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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古 的 造 型 ， 过 时 的 科
技，在很多人眼里，古董车不
过是一堆破铜烂铁。然而，对
于一些华裔收藏爱好者，这些
设计迥异又饱含历史沧桑感的
古董车却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近日，新加坡55岁华裔庞学
川向新加坡《联合早报》展示了
他的珍贵收藏。作为古董车爱好
者，两部上世纪70年代制造的福
士伟根甲壳虫车以及多部意大
利旧款黄蜂牌小型摩托车等都
是他的“无价之宝”。其中，一辆
上世纪 60 年代出产的英国奥斯
汀汽车尤为珍贵，在新加坡当地
也是为数不多的经典汽车。

除了收集车，庞学川还喜欢
为被人嫌弃的老车注入新生命，
让它们能继续在路上驰骋。他表
示：“把跑不动的老车修成跑得
动，是我最大的满足感。”

同样爱好收集经典汽车的
还有美国华裔青年企业家李兆
佳，与庞学川不同，他只专一
地收藏法拉利跑车。

爱得越深，收藏得越起劲。
目前，李兆佳共收藏了 8 部不同
年代不同级别的法拉利跑车，不
少是世界上罕见的车型。每个周
末，李兆佳都会把车库里的收藏
品开出来“溜溜”，他认为跑车经
常开一开更好。

加拿大华裔张友仁也有着自己心爱的收藏品：一
辆1966年款的福特野马谢尔比。这辆老爷车是美国60
年代精神的代表，车身保存完好，并有租车公司特有
的黑底金间条。张友仁认为收藏这辆车不仅给自己生
活带来了乐趣，同时也十分实用。

古董汽车是很多收藏家的挚爱，但马来西亚华裔
王瑞南却对古董摩托车情有独钟。回忆40多年收藏古
董摩托车的经历，王瑞南说看到别人有古董摩托车，
自己就不惜花大价钱去拥有，甚至为了防范小偷，把
爱车放进家里的客厅。

从1971年拥有人生中第1辆1963年份的500cc本田
款式摩托车到现在，王瑞南已收藏了 19 辆古董摩托
车。其中有英国款式的诺顿、凯旋老虎，日本款式的
查理以及其他款式的猴子摩托等。

有人说，收藏老爷车是“孤独的游戏”。收藏者多，真
正爱车者少。所幸，很多华裔收藏者是有鉴赏力、了解车
的历史和价值的。对于他们，收藏老爷车并不仅是财富
的简单积累，还孕育着一种对岁月致敬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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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欧元区财长将在卢森堡举行会议，为希腊与其欧洲债权人达成协议以免
其出现债务违约做最后的努力。有关希腊债务危机的拉锯战仍在持续，希腊国内经济依
然不容乐观，其可能退出欧元区的猜测也从未平息。这里从来不缺国际社会关注的目
光，而我们更关心的是，这种种一切对于生活在希腊的侨胞尤其是华商，意味着什么？

与希腊紧密捆绑

与希腊几千年的历史相比，华侨华人来到这里发展
的短短几十年似乎显得太过短暂。然而，他们对于这片
古老国度的归属感却一点也不单薄。

“虽然华侨华人在希腊发展的历史不是很长，但对于
不少华侨华人来说，他们早已立足于这片土地，把这里
当作第二故乡。”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已在希腊生活了13
年的《中希时报》总编辑汪鹏如是说。

据汪鹏介绍，希腊的华侨华人大多来自浙江、福建
等地，绝大部分以经商为主，其中又以从事日用百货、
服装、鞋帽、工艺品等商品贸易的为最多。

华商为主的构成，使得希腊华侨华人的生存与希腊
整体经济的发展总是紧紧捆绑在一起。而在最近的7年，
不少华商经历的或许是来到这里后最困难的一段时间。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引爆希腊债务危机，希腊国内
经济由此一蹶不振。如今，希腊与国际债权人还在就达
成改革换援助的协议进行艰难的谈判。这是国际社会近
来关注的热点，更是关乎当地华侨华人
尤其是华商切身利益的重要事件。

“我们大家都非
常关心这件事，如果
希腊真的因此退出欧
元区，那将对我们华

商产生很大的影响。”希腊华侨华人总商会执行会长陈昂
告诉记者，目前当地华商主要有两大担忧，一方面如果
希腊脱欧，重启本币德拉马克，可能造成货币贬值，进
而导致华商在希腊的资产缩水，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社
会动荡，引发社会治安问题，这都是华商所不愿看到的。

难躲危机的冲击

陈昂等华商对于希腊未来何去何从的担忧不无理
由。自 2008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当地华商不可避
免地承受了巨大的冲击。

陈昂介绍，相比 2008 年最多时的近 3 万人，如今留
在希腊的华侨华人大约1.6万人，只剩过去的一半。而对
于如今依然坚守的华商而言，日子并不那么好过。

“希腊华商大多从事服装、鞋帽、工艺品等贸易，主
要针对的是希腊国内中产阶级以下的消费群体，而这一
群体恰恰受到希腊债务危机的冲击最大，危机之后他们
各方面的消费都明显缩减，这就给华商的生意带来很大
的负面影响。”汪鹏说。

陈昂在希腊做了十多年的外贸生意，对此，他更是
深有体会。“债务危机发生之后，上届政府出台了财政紧
缩政策，老百姓兜里的钱明显减少，购买力随之下降，
我们的生意相比之前难做许多。”他说，今年年初，新一
届左翼政府上台后，仍然没有给希腊经济带来根本好
转，加之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的声音此起彼伏，对于华
商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数据显示，希腊国内生产总值在去年四季度和今年
一季度连续出现负增长，意味着该国再度陷入技术性衰
退，这无疑给充满期望的人们泼了一盆冷水，也让华商
难躲其害。“目前留在希腊的华商，80%都是在勉强维持
或是亏钱，只有20%还能稍有盈利。”陈昂说。

“相比金融危机之前，这几年我们的营业额下跌了近
50%。”希腊华侨华人总商会常务副会长虞陈星在希腊主

要从事中国制造的鞋类产品的贸易，他告诉记者，不仅
是他们这些从事贸易的华商，那些在希腊开零售商店以
及在当地华商企业打工的华侨华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
希腊经济衰退的波及。“过去我们常说，只要是有1000人
住的小镇，就有华人开的零售店，如今好多店铺都关门
停业了，之前还有一些打工的侨胞因为欧元贬值，收入
降低，也选择回到中国。”虞陈星说。

离曙光已经不远

危机之下，步履维艰。不过，一贯以坚韧、勤劳著
称的华商没有轻易就此低头。凭借敏锐的商业洞察力，
他们另辟蹊径，正努力在希腊的经济迷雾中摸索出新的
发展路径。

“过去，我们主要是将中国商品进口到希腊市场，如
今随着欧元贬值，汇率降低，我们开始尝试将希腊特色
的橄榄油、红酒、农产品、矿产品等运往中国市场销
售。”虞陈星说，虽然仍在探索阶段，但这种反向经营已
成为他和其他不少华商贸易生意的重要内容。

而希腊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更是激发了华商们的商
业头脑，吸引不少华商纷纷转战旅游行业。

陈昂目前就成立了一家旅游公司，主要为中国游客
提供地接服务，经济效益还挺不错。“希腊拥有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丰富的旅游资源，而且不同于其他行业，希腊
的旅游业并没有受到太多债务危机的影响，旅游市场一
直非常火爆，近年来到这里旅游的中国游客更是不减反
增。”陈昂介绍，近两年，赴希腊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每
年增长约40%。这对于华商而言无疑是一块巨大的蛋糕。

“船小好掉头，虽然目前希腊经济不景气，但这里资源
丰富，希腊人民具备很高的智慧，对华商也非常友好，我相
信这里依然具有发展的潜力，未来两到三年可能就会有一
个很好的转变。”谈及未来，陈昂仍然充满信心。

或许是受到地中海灿烂阳光的熏陶，如今坚守在希
腊的华商们大多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在他们看来，在经
历了多年的经济阴霾之后，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曙
光已离他们不远。“总会有一个反弹的机会。”虞陈星说。

“我们也非常希望希腊政府能够妥善解决债务危机，
使希腊整体经济重新复苏。”汪鹏说，这也是他和许多侨
商共同的期待。

巴西华人社团举办慈善活动巴西华人社团举办慈善活动

当地时间 6月 14日，巴西华人协会和圣保罗华助中心在圣保罗市议会举
行慈善捐赠活动，向巴西 27 家慈善机构捐赠了一批毛毯、食品和轮椅等物
资，价值共15万雷亚尔 （约合5万美元）。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官员、当地华
人侨团代表和圣保罗州、市议员及当地民众等参加了捐赠仪式。图为巴西华
人侨领为巴西慈善机构捐赠物资交接场面。 莫成雄摄 （中新社发）

本报电（刘丽平） 6月16日，《美
国南加州华人新侨图片展》于北京开
展，本次展览由美国华人华侨研究院、
美国华人总商会、美国南加州华人华
侨史记编委会、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联合主办，共展出照片100余幅。

这次图片展是《美国南加州华人
华侨史记》编写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分为南加州华人新侨社团的建

设、贡献和风貌3部分，多层次、多
角度、多方位地反映了移民至南加州
的新侨在各自事业方面取得的成就以
及思乡爱国的情怀和为促进中美友好
所做的贡献。

美国华人华侨研究院董事会主席
程远表示，希望通过在中国华侨历史
博物馆的展出，让中国社会各界对美
国南加州华侨华人有更多的了解。

南加州华人新侨图片展北京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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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共有60所。因为
坚持华语为教学媒介语，拒绝接受政府改制，这
些独立中学不但统考文凭未能得到马来西亚政
府承认，也不能享受政府的教育津贴，在教育政
策上还时常被打压。尽管如此，大马华人依然坚
持开办华文独立中学，坚守母语教学。

华校仍受欢迎

日前，马来西亚副首相兼教育部长丹斯里
慕尤丁在下议院被质询为何大马政府依然边缘
化独立中学统考文凭时回应，马来西亚华校董
事联合会总会 （以下简称董总） 拒绝修改独立
中学的课程纲要以符合国家教育政策，是导致
政府至今无法承认统考文凭的主因。

一直以来，大马华社都致力于推动政府承认
独立中学统考文凭，而慕尤丁的发言或许使之再
一次陷入僵局。据悉，若董总按教长要求修改课程
纲要，独立中学将只剩下一科华文是以华语教学，
这便使独立中学失去作为华校的特性及价值。

虽然独立中学文凭未能得到大马政府的承
认，本地华人对独立中学的热情却持续高涨。
据马来西亚当地媒体报道，2015年，大马华文
独立中学学生总人数继续大幅度增长，达83042
人，创历史新高，相较于 2014 年的 79264 人，
增加了3778人。董总首席执行长孔婉莹称，从
2003年开始，全国华文独立中学学生人数就持
续 12年保持增长。从 2003年的 52850人增加至
2015年的83042人，增幅为57%。

文凭作用大

马来西亚的义务教育为11年制。就华裔学
生而言，从华文小学毕业后，学生可自由选择
进入政府办的国民中学或民间开办的华文独立
中学。前者采用马来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而独
立中学则以汉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因为独立
中学统考文凭没有被当地政府承认，独立中学
毕业生也不能申请马来西亚公立大学入读。

那为什么还有越来越多的大马华裔家庭会
选择送孩子去独立中学就学呢？必须指出的
是，在海外，独立中学统考文凭已经得到逾600
所大学的认可，而在马来西亚国内，华裔学生
也可以以此申请私立大学。

毕业于大马一所独立中学的华裔学生林洋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就表示：“独立中学统考文凭
不仅得到中国、香港、美国等多个大学的承
认，在申请学校时，也十分有优势。”林洋说，
如果要申请中国的大学，普通大马国中的毕业
生必须再念一个马来西亚高级教育文凭，或者
到中国的大学念一年预科才能开始读大学。而
独立中学毕业生就可以直接从大一开始念，也
是唯一不用通过中国汉语等级考试的留学生。

“这是因为独立中学的教育水平得到了中国高校
的认可。”林洋表示，不仅是在中国，独立中学
毕业生的优秀是世界各地高校有目共睹的。

学生出路广泛

提起在独立中学6年的上学经历，林洋认为，
可以用获益匪浅来形容。她告诉笔者，除了独立中
学老师注重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素质以外，大马董
总也会为独立中学毕业生提供很多不同高校的保
送机会。“我身边的同学，只要有上大学意愿的，都
收到了满意的录取通知书。”林洋目前在北京一所
高校读中文系，而与她同届的独立中学同学也各
自在美国、香港、新加坡的高校继续大学教育。

虽然独立中学毕业生在海外都能开花结果，
但是和马来西亚国内大学教育的对接不成功，始
终是一大难题。不过，最近，大马政府在政策上也
开始有所松动。此前，马来西亚首相已经通过一
个马来西亚奖学金，让统考优秀生得以深造。同
时，高等教育基金贷款也开始对独立中学学生开
放，更允许统考文凭持有者申请就读师范学院。
尽管让政府完全承认独立中学统考文凭还有很
长一段路，但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是十分有利于独
立中学毕业生在马来西亚的发展。

林洋还指出，“随着中国经济水平不断提
高，汉语的地位越来越高，在马来西亚也会
越来越受欢迎，相信在将来，会有更多
的华裔学生选择去独立中学就读。”

图为王瑞南收藏的古董摩托车。
来源：马来西亚《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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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马来西亚一所华文独立中学的学生在图为马来西亚一所华文独立中学的学生在
练习书法练习书法。。 来源来源：：马六甲培风中学官方网站马六甲培风中学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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