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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2015年，海外华人与住在国互动频繁，用一个
“多”字来形容华人参政的累累硕果最贴切不过。同时，
诸如唐人街华裔移民流失等以“少”为特色的现象，也
颇具年度特色，并与呈现“多”的一些现象存在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

面对“多与少”的鲜明对比，一些国家展现了超乎
寻常的热情，另一方面，又放不下潜在的“戒备”。

华人参政，多了

华人参政者数量一直被视为融入主流社会的标杆性
指数。2015年，多国华人参政均取得不俗成绩：首位来
自中国大陆的华人移民谭耕当选加拿大国会议员；阿根
廷历史上首位华人议员袁建平宣誓就职；华裔麦大粒当
选英国历史上首位华裔国会下议院议员……华人参政的
历史纪录不断被刷新，主流社会对于华人的接受程度不
断扩大。

美国 12月最新数据显示，入读美国中小学的中国留
学生创最高纪录，约占全美外籍中小学生的一半。2012
年至 2014 年，来自中国的移民有 1/4 是 18—24 岁之间的
大学生，其中 1/3 在毕业后会留在美国。他们多从事科
技、法律、医生、会计等职业，为华人参政输入源源不
断的新鲜血液。

华裔迈向主流社会的步伐加快，也令海外唐人街或
中国城渐趋消逝。地价上涨、华裔人口搬离，昔日热闹
的华埠逐渐人丁稀少。

华人购房，多了

华人购房者推高了美国房价？对，你没看错！不仅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房价涨跌都跟华人挂着钩呢！美国媒体称，2015年，华
人家庭抬升了美国大城市的房价。

华人购房者一再刷新外国房价和豪宅的成交记录。不论是学区房、海景
房、郊区豪宅还是市区别墅，都有华人买家抢购的身影。其大手笔更令人瞠
目：澳大利亚一名华人富商今年两次置业，豪掷2亿多元人民币购下悉尼豪宅
区的两座相邻地标豪宅；华人买家还特别喜欢购买名人故居或者做名人邻
居，11月，新西兰一华人富豪花4500万元人民币买下一幢海景豪宅，与新西
兰总理做了邻居。

唐人街新人，少了

唐人街本就是时代的产物，华人初到住在国时暂时难以融入，不得已聚
居在一起，仍讲中文，吃中餐，不自觉地将自己与主流社会隔离开。新一代
华裔正改变先辈习惯，积极融入主流社会，使得中国城浮现“老年留守、青
年迁出”的景象。

但是，一些国家对于华裔的防范之心仍不容忽视，美国华裔专家被诬
“间谍”案，给受害者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美国《科学》杂志说，过去一年来，有5位中国出生的美籍华人科学家被控窃
取商业机密或经济“间谍”罪，而联邦政府最后又因指控有误或证据不足而撤诉。

这些对华裔带有种族歧视性的防范举动，不但令美籍科学家担心，也让
外界清醒认识到，华人真正被接受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尚有漫漫长路。

（据中新网）

在一艘夜航的悉尼游轮上，笔者第一次见到卢新
华。

当时，身穿白色衬衣的卢新华拿着话筒在人满为
患的船舱里说了些什么，但声音很快被鼎沸的人群吞
没了。

两天后，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会长许耀
林在悉尼唐人街的一家中餐馆里安排笔者与卢新华见
面，笔者由此得知他这次是应一家华人基金会的邀请，
来澳洲推动一个名为“主题公园”的文化建设项目。

“不过，我真正想做的是，希望能在海外建立起一
个所有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家园。”卢新华坦诚地说道。

1978年 8月，作为复旦大学大一新生的卢新华因在
上海《文汇报》发表短篇小说《伤痕》而一举成名，并由此
引发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伤痕文学”思潮。1982年大
学毕业后，到上海《文汇报》担任一名记者。

不过没多久，卢新华先是辞职经商，更在1986年9
月出国留学，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语
言文化系。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卢新华在大陆公众
视野里消失。

谈起这段经历，卢新华用苏东坡那首“不识庐山
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诗解释说：“离开中国，
是为了看得更清楚。因而决意要去国外换一个新的视
角来厘清‘文革伤痕’的宿世因缘。”

到了美国，卢新华一切荣誉归零。他曾蹬过三轮
车，卖过废电缆，做过金融期货，当过赌场发牌员，
一边谋生，一边不断将人生“归零”，同时回眸中国历
史和文化，激发对时代和社会的深入思考。1998 年 6
月，随着中篇小说 《细节》 在 《钟山》 的发表，卢新
华的身影开始回归大陆文坛。

不过，归来后的卢新华很快发现，尽管
自认为 1998 年出版 《细节》、2004 年出版

《紫禁女》 的时候，文学感觉都高于 《伤
痕》，然而，它再也不可能产生《伤痕》那样
的轰动效应了。

卢新华认识到，时代变了，受众变了，
文学由中心地带滑向边缘，这是经济社会的
大趋势使然。

卢新华同时认为，这其中的深层原因是
自“文革”以来的那条“伤痕”始终存在，
只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卢新华在他的思想随笔 《财富如水》 再
版后记中写道：“可以说，没有中国社会一百
八十度大转向，由当年崇尚‘存天理，去人
欲’过渡到今天‘存人欲，去天理，……我
大概是不可能想到来写这样一本小书的。”

在这本书里，卢新华首倡“合天道，衡人

欲”，大声疾呼已经从“神性的奴役”解放出来的人
类，让身心摆脱“财奴”的束缚，获得“第三次解
放”。这也正是卢新华致力于在海外重建中国文化精神
家园的核心内容。

卢新华说，自己是一个给社会和时代看病的“精
神科医生”，一个不穿袈裟，但四处化缘的“游方和
尚”。为了不至于误人子弟，在写作的同时，也时时对
自己耳提面命，要从自身做起，读好三本大书：书本
知识、自然与社会、自己的心灵。

采访结束后，笔者与卢新华在唐人街握手道别，
这位美籍“精神科医生”很快消失在招牌林立的大街
上。 （据中新网电）

据西班牙当地媒体报道，圣诞和新年是西班
牙零售业一年中生意最火爆的时期。此时西班牙
政府部门加大了对商家的检查力度，华人百元店
更是其中的重点“关照”对象。百元店商品质量

“不靠谱”，似乎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思维定势。华
人百元店的声誉和经营都岌岌可危。

“遍地开花”名声不佳

百元店就是百货店，在西班牙随处可见，以
其商品丰富和价格低廉吸引顾客。当前，旅西华
人移民是百元店的主要经营者。小型的百元店面
积小、成本低、适合家庭式管理，因而成为许多
初到西班牙的华人首选的经营方式。再加上前几
年经济不景气，民众倾向于选择价格低廉的商
品，华人百元店抓住机会“异军突起”，快速发
展，成为旅西华人在西班牙最成功的商业模式之
一。

但是尽管“遍地开花”，华人百元店的声誉与
口碑却不尽如人意。据西班牙当地媒体的报道，
主打“价格牌”、价廉质次是许多当地居民对百元
店商品的印象。一些小型的百元店由于空间过于
拥挤、购物环境不佳，顾客体验性差，也为人所
诟病。

此外，部分华人店主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
益，不遵守行业规范，时常有非法雇工、偷税漏
税等行为，这些行为经媒体报道，使得华人店主
的负面形象雪上加霜。

西班牙十大富豪之一、超市集团巨头劳伊格
曾经公开表示不会去华人商店，并言之凿凿地列
出了八点理由，其中包括卫生条件差、货物摆放
杂乱、商品质量无保证、存在偷税漏税行为等。
虽然这其中不乏有偏见和夸大的成分，但至少反
映了一部分西班牙人对华人百元店的真实看法。

发展受阻 竞争激烈

西班牙当地居民对华人百元店的负面观感，
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百元店的进一步发展。此

外，一些华商认为，
西班牙当地政府和民
众对华商的排斥和抵
制，也有保护本土产
业的因素。

一直以来，华人
的百元店行业都是以
低价的模式，在西班
牙市场上不断扩张。
华人店面的发展在一
定程度上抢占了本土
产业的市场，甚至对
本土产业生存构成威
胁。在西班牙媒体反
映 的 公 众 舆 论 中 ，

“华人以廉价产品迅
速占领西班牙市场，
并且让西班牙当地人
毫无招架之力”几乎
成 了 一 个 永 恒 的 话
题。

激烈的竞争也同样限制了西班牙华商的发
展。在经济危机初期，华人百元店凭借价格优势
发展迅猛，但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市场持续疲
软，居民收入降低，越来越多的西班牙商家开始
采取低价竞争策略，而且还把华商作为主要竞争
对象。

相同经营模式引发的激烈竞争，使得华人百
元店失去了原有的价格优势。去年年底，1.5欧元
店“dealz超市”在马德里开张，低廉的价格、高
质量的商品使其风靡欧洲；前不久，马德里市中
心的大型服装鞋帽百货商店开张，在开张的一个
多月时间每天都是门庭若市，也为华人百元店带
来了极大的冲击。

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在竞争压力大、整体经济环境低迷的前提
下，原有行业的成本控制已经被压缩到了极限，

固守原有的经营模式会使得华人百元店越来越难
以立足，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有分析指出，除了提升自身的商品质量，打
造良好的口碑和形象之外，努力实现与西班牙商
家的互利双赢、和谐共存，也是西班牙华商进一
步发展的必由之路。

单纯地扩大经营规模、强调自身发展并不能
完全解决问题。面对西班牙各种民间或政府性的
限制措施和反对声浪，华商想要进一步发展，就
必须加强与当地政府的沟通，并积极回报当地，
让当地西班牙人也能在华商的发展中受益。

此外，现代的商业竞争已经越来越强调靠品
牌、服务、质量等来取胜。而靠廉价来开拓市
场，作为最原始的营销手段，其道路只能越走越
窄。所以华人的百元店作为旅西华人的代表性支
柱行业，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式，走以质取
胜，与西班牙商家和谐生存、共谋发展的道路。
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打牢
长远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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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百元店 生存变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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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西班牙一家百元店。 图片来源：西班牙《欧华报》

近日，2015 海外华裔
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
冬令营烟台营开营。来自
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
兰、马来西亚、加拿大等
国家的150余名海外华裔青
少 年 ， 一 同 学 习 中 国 书
法、中国画、剪纸等，感
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图为山东省烟台市博
物馆工作人员指导华裔青
少年 （右） 制作中国传统
宫灯。

申吉忠摄
图片来源：新华网

在外国人眼中，中华美食同中
国功夫一样，神秘而富有魅力。许
多身在异国的华人对家乡的美味更
是念念不忘，充当起中华美食的推
广大使，用手下生花的厨艺，征服
了千千万万的异国人。

一道西红柿炒鸡蛋开启了蔡薇
在日本的“料理研究”之旅。祖籍
上海的蔡薇原是日本朝日文化中心
的一名中文教师。由于初到日本吃
不到地道的中国菜，她只好自己动
手，凭借家常菜的手艺吸引了很多
日本家庭主妇前来求艺。2004 年她
参加了日本著名料理杂志 《依都
锦》 举办的料理大赛并顺利夺冠。
专程回国学习厨艺后，蔡薇开始研
究把中国菜和各国料理融合起来的
创意料理，并在日本开设了自己的
料理工作室。如今，这个工作室在
东京已经很有名气，她也被称为

“料理研究家”。蔡薇说：“研究创意
料理，让中华美食在日本被更多人
认可，这件事情我会一直继续做下
去。”

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八
大菜系、万千食材，不仅培育出蔡
薇这样的料理家，也熏陶出很多以

美食品鉴为职业的美食家，澳大利亚华裔罗尼·雷就是其中之
一。他的职业是验光师，但爱好是品尝美食。从澳洲的小咖
啡馆到馅饼店再到最高档餐厅，罗尼都曾光顾过。他在美食
搜索网站发表点评，一年就发表了 500 多篇点评文章及 3000
张照片。这些点评不仅影响了大众的消费行为，他本人也因
此被《每日邮报》称为“澳洲最佳美食家”。

除去兼职，华人中也有专研此道的“职业美食家”，大嘴
米高就是一个这样地道的“吃货”。他身兼国际美食博士、法
国厨皇会美食会最高荣誉主席等近二十个职位和称号。近
日，米高应世界著名酱油品牌日本龟甲万公司之邀，造访位
于东京塔下的米其林餐厅东京芝豆腐屋UKAI，与两位日本美
食家一道探讨了中日关于酱油与豆腐的美食文化。米高认
为，不同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很重要，中餐在保持传统特
色的同时要不断进取，这也是中餐走向世界顶端的重要秘诀。

煎炒蒸烧烹煮炸，这些舌尖上的美食不仅是中华传统文
化的传承，更是维系全球华人情感的载体。不用怀疑，华人

“神厨”会层出不穷。

华
人
有
﹃
神
厨
﹄

李
亚
楠

图为被誉为“澳洲最佳美食家”的罗尼·雷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卢新华：

让身心获得“第三次解放”
赖海隆 李弘扬

图为卢新华在游轮上与人们交流。 赖海隆摄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华裔青少年

烟台学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