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责编：杨 宁 邮箱：guojihwb@126.com101010 2016年5月25日 星期三2016年5月25日 星期三

文化特质在淡化

在多元文化融合的新西兰，想要在文
化与身份的标尺上准确地标注自己，对于
华二代而言并不容易。如何调整自己的身
份认同，是每一个海外华人必须面对的问
题。

据新西兰 《先驱报》 报道，就读于新
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通讯专业的安安表达
了对身份认同的困惑。从小随父母移民的
她，面临着“双重文化融合”问题：是继
承中国传统价值观，还是成为与新西兰伙
伴一样的人。“最简单就是，我的午餐饭
盒里面装着的是豆沙包或者炒饭，而我的
新西兰小伙伴们吃的是三明治。”安安说。

“随着在国外生活阅历的不断丰富，
与生俱来的中国文化特性淡化是不可避免
的。”17 岁入读新西兰高中的华裔二代周
柏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在新西兰生活14
年，需要平衡骨子里接受的中国文化与长
期生活形成的新西兰思考方式。”而对于在
新西兰本土出生的华二代，周柏认为，在新
西兰出生的华二代甚至不会中文，他们对
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归属感更弱。

其实，中国文化特性的淡化，对于旅
居海外的华二代是常态。新西兰之外的其
他国家也是这样，14岁离开中国在美国生
活的华二代章瑞秋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
示，“回顾 17 年的旅美生活，我有 20%的
中国特性，而有80%的美国式思维。”长期
的海外生活稀释了中国文化特性，而对于

在美国出生正在上大学的堂弟，她直言
“中文不太行”。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陈奕
平认为，西方文化从家庭教育方式、价值
观取向和当地风俗习惯等方面影响着华人
后代，不同年龄段的华人受到的影响程度
不同，一般在海外接受中学阶段教育的孩
子受影响更大。

文化教育步履艰

“身份认同包括政治法律认同与文化
心理认同。对于从小移民国外的华二代，
我们需要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吸引
力。对于出生便是新西兰国籍的华二代而
言，我们更多期待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认同。”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费昇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华裔二代的文
化身份认同是家庭环境与社会文化氛围共
同作用的结果。

华文教育资源的稀缺，导致华二代文
化认同的环境先天不足。费昇表示，“新
西兰社会对华文教育资源的供给非常有
限，专门从事华文教育的师资力量很少，
且得不到鼓励。华人主要集中在奥克兰，
地广人稀的新西兰 （除了奥克兰以外） 华
文教育质量堪忧。大多数华文教师为自愿
担任，单纯的志愿服务去推动华二代学习
中国文化可谓举步维艰。”

据悉，2015 年新西兰共有 260 所学校
开设了中文普通话课程，其中小学 178
所，中学 82 所。然而，仅有 60 所高中拥

有本校的中文教学资源，其余学校则通过
函授课程等方式，为选修普通话课程的学
生安排学习。

与此同时，新西兰的社会经济需求和
市场发展影响着华二代对中国历史文化的
重视程度。费昇表示，“对于新西兰国内
市场而言，汉语并不是必备的语言技能，
加之华裔二代普遍不喜欢主动了解历史，
因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同较弱。”据
报道，2015年新西兰统计局“广泛使用语
言”排名中汉语为第 6 名，次于英语、毛
利语、萨摩亚语和印地语等，成为“小语
种”。

在社会文化教育不足的情况下，家庭
环境对华二代的族裔文化认同塑造显得尤
为关键。个别情况下，部分父母并不重视
对子女的中国文化教育，对子女的族裔身
份认识、对中华传统文化学习等问题，都
抱着可有可无态度。对于部分极端的父
母，将个人意志强加于子女教育之上，在家
从不说中文，和中文报刊书籍影视等绝缘，
也会造成华二代对中国文化的淡漠。

有分析指出，华人移民海外后，基于
在居住国的生活经验，华二代对族裔的身
份认同与归属会产生许多复杂、微妙的变
化，对族裔身份认知与中国文化的归属
感，往往也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

“寻根”需循序渐进

融入主流社会还是保留文化特性，鲜
有华二代能够在两种文化中游刃有余，大

多在文化的夹缝中陷入“不中不西”的境
地。华裔父母既希望孩子保留中国文化特
性知书达理，又希望孩子能够轻松洒脱地
与西方社会打成一片，这本身就是很难兼
顾的。

近年来，对祖 （籍） 国的文化寻根热
激发着华二代身上的文化基因，通过对祖

（籍） 国的零距离接触，切身感受中国传
统文化的“根”。今年1月，来自新西兰的
39名华裔青少年参加了为期10天的“中国
寻根之旅—相约北京”冬令营活动。据报
道，新西兰开设“寻根兴趣班”，让青少
年在课余时间学习书法、刺绣、武术、古
琴及茶道，通过文艺展示去激发对传统文
化的自豪感。

面对稀缺的中国文化教育资源，单凭
华人社区的自发组织不能满足华裔需求。
费昇表示，“中国与新西兰的关系随着旅
游业的发展得到深化，新西兰的多元文化
建设应该更加关注对中国文化的扶持，而
不仅仅是对本土毛利文化的尊重。”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华二代
频现“被中文”现象，当了解文化成为一
种负担，华裔父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反而物极必反。新西兰惠灵顿新华人联谊
会会长宋琦分享教育经历说，每周去中文
学校补习和在家强制说中文的教育方式，
并没有给生在新西兰的儿子带来对中国文
化的亲近。

图为2016年“中国寻根之旅—相约北
京”冬令营新西兰华裔学习中国书法。

来源：北京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1987 年，余俊武踏上澳洲大陆。初来乍到的余俊武
以有限的资源，带领当地华侨华人排起了澳大利亚第一
台华人话剧《雷雨》。

“整部话剧台词都以广东话呈现，因为当时大部分华
侨华人听不懂普通话。”这部广东话版的《雷雨》，填补了
澳大利亚华人话剧的空白。

由国务院侨办主办的2016年“文化中国·华星艺术团
高级研修班”日前正在北京举行。作为悉尼华星艺术团
团长、澳华文联主席的余俊武，与70名海外文化社团骨干
接受了专业学习。

余俊武说，“到澳 30年，我与中华文化的联系不曾间
断。”30 年间，余俊武辛勤耕耘，将中华文化植根南太平
洋。从20岁到50岁，他在海外从事中华艺术文化推广工
作，6个字始终支撑着他，那便是“血缘、责任、回报”。

“我流着中华民族的血液。不论我走到哪里，都与中
国血脉相连。我从事文化艺术工作，中华文化海外推广
是我的责任。我从大学毕业后出国，祖（籍）国培养了我，
我要回报祖（籍）国。”余俊武如是说。

余俊武坦言，海外各国都有很多中华文化艺术团，但
力量分散、质量难以提高。2014年，国务院侨办提议筹建
本土化的“文化中国·华星艺术团”。余俊武认为，这是海
外中华文化推广传播的最佳模式。

“本土化‘华星艺术团’的建立就像一个铜箍的水桶，将
散落在海外的优秀文化人才和艺术团队紧紧箍在一起。它
们在当地打出更多的水，来浇灌中华文化的土壤。”

2014年11月24日，悉尼华星艺术团成为第一批挂牌
的“文化中国·华星艺术团”。余俊武感叹，“华星艺术团”
的“团”字是团结的团、集团的团。它凝聚起有造诣、有能
力、有热情的海外艺术人才和艺术团体。

悉尼华星艺术团提出“包容多元、凝聚共识、锐意进
取、本土创新”的 16字方针，寻求在当地发展的亮点。余
俊武认为，华星艺术团应通过每场演出活动体现其理念，
即坚定不移地走本土化道路，团结凝聚起海外中华文化
优质资源，让中华文化在当地形成更大的影响力，在服务
社区、构建和谐侨社的同时，走出社区。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已经进入最重要环节。”余俊武

表示，当地华侨华人和非华语背景民众都需要中华文
化。当中华文化成为当地民众生活中的一部分时，中华
文化才真正地走到海外，落地生根。

他说，“我不止于成功，不气馁失败，只希望自己在弘
扬和传播中华文化的道路上，永远不停地走着。”

据中新社电

全国政协调研组助力中企“走出去”

全国政协调研组一行 5 月 23 日赴上海进行专
题调研，就海外侨胞在中企“走出去”的作用分
别与职能部门和企业界深入座谈并实地考察。当
天上午，全国政协调研组与上海市侨办和侨联、
上海市商务委、上海市工商联等职能部门举行了
座谈会；部分海外投资规模较大的企业代表参加
了下午的座谈会。座谈会上，调研组表示会广泛
深入听取各方意见，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最终将形
成建议报告，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建言献策。据了
解，调研组结束在上海的调研后，还将前往广东和
北京进行调研，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地区，主要基于
这是中国三个海外投资规模最大的省市。

多个侨资项目落地河北“侨梦苑”

在河北侨梦苑挂牌一周年之际，北戴河新区
第一届侨商产业发展大会于近日在北戴河新区举
行。来自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00 位华侨华人、
专家学者、媒体代表、侨团组织代表齐聚北戴河
新区。

闭幕式上，11 家侨商投资项目成功签约，涉
及金额 339亿元人民币及 1.5亿元港币。清华大学
华商研究中心——北戴河新区研究基地也揭牌并
落户北戴河新区，标志着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
的研究成果将在这里转化，为河北“侨梦苑”提
供智库服务。10 名海内外侨商、学者、媒体人、
律师等各领域顶尖人才被聘为河北“侨梦苑”招
商大使和发展顾问。 （均据中新社电）

福建省侨办对接活动助力精准扶贫

本报电 据中国侨网消息，福建省侨办一行5
人日前到宁德市开展全省侨办系统“内外架桥行
动”调研，省、市 （外） 侨办联合调研组分组深
入古田县、屏南县、周宁县、寿宁县4个扶贫开发
重点县，实地察看项目、开展座谈会，为推进宁
德市下一阶段“内外架桥行动”把脉指导。

座谈会上，调研组负责人表示，各地要做精
做细项目推介，筛选出成熟度高、可操作性强的
项目，向海外侨胞发布，邀请有投资意向的侨商
参加对接活动，提高项目对接的实效。市、县人
社部门可根据当地贫困户和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需
求，加强与省侨办对接，结合福建省重点侨资企
业用工需求，举办专场职业技能培训，并与就业
直通对接，为贫困群体脱贫致富拓宽就业渠道，
实现侨资企业和贫困群体互利双赢。

据了解，福建省侨办计划于 6 月 19 日在宁德
市召开“内外架桥暨精准扶贫对接活动”，意在推
动宁德市6个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的项目招商和脱
贫帮扶工作。

本报长沙5月23日电 （记
者严瑜） 湖南长沙“侨梦苑”
华侨华人创新创业聚集区 23 日
正式揭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副主任、党组成员王晓萍，湖
南 省 常 委 、 省 委 秘 书 长 许 又
声，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胡
衡华，以及来自海内外的300余
名侨界代表参加揭牌仪式。

据悉，长沙“侨梦苑”由
国务院侨办于今年 1 月批复成
立，是全国第9家、中部第2家

“侨梦苑”，坐落于长沙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今后，高新区
财政每年将安排 1 亿元，设立

“侨梦苑”建设专项资金，对华
侨华人领衔的创业项目，最高
给予 2000 万元的资金支持，并
在厂方补贴、人才公寓、技术
研发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

王晓萍表示，“侨梦苑”是
实 施 万 侨 创 新 行 动 的 核 心 载
体 。 在 湖 南 长 沙 设 立 “ 侨 梦
苑”，就是要充分发挥这里兼具
国 家 级 新 区 、 国 家 “ 两 型 社
会”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三区政策叠加的优势和高
新技术产业的良好发展基础，
为侨胞创新创业创造良好的政
策、发展和生活环境，提供全
链条、综合性服务。

据了解，“侨梦苑”是近年来
国务院侨办推出的华侨华人创
新创业聚集区品牌。自 2014 年
11月以来，国侨办与地方政府联

手合作，已在北京首钢、天津武清、河北秦皇
岛、福建福州、江西南昌、江苏南京、广东增城、
广东江门、湖南长沙等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的精
华地带和重要侨乡挂牌成立了9家“侨梦苑”。

图 为 国 侨 办 副 主 任 、党 组 成 员 王 晓 萍
（中），湖南省常委、省委秘书长许又声（左），长
沙市委副书记、市长胡衡华（右）等人为湖南长
沙“侨梦苑”揭牌。 严 瑜摄

新西兰华裔二代：

在夹缝中寻找文化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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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界 关 注侨 界 关 注

日前，据新西兰《先驱报》报道，新西兰华裔新移民在文化
夹层中难以自我定位，特别是对于那些从小随着父母赴新西兰的
华二代身份认同的困惑尤为明显。随着华人移民海外方兴未艾，
华人二代的成长问题逐渐凸显，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身份定位无
疑是他们所面对的最直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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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华人将中国文化植根南太平洋
郝 爽

5月23日晚，令京城戏迷期待已久的大型经典古
装粤剧 《魂牵珠玑巷》 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
该剧为一部在民间传说基础上，发挥艺术想象进行
再创造而编成的本土题材粤剧，曾多次获得省级、
国家级奖项，深受大家喜爱。此次北京巡演，国家
一级演员林家宝和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国家一
级演员蒋文端领衔出演剧中男女主角。他们将剧中

人物的性格以及难以挣脱的命运以粤剧艺术形式充
分地刻画出来，令全场观众仿佛身临其境，赞叹连
连。

主办方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珠玑巷是一块历
史的碑石，写满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于开拓的壮
烈情怀。作为岭南诸氏族的发祥地，珠玑巷是一块永
恒的磁石，凝聚了千百万中华儿女的心。粤剧是岭南

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广东的名片。《魂牵珠玑巷》 则
是通过舞台表演形式，抒写了一首凄美的爱情悲歌，
表达出岭南人的开拓精神与壮烈情怀。

此次巡演由广府人联谊总会、广东省广府人珠玑
巷后裔海外联谊会主办，广东粤剧院一团承办，胡智
荣文化基金独家赞助。

本报记者 徐 烨摄

粤剧《魂牵珠玑巷》北京巡演粤剧粤剧《《魂牵珠玑巷魂牵珠玑巷》》北京巡演北京巡演

图为澳大利亚悉尼华星艺术团舞蹈《家乡情》
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