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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8 日，浙江省舟
山市普陀区展茅街道在
干 施 岙 文 化 礼 堂 开 展

“ 侨 缘 莲 心 、 情 系 端
午 ” 主 题 传 统 文 化 活
动。来自各社区的 80 多
名 侨 眷 欢 聚 一 起 包 粽
子、话家常，观看文艺
节目。街道提前为她们
送上端午佳节的祝福和
关爱。

图为侨眷参加主题
传统文化活动。

胡社友摄
（中新社发）

近日，《福布斯》杂志评选出2016全
球最具影响力女性排行榜，两名女性华
人跻身榜单，她们分别是淡马锡公司首
席执行官新加坡华人何晶和纪源资本合
伙人新加坡华人李宏玮。

除了在企业界崭露头角，其他行业
的女性华人最近也纷纷获奖。日前，华
人女设计师朱淑珊获颁美国戏服设计界
最高奖项“剧场发展基金/艾琳·沙拉夫
戏服设计奖”的终生成就奖。此外，“80
后”华人女记者刘禹含作为核心团队成
员之一参与的调查报道 《纽约移民美甲
师：指尖上的泪与痛》，在近日从近4000
份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第100届普
利策新闻奖提名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国
门，在世界舞台上焕发自己的光彩。在
新的时代，女性华侨华人迎来新的机遇
与挑战，她们更加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
想，为世界的发展贡献着属于自己的力
量。

女性追梦最好时机

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世界各国也越来越重视维护华侨华人利
益，在这些趋势下，华侨华人的政治经
济地位逐渐提升，女性华侨华人的追梦
之路有了越来越坚实的社会基础。

广东侨界人文学会副秘书长黄红英
女士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20世纪90年
代初以前，由于政治、历史等因素，海
外华人在很多国家或地区遭受政治迫害
和种族歧视。进入 20世纪 90年代后，特
别是近十年以来，世界华人的社会地位
有了历史性的提升，世界不少国家顺应

历史潮流，调整国家政策，推动立法工
作，维护多民族、多种族、多元化共存
的文化理念，承认华人在本国历史发展
中的贡献，为华人提供了更多参与政治
的权利，使得华人在世界各国的政治与
经济地位都获得了提升。此外，中国本
身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是海外女性华
人获得尊重与机会的一个重要推力。”

此外，随着现代社会不断发展，各
行各业也开始为女性开放，女性华人逐
渐进入各类行业为自己的梦想打拼。黄
红英表示，“在欧洲、美洲等地区，许多
女性华人获得了参与政坛的机会，担任
内阁以及重要部门的部长、市长以及国
会议员等。在律师、会计师、教育、企

业等高层职业，也涌现出了许多专家型
的女性华人。”

除了这些国家与社会层面的改变，
新时代女性华人自身能力的提升也为她
们实现职业梦想奠定了基础。马来西亚
碧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冯彬霞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新时代的女性华人
一般精通两国或多国语言，因此，她们
具备中西合璧的语言、文化基础。她们
当中很多人，移民之后，在所在国接受
再教育，获得了更多的学识与更高的文
凭。这些优势使得她们更容易获得升职
加薪的机会，也容易成为所在国外派高
层管理人员。”

挑战仍然不可忽视

机遇往往也意味着挑战，新时代的
女性华侨华人在追求自己的职业梦想的
路途上，也依然存在着不少障碍。

首先是文化上的障碍即便是接受了
他国的教育，对陌生的异国文化，女性
华人也依然容易生出距离感。阿迪达斯
欧美市场高级营销经理罗晓磊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说：“对华人来说，即使是像我
这样已经在国外读书工作待了十几年的
华人，也面临着很多文化上的冲突，包
括很多语言上的沟通问题。在不同的文
化氛围中，很多女性容易戴上有色眼镜
来看自己，往往因为自己的华人身份而
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

其次，一些女性华人还面临着家庭
因素等问题。黄红英说，“大部分女性华
人婚后以孩子与家庭为核心，失去了职

场的发挥机会，或者因为家庭和孩子的
原因，无法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和能
量，另外，有些领域和职业，对女性的
发展仍是有所限制。”

冯彬霞也表示，“一般情况下，除了
需要像男性一样努力工作之外，女性华
人还要兼顾照顾家庭、赡养老人和养育
孩子的责任。这是华人女性的优良传统
品质，但这些的确会让职业女性的时间
与精力分散，从而削弱女性在职场上的
竞争力。所以希望社会能够更加宽容与
理解职业女性。”

相较于女性华人而言，女性华侨所
遭受的挑战更大。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教授范若兰表示，“相较于女性华人，
女性华侨出国不久，许多人不熟悉居住
国语言，不能融入当地社会。她们的职
业范围较小，受限于唐人街或华人社
会，主要从事女工、餐饮、批发销售、
女佣等职业，工作环境恶劣，没有基本
劳动保障，没有节假日和休息。在新的
环境下，她们会遇到很多困难，但也会
有更多机遇，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她们
就会有更多职业发展机会。”

多方努力成就梦想

克服女性华侨华人职场路上的障
碍，帮助她们实现自己的职场梦想，既
需要政府和社会层面的推动，也需要女
性华侨华人自己的不懈努力。

对女性华侨而言，更需要中国政府
的的支持与鼓励。范若兰表示，“对于海
外的华侨女性，因为其是中国公民，中
国政府有责任帮助她们，更多地关注她
们的利益。驻外使领馆应该保护女性华
侨的利益不受损害，并提供相关资讯帮
助其发展自己的职业。”

另外，政府也应该出台更多保护女
性利益的政策法规，冯彬霞说，“希望
社会能够给予女性华侨华人更多的关
爱，比如足够的产假以及落实各项产期
福利。社会应给予职业女性更多的理解
与宽容，让人类两性关系更加美好和
谐，让职业女性更好地发挥其社会作
用，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与推进。

此外，建立海内外女性华侨华人沟
通交流的平台尤为重要，黄红英表示，
多举办行之有效的交流活动，建立海内
外女性华侨华人的交流平台，是提升女
性华侨华人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在今天
中国经济文化都与世界联系更加密切的
趋势下，如果海内外女性华侨华人彼此
合作、共同提升，将能很好地帮助自己
实现职业梦想。

社会文明进步 自身实力提升

华裔女性闪耀星光
孙少锋 汤 帅

南非温州总商会换届选举

6 月 10 日晚，南部非洲温州总商会在南非约
翰内斯堡黄金城剧场举行了第五届会长暨理监事
成员就职典礼，新任会长陈长洲从第四届会长朱
书宏手中接掌了会长印信。

陈长洲在欢迎词中代表南部非洲温州总商
会，对出席就职典礼的领导和嘉宾们表示热烈的
欢迎和衷心的感谢。陈会长表示，南部非洲温州
总商会 2004年成立以来，通过历届会长和理监事
成员的共同努力，带领温州籍侨胞克服种种不利
因素，开拓非洲市场，为加强中南两国各方面的
交流和互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日华裔青少年参加歌唱赛

2016 年“水立方杯”海外华裔青少年中文歌
大赛日本赛区，6 月 11 日在东京中国文化中心经
激烈角逐见出分晓。

来自东京音专的 19 岁学生林枫，凭借一首
《老神仙》，力克各路好手拔得头筹，从中国驻日
本大使馆王军总领事手中接过获奖证书。获得第
二名的是来自圣进学园的高二女生野口佳耶。

共有 12名在日华裔青少年经初期选拔而入围
参加当天的角逐。其中有爱好音乐的中学生、大
学生，有日本当地少女演唱组合的成员，也有当
地音乐专科院校的在校生等。

侨界关注

华 人 社 区

巴西华人编译手册保护市民

当地时间6月6日，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巴西
华人协会和圣保罗州军警总司令部在圣保罗联合
举行中葡双语版《市民自我保护手册》发行仪式。

《市民自我保护手册》系由圣保罗州军警总司
令部结合长期处警经验编写。由巴西华人协会副
会长叶王永率领的义务翻译团队经一年多的努
力，其中葡文对照版终于与华人见面。《市民自我
保护手册》 归纳了生活中需要注意的各种基本安
全事项，并告诉读者，在巴西，无论是巴西人或
者外国人，公共安全意识尤其重要。

（均据中新社电）

当地时间 9日上午，应泰国罗勇府公立光
华学校之邀，南海舰队某登陆舰支队副政治委
员叶陈军率领 30 名长白山舰官兵欣然前往，
与这所著名华语学校的师生以及泰国侨联商
会代表欢聚一堂，共庆端午节。 顾亚根摄

中国海军与泰国华人庆端午

纪源资本合伙人新加坡华人李宏玮

“80后”华人女记者刘禹含

也许你认为，都 21世纪了，裁缝店这种老古董
早该销声匿迹了，可位于温哥华的这家“趋时裁缝
店”，至今已经营了 103 年，施瓦辛格、辛康纳利、
温哥华市长等名流政要都是店里的老顾客，温哥华
政府还专门将11月3日设为“趋时裁缝日”。

这家传奇的华人裁缝店为何有这么大的魅力？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趋时裁缝店开设在温哥华市片打西街5号的三角
形大楼里，这栋楼曾是洪门致公堂旧址。这个家庭
式的裁缝店，创办人名叫黄公礼，祖籍中国广东。

1908 年，在家乡的村民们筹集到足够的船票钱
和到加拿大后缴纳的500加元人头税后，黄公礼只身
一人漂洋过海来到了温哥华。

当时，加拿大社会对华人并不友好，再加上全
国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讨生活并不容易。为了生
存下去，黄公礼从裁缝店的学徒做起，1913年，他
自立门户开起了这家趋时裁缝店。

幸运的是，裁缝店开得正是时候。中国城里的
中国移民开始接受西方人的生活，男人们开始穿西
装，裁缝店很快就开始赚钱。

黄光大是黄公礼的长子，毕业于加拿大卑诗大
学工程系，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工程师。然而，现实
和理想却常常脱节……

在加拿大当时的种族歧视政策之下，排华暴动时
常发生。虽然从名校毕业，可黄光大根本找不到专业
对口的工作。不得已，他和同样毕业于卑诗大学工程
系的弟弟黄光泽一起，成为了裁缝店里的一员。

趋时裁缝店里的西服以做工精细、裁剪合体著
称。温哥华前市长萨姆·苏里是这里的老顾客，他是
这样评价这家店的：“趋时裁缝店受顾客喜爱的程度
已经到了能衡量是不是真正的温哥华人的地步；人
们初次见面，互相敞开西服，看到里面趋时裁缝店
的商标，立刻就亲近了许多。”

扮演过007的好莱坞明星辛康纳利就曾在此定制
衣服。施瓦辛格也是这里的常客。为拍摄电影 《第

六日》，他在店里特别定制了12套西装。
2013年，趋时裁缝店创立100年。为此，裁缝店特地举办了“趋时裁

缝：100年摩登男性打扮”展览，回顾“趋时裁缝”的百年历史。
加拿大总理哈珀、卑诗省省长简蕙芝都发来贺词。温哥华市议员郑

文宇到场祝贺，并向黄光大颁发嘉许状，将2013年11月3日定为“趋时
裁缝日”。他说：“黄氏家族的故事，也代表温哥华历史，特别是过去很
多来自广东的家庭，在温哥华遭受歧视并无法投身多个行业，但趋时裁
缝店敬业乐业，值得嘉许。”

黄光大见证了华埠的兴盛繁荣与发展，黄氏家族也经历了排华而后
融入本地社会的历程。如今，这间百年老店不仅成为温哥华华埠的标志
之一，也是华人海外打拼的历史写照。 （据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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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马来西亚巡演的中国舞剧
《千手观音》 给这个国家吹来“中国
风”，街头巷尾的演出海报、闻讯赶
来的马来民众以及经久不息的掌声，
让“华流”再度席卷大马。究其原
因，离不开 600多万马来华人传播中
华文化所做出的努力。

走在吉隆坡雪邦机场的通道上，
中国电视节目《奔跑吧，兄弟》的电子
海报赫然在目。在大马很多城市，都
可付费观看中国的电视节目。《琅琊
榜》、《芈月传》等中国电视剧在马来

华人中口碑颇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开始热追中国的真人秀节目。马来西
亚“国宝级”歌手茜拉登上中国的

《我是歌手》 后，其在中马两国民众
中的知名度日渐提高，中国的流行文
化正以“零时差”的方式进入大马。

2016 年初，中国厦门大学在马来
西亚雪邦市沙叻丁宜设立分校，这是
中国公立大学首次在海外设立分校。
据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文化处主任
周斌介绍，目前，该校已招收 500名学
生，年底将会达到 1500 人，预计三年

内，将有1万名学生在该校就读。
自 100 多年前，第一代华人来到

马来西亚后，中华文化便把华人的血
脉紧紧连在一起。在他们看来，中华文
化就是他们的根，自己有义务将其发
扬光大，不断加深其他族群对华人文
化的了解。

拉曼大学是马来西亚第一所由华
人创办的大学，该校近九成学生是华
人。从 2002 年创办至今，已有 26 万
名毕业生。

1996年，林颖茜在马来西亚兴华

中学任教，2000 年创办蒲公英合唱
团，至今已吸纳120名华人学员。

马来西亚星洲媒体集团总编辑萧
依钊三年前曾随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团
到访山西，得知山西的舞蹈团队来马
演出，年过六旬的萧依钊从 30 公里
外的吉隆坡赶到沙亚南。

十多年来，萧依钊向中国捐资建
立了 40 多所学校，圆了近 10 万中国
贫困生的“求学梦”。

传承百年的华文教育是华人在马
来西亚延续中华根脉基础，大马现有
超过1300余所华文小学，60多所华文
独立中学。为应对师资短缺问题，马官
方还将在 2017 年前派 2634 名老师赴
华小任教。不仅华裔少年进华校，一些
马来人、印度人的子女也开始到华校
读书，目前就读华文小学的非华裔学
生就有近8万人。 （据中新社电）

“华流”缘何席卷马来西亚？
胡 健

“华流”缘何席卷马来西亚？
胡 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