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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3日 星期一 华侨华人

7 月 30 日，来自马来西亚、印尼、
菲律宾、泰国、缅甸、美国、加拿大等
国家的海外华裔及港澳台地区青少年共
计 600 多人，在福州三坊七巷展开歌舞

“快闪”。
上图：中国功夫表演。
右图：牛仔舞表演。

吕 明摄 （中新社发）

“品牌效应”是最近的热搜词
汇，被许多企业家喻为产品的灵
魂，代表着产品的市场地位。中餐
也不例外。虽然海外的中餐馆数不
胜数，但少有耳熟能详的品牌。这
种窘状目前正在改变。用饮食文化
做载体，让中华美食享誉海内外成
为了海外华人“主厨们”首选的品
牌战略。

近日，“现代孟尝君”黄珂所
创的“黄门宴”流水席正式在意大

利米兰世博会上登陆。黄珂身居北
京时，每天从傍晚开始，直到半夜
一点多，总有川流不息的朋友进出
他家大门。来人都不客气，进门便
自动入座，而桌上也总有杯筷碗碟
侍候，厨房里则不断做菜上桌。这
件作品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历史悠久
的宴请文化，更反映了饮食与人性
之间的深刻关系。

无独有偶。除了借助世博会的
平台，中华美食也搭上了电影的

“顺风车”。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
今年在纽约上映的影片 《寻找左宗
鸡》 就是以人人熟知的左宗鸡为线
索遍访全美各地中餐馆，寻找这道
中餐的起源。这部影片的制作人
——前 《纽约时报》 华裔记者李竞

表示，中华美食在国外虽然知名度
很高，但人们对它背后的故事却知
之甚少。制作这个纪录片，不仅是
想让外国人知道左宗鸡的起源，更
希望中华饮食文化能传播得越来越
广。

麻婆豆腐、宫保鸡丁……这些
在国外听得耳朵都起茧了的中华名
菜近日也遇上了“易主”的风波。
在韩国的大街小巷，充满着浓浓中
国味的“羊肉串配啤酒”成了中餐

“新宠”，就连韩国的综艺节目都不
忘为它做宣传。在韩中国留学生解
释说，高识别度的中式烤串吸引了
很多年轻人，青岛啤酒的香醇口感
也把韩国本地的啤酒比了下去。

推陈出新，老牌中国菜也能吃
出新感觉。在美国的摩顿市，华裔
老板刘晓的“无二烤肉”店就以独
到的菜品设计，吸引了大批的华人
消费者。刘晓表示，他们不愿做传
统的中餐，要做高大上的新式中
餐。无二烤肉除了有醒目的红色烤
肉车，餐厅内的墙壁、筷子套乃至
打包餐盒都经过精心设计，红色的
底色，黑色的艺术字体加上卡通的
代言人，就连该市市长也被吸引，
前来现场合影留念。

昔日的记忆

大片的田地，劳作的侨民，低矮的房屋……
提到华侨农场，不少人的脑海中就会浮现这样的
场景。然而，这一切都已悄然发生变化。

7月29日，广东省侨办主任李心向广东省人大
常委会作报告时称，目前广东华侨农场体制改革
基本完成，告别了华侨农场管理体制，历史遗留
问题得到解决，实现与当地同地同城同步可持续
发展。

“要说告别华侨农场这个体制还真不舍得。我
们知道改革是大趋势，但这一天真来了，心情却
很复杂。”在广东的华侨农场工作的越南归国华侨
王先生表示，“在我们最迷茫绝望的时刻，祖国母
亲给了我们温暖的怀抱。”

华侨农场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据《中国华
侨农场史》记载，上世纪50年代起，为安置好回国定
居的华侨，广东、广西、福建、云南、海南、江西、吉林
等七省区共建立84个华侨农场，集中安置归国华侨
约 24 万人。其中，广东有 23 个华侨农场，安置了来
自24个国家的归侨6.9万人。

与普通农场相比，华侨农场除了具有侨眷集
中的特点，很多归侨还是被迫离开异国的难侨。
资料显示，全国有 41个华侨农场是在五六十年代
为安置马来西亚、越南、印尼、缅甸、印度等国8
万多归难侨而设立。

“当时一回国就能够与其他有着类似经历的人
在农场共同奋斗，心里的归属感油然而生。”王先
生说。和他一样的越南难侨共约 26.3 万人，华侨
农场就安置16万人，甚至有43个华侨农场在70年
代末专门用来安置越南难侨。

改革的呼唤

由于很多的历史问题，华侨农场存在的问题
很多，华侨农场从未停止改革的步伐。

华侨农场是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而创办，也
是国家集中安置归难侨的基地。长期以来，它既
是生产经营的实体，又承担着对学校、医院等社
会性事务的管理和经费支出。这样的情况让很多
华侨农场负责人直呼“压力山大”。

“由于基础设施落后，自然条件差，自然灾害
多，产业结构单一，因此华侨农场的经营性收入
十分有限。”有农场负责人这样表达过对华侨农场
存在问题的忧虑，“此外，政策性、社会性支出十
分沉重，以至入不敷出，许多华侨农场发展陷入
困境。”

华侨农场存在的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也推动了其改革。2008 年，广东就明确要建立起
全省统一的、较为完善的侨镇办区 （华侨农场）
城乡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和发展机制。近年来，广
东省以“三融入”（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
会、经济融入市场） 为主线，以推进“三化”（农
业产业化、现代工业化、新型城镇化） 为重点，
推进华侨农场改革解困发展。

不仅仅是广东，其他省份也纷纷推出华侨农
场改革新举措。今年3月，海南省政协副主席林方
略就呼吁妥善解决华侨农场改制遗留问题，推动
农场转型升级，提升其自我造血能力。广西华侨
农场改革更是走出了一条新路子：整合土地资
源，分步拆除原安置房；全员安置华侨农场人
员；推进华侨农场体制改革；多渠道实施就业安
置。

未来的期待

经历了多年改革，今天的华侨农场已经旧貌
换新颜。广东清远华侨工业园曾经是一片老化废
弃的茶园，而如今这里已变成一座工业厂房林
立、道路纵横交错的现代化工业城区。

媒体报道，广东 23 个华侨农场基本实现“体
制融入地方”，已有13个设立镇或并入周边镇，另
外 10个设立了街道办事处、国家级高新区等，或
改制为现代企业；侨场办社会职能分离基本完成。

而有关海南、广西等地华侨农场侨民安居乐
业、产业结构优化、整体发展加快的好消息也频
频传来。华侨农场改革取得了预期成效，侨民生
活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关于华侨农场的未来，广东省侨办主任李心
很有信心。他表示今后将继续鼓励各华侨农场积
极探索实施“同富裕工程”。“对适合兴办工业项
目的华侨农场，通过安排部分土地收益投资兴建
同富裕工业项目，并将经营性收益分红给职工，
让侨民共享华侨农场改革发展成果。”

在浙江著名侨乡青田，当地华侨中出现了三
个“回国热”：回国创业热、子女回国教育热、文
化寻根热。

据青田侨办统计，2012 年、2013 年两年间，
约有 5 万青田华侨陆续回国投资创业，其中侨资
企业已达500多家。

国内的政治生态明显变优和经济稳定增长，
是华侨回国的主要原因。“2013 年，除了一套房
产外，我所有的家人和海外资产都回来了。”西班
牙华侨、浙江欧莱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东勇
说，侨圈里越来越多人给予中国政府较高评价，
并对回国投资展现出强烈信心。

新一届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让华侨们
欢欣鼓舞。坦桑尼亚浙江商会会长朱汉群说，“以
前我们华侨投资跟着领导走，但现在我们是跟着
环境走，因为政策在变好，整个社会环境在变

好，只要公平竞争，就充满机会。”
与此同时，欧债危机和欧洲局势的持续动

荡，客观上加速了青田华侨的大幅回流。“欧债危
机之后，生意就一天不如一天。” 2013年，塞尔
维亚黑山共和国华侨刘小平将在当地的 6 家店面
缩减到1家，将更多精力转向回国投资红酒生意。

青田县侨办主任厉王平说，青田老一代华侨
因为太穷，受不起教育，吃了很多苦，现在有钱
了，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

部分华侨认为，尽管国内教育还存在不少问
题，但总体来说进步显著。教育改革既要吸收发
达国家的长处，也一定要保持本国的特色，不要
妄自菲薄。

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尤其
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提出，青田
华侨群体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愈发强烈，认
祖归宗的夙愿也日益凸显。

“中国梦让我们认祖归宗的意愿越来越强
烈。”在家国土壤的培育下，才会产生更深厚的民
族认同感。“在西方教育体系下，很多孩子与父母
的相处方式很奇怪，我们戏称‘六亲不认’。”中
西百货协会主席团主席孙胜荣说，如果说“侨一
代”只念“生意经”，那么“侨二代”、“侨三代”
的培养就必须更注重“文化经”。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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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美食海外转身
张思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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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华裔艺术家
姜 宏 光 的 画 展《蓝 魂
——姜宏光彩墨世界》
近日在京举行开幕式。
本次展览展出了姜宏光
的彩膜作品花鸟、山水
画，共计42张。姜宏光
于2002年移居新西兰，
多次在国内外著名机构
举办个展。图为参展嘉
宾合影。 王晓玥摄

图为海南兴隆华侨农场。
来源：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官网

据美联社7月25日报道，一条价值16亿
美元的地铁线将在旧金山华埠开启。但是更
加便捷的交通也给处在旧金山黄金地带的
华埠带来了压力。随着唐人街的商业化，华
人的生存希望渐渐淹没在西方文化的浪潮
中。如今的华埠变了样子，或西化，或部分废
弃。人们不由得问：华埠衰落了吗？

华埠衰落，中国特征渐渐消失？

夜晚来临，华盛顿的唐人街霓虹闪烁。
豪华公寓、夜店和连锁店鳞次栉比，街上中
国牌匾在喧闹中闪闪发亮。你也许并不知
道，熙熙攘攘的华盛顿“中国城”中，华商人
数只有300名，他们正面临被驱逐的窘境。

博物馆公寓广场曾是华人聚集区。据
《华盛顿邮报》 报道，这片社区里保存的
华埠特征已经很少。历史悠久的华埠餐厅
旁边就是连锁的帕尼拉面包商店。

无独有偶，在温哥华这个众多中国移
民向往的城市，华埠也在发生着改变。家
住温哥华“唐人街”的宋小姐回忆称，以
前周末，不论几点，孩子都可以在华埠学
校里玩耍。而如今，学校大门紧闭，只剩
下空空荡荡的操场。

英国 BBC 认为，在近几十年中，一
些国家的华埠已经衰落。那些最负盛名的

“中国城”现在正屈服于中产阶级化。过
度拆迁和商业化使华埠的特征渐渐消失。

中产阶级化是指一个旧社区从原本聚
集低收入人群，到重建后地价及租金上
升，引致较高收入人群迁入，并取代原有
低收入者。

这一现象在曼哈顿唐人街屡见不鲜。
华人住所渐渐被奢饰品商店和住宅公寓所
侵占。高额的租金迫使华人搬离这里，他
们的地盘被有钱的白人房客抢占。

在美国华盛顿的博物馆公寓广场，相
似的故事也在上演着。居住在此 18 年的
唐女士接到拆除通知时说：“虽然这里可
以说已经不再是华埠，但我们还是想留在

这个让我们感到安全的地方。”
在美国一些城市，华埠是标志性区

域。然而到了欧洲的小城市，它却变换了
模样。刘先生在意大利西西里首府巴勒莫
定居 3 年，经营旅馆、美容等服务行业。
他说：“像巴勒莫这样的小城市，华埠不
挂标志性牌匾。所谓的‘华埠’在这里更
多指华人商店聚集区。”

随着欧洲经济危机的加深和人民币升
值，越来越多华商选择回中国发展。在刘
先生看来，这也是华埠的一种衰落。

新华埠崛起，并非衰落

在温哥华的中国城，新旧城区泾渭分
明。旧城区中，建筑多为木质及砖结构，
杂乱地挤在一起。而在中国城新区，闪烁
的高塔、大楼里的落地窗和瓷砖地面展现
出另一番繁华景象。许多当地华人认为，
这是时代的进步，华埠并未衰落。

BBC报道称，在近日一份报告中，作

为作者之一的安德鲁·梁认为，唐人街已
经变成了有钱人品尝异国美食的休闲场
所，它既干净又富有民族特色。在他看
来，这一定程度上是华人移民家庭的成
功。那些原本住在纽约曼哈顿“中国城”
的华人渐渐移居到法拉盛、纽约皇后区和
日落公园那些相对富庶的地带。

据《温哥华邮报》报道，温哥华当地
华人认为，虽然 20 世纪 70 年代的移民潮
已经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唐人街在衰
落。华人们住在唐人街，在那里生活，在
那里成长。他们知道唐人街依然富有生
机，因为华人们还在。

最近英国一些研究表明，“中产阶级
化”能够真正使华埠原住民受益。虽然部
分弱势华人被赶了出去，但是留下来的那
些人能够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获得更高
的信用等级。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华埠
正在朝着高水平社区迈进。

不久前，英国《卫报》也对华埠衰落
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租金、地税的上涨

在某种程度上也并非是坏事。在英国从事
投资的华人杨先生说，“这意味着一些实
力小的中餐馆将被淘汰出局。中餐馆会向
高端迈进。”

餐饮业升级必将促进华埠服务行业的
经营水平的提高。失落的旧华埠和崛起的
新华埠之间的冲突还在继续。

华埠前景仍光明

不管你是否承认华埠已经衰落，华埠
如何发展都是人们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家住美国洛杉矶唐人街的王小姐说，
“华埠已经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无论
是华人迁走、不断减少的中餐馆、华人商
店，抑或是牌匾上消失的中文，都让我们
感到中国文化在唐人街上正在减弱。”

至于如何改善这种状况，不列颠哥伦
比亚大学社区及区域规划学院客座教授埃
德尔森给出了他的建议：华人社会应当主
动承担责任，恢复华埠应有的特色。

据《温哥华邮报》报道，不列颠哥伦比亚
大学一名22岁华人毕业生表示，中国城不应
成为一座博物馆，而应继续成为一个鲜活而
富有生命力的团体，有心跳，有灵魂。

好消息是，温哥华市府职员向市议会
提交报告，建议向十多个在华埠及温市中
心东端的堂所或会馆拨款，资助社团维修
历史建筑，振兴华埠，拨款总额为927500元

（加元，下同）。市议会将讨论是否接纳报
告，若通过，其中5项首次申请的个案将可
获得最高补助10万元。据加拿大《明报》报
道，温哥华市长罗品信声称，将在振兴华埠
与保护唐人街之间找到平衡点。

更早以前，悉尼市政府也邀请华埠居
民参加“华埠公共领域研究”咨询会，征
询民众对改造华埠的看法。

如今，全世界各地的华埠都在面临
“中产阶级化”。除了华人的自身努力，还
必须充分与政府合作。这样，华埠才能重
现往日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