的地方。”吴敏说。

日元贬值让华人半喜半忧
梁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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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中华”首届阿联酋华人旗袍秀5月
30日在迪拜的阿联酋购物中心举行，30多位
当地华人妇女代表身着色彩艳丽、款式纷繁
的旗袍走上舞台，令在场的 500多名中外观
众近距离感受了中国传统服饰的独特韵味。

中国驻迪拜总领事李凌冰在开幕致辞中
说，旗袍是最能展现东方女性高雅气质的服
饰，是“体现中国女性之美的名片”。她表
示，本次活动有助于弘扬中国传统服饰文
化，体现出了华人在文化和审美方面的自
信，希望这场旗袍秀能增加当地人民对于中
国传统的了解，增进两国人民间的友谊。

新华社记者 刘瑜茜 李 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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