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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感恩节刚刚过去，在美华侨华人也积极参与其
中，庆团圆、吃火鸡、当义工、办喜事、做慈善……大家过
得热闹而有意义。

华侨华人所参与的活动中，有些是本地居民的传统活
动，而有些则是华侨华人群体所特有的活动。这个节日，在
美华侨华人过得既主流又独特。

积极融入

入乡随俗是中华文化中关于民俗的一个重要观点。华侨华
人作为当地社会的一分子，积极地融入其中，尊重当地的文化传
统、参与当地的节庆活动，是其在海外立足发展的根基。

“美国社区、教会、学校在感恩节前后，多会有扶助老人和穷
人的传统活动。过去华人参与得相对比较少，但近年来华裔年轻
人越来越多地开始参与了，这是主动融入当地的表现，是一种进
步。”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李斧博士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到。

不少华侨积极参与到当地发起的义工或分发食物的传统
活动中。在纽约的包厘救济站、帕沙迪纳中央车站的广场
上，随处可见华人的身影。为真正领会感恩节真谛，有些华
人家庭更是全家大小齐出动。“在感恩节帮助有需要的人，
是教孩子感恩与回馈的最好办法，也是让孩子体会当地文化
的最好方式。”李斧说。

保持特色

“在华侨华人，尤其是老移民们身上中华文化的印记是不能
被轻易抹去的。在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保持好自身特色也是大
家的必然选择。”李斧说。

不少华裔小青年就将喜事办在了今年的感恩节。这跟大
家在国内逢节庆办喜事的风俗是一致的。因为华人在婚庆上
力求团聚，而感恩节也是当地团聚的节日，在节日办喜事也
是求个喜庆。据报道，今年纽约唐人街的感恩节就很是热
闹，不少新人选择在这一天举办“集体婚礼”，办酒席、喝
喜酒，新人们穿着中式礼服给父母敬酒……好不喜庆。

而谈到保留中国特色，李斧认为：“西方传统节日，用
西方文化方式来庆祝，例如感恩节吃火鸡等；而东方传统节
日，用东方文化方式庆祝，比如春节开晚会，就很好！反过
来，如果圣诞节舞狮，就会不伦不类。”

寻求平衡

在融入当地与保留特色之间寻求平衡，是
海外华侨华人必须关注的共同问题之一。“华
人在海外的节庆活动应该两相兼顾，既能参加
一些主流社会互动，又能开展适量保持自己特
点的活动。后者比较容易，而前者需要更多努
力！”李斧说。

“对于美国主流文化活动，华人应该更积
极参加。东方文化活动也应该积极开展。中国
传统节日就是介绍东方文化的好机会，不仅应
该开展庆祝，而且应该邀请其他族裔积极参
加。这是有利于当地民族和谐、扩大华裔影响
力的好机会。”李斧同时表示，当地的孔子学
院以及其他相应的华侨华人组织，也应为其融
入主流与保留特色提供更多支持。

在中国的建设发展中，广大华侨华人
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过去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如此，在如今国家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发展进程中亦如是。

11月30日，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
科技创新委员会在京成立。会上，包括
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副主任谭天
星，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谢国民
等在内的官员、企业家，就华侨华人如
何在科技创新的时代携手参与、互利合
作进行了广泛讨论。

趋势：
归国创业 万侨创新

“2008 年国家实施‘千人计划’以
来，越来越多华侨华人专业人士选择回
国发展，占我国引进高端科技人才 90%
以上。”在 30 日举行的中国侨商投资企
业协会科技创新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国
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这样描述过去几年
间华侨华人回国发展的趋势：他们创办
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越来越多，发展规
模越来越大，经济效益越来越好，技术
含量越来越高。

来自美国的徐德清就是其中的一
员。“2010年之后，我就主要在国内的互
联网领域创业。”徐德清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介绍，他在浙江湖州成立了一个
名为“微总部”的众创空间，一方面在
线下吸纳了 50多家企业入驻，另一方面
在线上建立众包服务平台，使 2000多名
海外高科技人才与 1000多家国内企业精
确对接，提供技术服务。

如今，归国投身创新创业领域，正成
为越来越多海外华侨华人的发展选项。从
事高科技产品进出口贸易的新西兰华商
王飞对记者表示，他身边的很多新西兰华
侨华人对此非常感兴趣，而他们当中，不
少都有当地名牌大学机械工程、医学制药
等专业领域的学科背景。河南省留学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为工也直言，同时
在美国拥有一家创业孵化器的他，发现想
回国发展的高科技人才很多，“我相信绝
大多数人都愿意回来”。

裘援平告诉记者，海归回国潮是随
着中国经济日益发展壮大，在最近两年
左右的时间里逐步形成的，如今每年都
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在增加。“这意味

着，中国的强大，对我们海外华侨华人
形成了越来越强的凝聚力，他们纷纷选择
学成之后为家乡、为祖（籍）国的发展贡献
力量，这是个大趋势。”裘援平说。

意义：
老侨新侨 相互借力

“如今，大家都在思考如何更准确地
了解国内需求，精准发力，提高创新创
业的成功率。”徐德清直言，早期的归国
创业者有一些比较盲目，许多项目因此
失败了。在海外科技人才、专业人士大
规模回国创新创业的背景下，如何避免
重蹈覆辙，成为重要议题。

新成立的科技创新委员会，正是为华
侨华人专业人士来华创新创业、发展事业
搭建一个新平台。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谭天
星介绍，首届会员共有 243位，其中“千人
计划”专家占 35.7％，博士学位占 73.9%，
硕士以上学位占90.3%。可以说，这些会员
都是回国创新创业的佼佼者，在各自的专
业领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权威性和代表
性，所创办的企业也都是科技创新的典
范。

“我们将为海外华侨华人，尤其是年
轻学者回国创新创业，提供各种各样的
服务，如创投资金、硬件设施、政策支
持等，使他们回国之后能够更好地发挥
自己的才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刚刚
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的赵涛表示。

在与会企业家看来，成立科技创新
委员会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可以把
国外最新的科技动态更为及时、准确地
传递给国内企业；另一方面，也可以把
中国创新创业领域的需求和进展传递出
去，实现国外高科技人才与国内企业之
间的高效对接。

而在国内，这个委员会也将促进新
侨与老侨之间的良性互动。

“老侨与新侨之间是互补的，老侨在
资金和商业模式等方面比较成熟，新侨则
在技术、商业理念上有所突破。”徐德清认
为，此前海外侨商、专业人士回国发展，大
多各自为战，彼此之间缺乏互动，现在有
了这样的新平台，可以更好地集思广益，
使国内老侨已有的传统企业与新侨带来
的高新技术和海外渠道有机结合。

对此，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

副会长陈经纬也深有同感。“现在归国创
新创业的新侨有本领、有才华，但可能
资金有困难。下一步，我们还打算成立
一个科技创新基金，作为科技创新委员
会的配套，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支
持那些真正能够做出科技创新产品的企
业。”陈经纬说。

期待：
协同合作 共同出力

对于来华创业的华侨华人来说，参
与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浪潮，既面临
着中国市场带来的无限商机，也需要解
决许多现实的困难。而协同合作，无疑
是一个最佳选项。

正如北美企业投资集团总裁毛克强
所说：“我们只有抱团取暖，一条心，才
能既为祖 （籍） 国做事，也使自身受
益。”在科技创新委员会的讨论中，委员
们纷纷建议，如果能成立专业小组，让
在技术、资金、法律和创业培训等不同
领域有所专长的华侨华人，为刚刚归国
的创业者提供指导，将有助于各方发展。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姚力军则从自身实践出发，认
为科技创新委员会委员也可以通过讲好
中国故事，向海外华侨华人介绍中国的
创业环境和创业成果，示范带动更多人
来华发展。“过去一段时间，我在浙江余
姚引进了 37 家企业，这既帮助了想做大
事业的海外朋友回国找到主战场，也让我
自己找到了不少好的投资项目，同时更是
帮助国家发展，完成时代赋予的责任。”在
姚力军看来，这是一种共赢。

事实上，近年来，为了吸引和服务
更多海外科技人才、专业人士回国创新
创业，除了成立科技创新委员会，国家
层面及各地政府也提供了各类支持。

今年以来，国务院侨办就在北京、天
津、河北、福建、广东等地选择创新创业条
件优异的地方，为华侨华人打造侨商产业
聚居区和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基地“侨梦
苑”，通过与地方政府携手合作，为侨胞回
国创新创业提供全链条的服务。

“从中央到地方，我们都要努力为海外
科技专业人士回国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政
策环境、发展环境和生活环境。因为只有具
备这些条件，华侨华人才会彻底抱定要回
国投资兴业的信心。”裘援平如是说。

中新社悉尼11月28日电（记者赖海隆） 百岁老
人李承基 28日在悉尼获得由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
联合会颁发的澳华文化界终身成就奖，萧虹和黄庆
辉则获得了澳华文化界杰出贡献奖。

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会长许耀林在致
词中对李承基等3人获奖表示祝贺，同时对社会各界
的支持表示感谢。许耀林还表示，这是华人文化团
体联合会第二次举办颁奖活动，以后将形成制度，
每年举行一次，以资鼓励在澳大利亚对中华文化发
扬光大做出重要贡献的华人。

抗倭名将陈璘后裔回乡祭祖
中新社云浮11月29日电（记者黄耀辉、刘烁）

29日，抗倭名将陈璘后裔一行12人身穿韩国传统服
饰，在广东云浮市云安区龙崖陈公祠和陈璘墓拜
祭，在陈璘塑像前上香，向先祖烧纸叩拜。

陈璘是广东翁源县龙田铺（今周陂龙田村）人，以军
功升迁，后举家迁至云浮，定居六都乡。死后赠封“太子
太保”，明万历帝赐匾“开拓第一功”，赐联“辟土开疆功
盖古今第一人，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明末，陈璘
孙陈泳素迁至韩国，至今繁衍300多户、2000多人。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之
一，近年来中国结在海外悄然走
红。在澳大利亚，有这样一位华
人女性，她教外国友人编织中国
结、传播中华文化已满 10 年，不
图名利，只为初心。

熊大蒂从小就酷爱编织，多年
潜心探索研究，致力于继承和发扬制
作中国结的传统技艺，她的一双巧手
能够快速编织出各种不同的样式。
1997年，她为香港回归设计制作的

“回归结”由全国妇联转送给香港，随
后她还参与过许多重要活动的中国
结元素设计，包括2003年为北京奥
运会会徽——奥运玉玺中国印设计

并制作五彩穗带。
在跟随同为艺术家的丈夫移民

澳大利亚堪培拉后，熊大蒂很快就发
现外国友人对精巧的中国结满怀好
奇，对她蝴蝶穿花般的制作手艺也是
饶有兴趣。作为工艺大师，她感到自
己责无旁贷，于是开始在居住的社区
活动中心开办免费的中国结体验和
学习班，教授大家基本的中国结编织
技巧和手法。由于缺乏基础，外国友
人在刚开始学习时经常手忙脚乱，即
使是只有8个步骤的“吉祥结”也很
难顺利完成。熊大蒂不厌其烦地逐个
讲解、演示，直到每个人都真正掌握
要领为止。

移居悉尼后，学习班也搬到了
悉尼，国际大都市里的爱好者更
多，她更忙碌却也更快乐了。距离
第一次“上课”已过去10年，熊大蒂
自己也不记得究竟教过多少“学
生”了。此外，她多次应邀参加当地
电视、电台节目教授编织手法，推动
成立了手工艺术沙龙，举办了数次相
关展览会，为传播中华文化不遗余
力。当地的侨胞团体和组织也积极给
予她帮助，全力支持她推广中国结的
活动，将她视为华人的骄傲。

正是在熊大蒂的大力推广下，
中国结在澳大利亚越来越受欢迎，
中国元素开始出现在许多澳洲人

的生活中。作为一位大师级的工艺
家，她以中国结为媒，架起了一座
传播中华文化的桥梁，拉近了澳洲
友人和中国传统文化间的距离，向
世界传递着和谐的中华情。

来自加州核桃市高中的 16岁小
摄影师义工金浩英。 聂 达摄

来自加州核桃市高中的 16岁小
摄影师义工金浩英。 聂 达摄

中国侨商会成立科技创新委员会

抱团创业 国内搭起新平台
本报记者 严 瑜

海 内 外 侨 讯

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奖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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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9 日，以
“美丽中国·精彩世
界”为主题的 2015
世界华裔小姐大赛
晋级赛在广州隆重
举行。大赛已在全
球设立了广东、宁
夏 、 贵 州 、 香 港 、
澳门、台湾、大赛
组 委 会 直 选 赛 区 ，
以及美国、加拿大
等 海 外 赛 区 。 2015
世界华裔小姐大赛
总决赛将于 12 月中
旬在海南省海口市
拉开帷幕。

刘卫勇摄
（中新社发）

华裔小姐大赛晋级赛在广州举行

编织中国结 传递中华情
吴佳荃

图为熊大蒂夫妇在悉尼艺
术联展上的合影。

来源：澳华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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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大学收藏《居大宁画集》
本报电（董强强） 加拿大国际中国书画名家展

日前开幕，中国花鸟画著名画家居大宁应邀参展。展
览期间，其“大红袍”《居大宁画集》被加大拿著名学府
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

居大宁是江苏省常州市人，早年考入中央美术
学院国画系，擅长写意花鸟画，尤以画鸭著称。他
巧妙地将中西画法有机结合，使画面既有东方水墨
韵味，又有西方亮丽色彩。他的画作多次参加国内
外重要画展并获奖，许多作品被加拿大、美国、英
国、法国等十多个国家的收藏家收藏。此次，多伦
多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的大红袍 《中国当代名家居
大宁画集》，由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共收录居
大宁画作200幅，是他从艺多年的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