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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传
播中华文化要亲身去实践、带动，以身作则，需要

‘躬行者’精神。”巴西中国中医文化培训中心教授宋
南华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24 日，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宣传司和安徽省
侨办联合组织的“文化中国之旅”正在安徽进行，来
自17个国家的近40位海外华人文化社团负责人在皖体
验“徽文化”，宋南华就是其中一员。

在巴西行医二十余年的宋南华，是一名华人中医
针灸师。记者注意到，此次安徽行期间，初次来皖的
宋南华手中的自拍杆就一直没怎么放下过。徽菜、徽
州建筑、徽墨等这些别具特色的“徽文化”元素，他
一样也不错过。宋南华表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徽
文化”是重要组成部分，海外华人文化社团负责人要
好好珍惜国侨办提供的学习机会，吸收好、更要传播
出去。

宋南华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对于中国传统医
学充满着热爱。1985 年，宋南华通过一项大学间交流
项目来到巴西戈亚斯州医学院，与当地医学界交流中

医基础理论。当时，巴西人对中医的了解还很有限，
宋南华觉得自己大有施展的空间，决定留在巴西行医。

宋南华告诉记者，在巴西行医并非易事，尤其是
中医。“尽管有不少巴西人觉得中医针灸对治病确有疗
效，但当时巴西官方不承认中医针灸师是‘医生’，中
医针灸师往往会和理发师、美容师等服务行业归为一
类。”

“针灸在巴西能有今天的地位，就是依靠巴西当地
主流医学来推动，我一直就在做这个工作，让他们很
直接也很直观地去感受。”宋南华告诉记者，目前巴西
针灸医师协会有医生6000名，每天接诊达两万余人次。

去年2月，宋南华在巴西利亚获得由巴西科学、艺
术、历史和文学学院颁发的针灸领域“职业勋章”，这
是巴西首位获得此勋章的华人。

来自日本名古屋的华人聂二中，现任日本中部中
国文化艺术联合会会长，致力于中国杂技传播与演
出。他认为推动中华传统文化传播需要亲力亲为，这
也是他长期坚持留在日本的原因之一。

1992 年，在河南开封从事杂技表演的聂二中赴日

参演期间，被日本民众喜爱杂技的热情所感动，经日
本朋友的建议，他决定留在日本发展，在日本杂技团
工作3年后，聂二中通过考试进入日本当地的名城大学
攻读日语，毕业后开办了一家演艺公司。

“现在我每年都会邀请中国杂技团赴日本中小学校
和剧场去演出，下一步将考虑培养一些日本杂技方面
人才，以促进中日两国之间文化交流合作。”聂二中坦
言，他每年都会到中国各地杂技团进行交流，发现中
国杂技人才较此前数量有所下降，尤其是有些青年人
不愿从事这门艺术。

聂二中告诉记者，在日本，杂技的定位是古典艺
术，作为世界文化鉴赏的一部分，杂技在日本比较受
欢迎。“作为华人我们有责任担起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
重任，文化没有国界，传播文化仅仅依靠宣传是不行
的，要付诸实际行动。”

据了解，本次“文化中国之旅”安徽行以“行走
皖南路，体验徽文化”为主题，代表团还将赴黄山、
安庆、合肥等地交流考察。

（据中新网）

本报电 开学在即，加拿大将
有 40 名新生走进安大略省汉博学
院，成为该校健康科学院中医科系
的首届新生，开启为期三年的中医
本科教育。这是安大略省教育厅认
证并拨款资助高等院校开设的公费
中医全科专业课程，在加拿大尚属
首次。

汉博健康科学学院院长杰森·鲍
威尔表示，在政府支持下推出的中
医本科教育，致力培养中医学科人
才，同时还将通过学术研究来揭示
中医在临床上的独特效果和科学依
据，引领中医学科的发展，全面促
进中医中药和针灸在加拿大的普及
应用。

负责中医全科课程筹建工作的
李灿辉博士介绍说，中医科系首届
招收 40 名学生，全部采用英语授
课，以课堂授课和模拟诊所及临床
实践三种方式教学。该课程设计依
照相关专业技能和教育标准，新一
代毕业生的中医知识结构将更加规
范，具备独立诊断病人，并为各种
病症提供中药和针灸治疗的能力，
通过全国统一中医师执业考试后获
得中医师执业牌照。中医科学系正
式推出招生后，在主流社会引起很
大反响，有来自不同族裔的100多名
高中毕业生报考，其中还有已完成
医学基础教育的学生。

早年在中国完成中医药大学教
育的李灿辉博士认为，中医根植于
中国传统文化，在课程设计中完整
保留传统中医的核心技术和哲学思
想，为加拿大本土出生的学生培养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以人为
本、大医精诚的价值观念，才能把
中医的精髓内涵传承下来，使中医
真正扎根在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土壤。

在安省医院从事中西医临床研
究长达40多年的林达·拉普森医生是
名西医，她期待开办中医本科教育
后，能推动中医针灸融入主流医
学，成为医院基本的医疗服务项目
之一。

安大略省在 2014 年实施中医立
法，中医成为受认可的正规医疗专
业，越来越受到重视。据悉，安省
中医立法以来，已有超过 3000 名注

册中医师和针灸师依照安省中医师及针灸师管理局颁布的
《中医法》、《中医管理条例》和《中医专业技能标准》等一系
列政策法规进行执业。3000多有证书的大多是高龄人士，年
龄超过40岁的占80%以上，其中50岁以上的占50%，30岁以
下的基本没有。

安省政府华裔厅长陈国治表示，安省有60多万华裔，他
们带来的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已成为加拿大多元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越来越多加拿大人使用中医，省政府支持发展中
医，旨在造福安大略省人民。

美加州修改法案获华社认可
当地时间23日，加州 “亚裔细分法案”在加州参议会以39比0全票

通过。此前法案作者众议员彭达于当地时间19 日对该法案进行大幅度修
改，涉及教育部分全部被删除。对修改后的版本，加州共和党参议员夏
乐柏的华人妻子何美湄表示，虽然法案通过，但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加州华人曾因担心“亚裔细分法案”会影响华裔进入公共教育系统
中就学、就业及取得合同等机会而强烈反对。对目前的状况，何美湄发
表评论表示，这是大家抗争以后得到的最大胜利，因为社区最担心的还
是教育部分，但这一部分已经被全部拿掉。

澳华人办筹款助选晚宴
日前，澳大利亚新州工党华人之友会举行盛大筹款助选晚宴，近500

人应邀出席，支持工党派出的林达·斯科特市议员及余威达之团队参选9
月10日的悉尼市议会选举。

余威达在致辞中表示，作为 9 月 10 日悉尼市议会代表工党的候选
人，他承诺若当选后，为华人社群发声，努力做好华人与主流社会之桥
梁角色，加强互相了解和互助。维护工党核心价值，帮助社会的弱势人
士。

余威达说：“我会谋求创新发展计划，促进唐人街的繁荣和改善环
境，争取恢复中国新年大巡游，为商户争取权益，提高悉尼市发展的持
续性。”他呼吁各界及华人选民在9月10日市议会选举中，投工党团队一
票。

华人少年获封“音乐文化大使”
曾在日本一奏成名的华人少年钢琴家鞠小夫，是旅日华人津津乐道

的小演奏家。他曾将难度很大的 《柴一》 演奏得荡气回肠，震惊日本钢
琴界，自此有了“中国天才钢琴少年”之称。最近，这位少年再传喜讯。

当地时间8月22日晚，为纪念中国与奥地利建交45周年，“鞠小夫奥
地利钢琴独奏音乐会”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市国家会议中心成功举办。萨
尔茨堡市的各方人士对这位来自东方中国的少年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热
忱和喜爱，为鼓励这位中国少年在古典音乐上的勤奋努力和为两国音乐
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他们决定授予鞠小夫“中奥音乐文化大使”称号。

湖南“湘味”艺术团走进德英
在中德、中英建交44周年之际，受中国侨联委派，由湖南侨联和湖

南常德市人民政府联合组建的侨心艺术团25日启程，赴德国、英国进行
为期一周的慰问演出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

获悉艺术团赴英国演出的消息，英国湖南同乡会在伦敦剧场已提前布
置好场地，还将朗诵原创诗歌《我们都是湖南人》。“英国的老乡和侨界听说
湖南的演出团来伦敦，特别期待。”英国湖南同乡会会长吴莉莉说。

自2008年以来，湖南省侨联已先后组织侨心艺术团出访奥地利、英
国、美国、东南亚、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近 30个国家和地区，
为海外侨胞进行“亲情中华”慰问演出40多场，慰问总人次达20余万。

（均据中新社电）

据《纽约邮报》报道，近日，纽
约市长有关“经济适用房”的计划被
纽约市委会所否决，该计划预计将因
伍德地区的舍曼广场公寓的一半约
175个单位改为经济适用房。

纽约市长一直主张对富人增税和
增加“经济适用房”的规模，而对华
人特别是华裔老人来说，后者一直是
他们非常关心的议题。据报道，纽约
布鲁克林中美护健中心推出了申请老
人屋的咨询活动，主办方原本准备了
40 份申请表格，但最终有数百名老
人前来参加活动，让主办方措手不
及。

重重阻碍难舒心

对华裔老人而言，要想在异国住
得舒心有重重阻碍。

美国的文化与法律让很多华裔老
人不得不与子女分开居住。洛杉矶中
华总商会会长庄佩源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说：“美国人习惯于父母和孩子分
开来住，但对中国老人来说，他们更
习惯和孩子生活在一起。但是，由于
子女工作太忙无暇照顾老人及西式文
化冲击，很多老人不愿意麻烦子女，
希望能够出去住，而且在美国，将需
要照顾的老人独自留于家中也是违法
的，因此，他们必须找一个能够居住
的地方。”

然而，对华裔老人来说，困窘的
经济条件让他们除了有补助的租赁房
屋外很难有其他的住房选择。据报
道，在纽约法拉盛，大约有60%的华
裔老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虽然美国
为老人提供了很多福利待遇，但很多

华裔老人特别是新移民老人却很难申
请得到。即使“幸运地”申请到，每
个月的生活补助金也很低。

目前，美国有补助的租赁房屋面
临着严重的供求矛盾。联邦住房和都
市发展部区域主管罗瑞兹表示，目前
该机构平均每年约可帮助100万名老
人入住可负担的老人公寓或其他有补
助的租赁房屋，但未来 15 年间，美
国平均每天就会产生一万名年满 65
岁的老人，他们都可能会需要申请入
住老人公寓。

另外，对于华裔老人来说，合适
的租住地选择也不多。美国纽约华人
海莲娜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在纽
约，即使一些区有空置的老人房，华
裔老人也不愿意申请，一是出于治安
因素，二是由于那些地方太过偏远。
华裔老人更愿意住在唐人街或者交通
方便有华人的市区附近。这样，他们
的生活会热闹一点，有问题也能互相
帮助，在那里他们也能从中国超市里
面买到很多符合他们生活习惯的东
西。”

老人居住无奈多

华裔教授董新年主持的“松年计
划”显示，近年来，美国华裔老年化
的趋势明显，在过去 10 年中，65 岁
以上的华裔老人增长比例为55%，远
远高于美国老人的15%。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张
应龙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目前华
裔老人增多主要是来自新的移民。近
一二十年，很多老人由于退休或者年
纪大了，前往美国与子女生活在一

起。随着子女长大又有了孩子，可能
就会出现房子不够住的问题。在这种
情况下，这些新移民的华裔老人会选
择去申请老人房，或者选择自己租一
个公寓。这就造成了老人房或老人公
寓的需求逐渐增长。”

华裔老人对租住地的选择让申请
房屋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根据纽约
市城市未来中心 2013 年报告指出，
纽约皇后区过去 10 年，移民老人人
数增幅最高，其中法拉盛、白石镇集
中了全纽约15%的亚裔老人，当地华
裔老人面临着“没有老人公寓可住”
的困扰。

这样的竞争是老人们的无奈之
举。华东师范大学李胜博士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说：“包括华裔老人在内的
移民在美国遭遇的种种问题很大程度
都与该群体英语状况不佳的情况有
关。英语不佳大大限制了老年移民与
外部的接触，妨碍了他们的社会参
与，使他们无法享受其他老年人享有
的资源。因为语言问题，他们还可能
无法理解美国的住房政策，医疗救助
体系等。”

华裔老人的居住问题正日益严
峻。据报道，今年，一名负责申请芝
加哥老人公寓的华裔社工收到了来自
纽约的华裔老人的申请，这是她工作
十多年来首次遇到这种情况，可见老
人们面临着何等的住房形势。

对中企是个机会

华裔老人住房稀缺的困境，需要
各方的协助解决。

李胜博士表示：“要解决华人老

者住房难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改善
他们的经济状况。”他强调说，“尽管
各级政府应该成为解决老人居住问题
的主体，但非政府机构、家庭、个人
的作用也不可替代。没有老年家庭和
社群组织的支持，单靠国家之力很难
解决华裔老者的种种问题。”

一方面，需要更多地开源。庄佩
源给出建议说：“我们应该要鼓励多
一点中国的投资，建更多的老人中
心，发展美国的养老事业。一方面，
在美国，建老人中心是一个不错的投
资，很多老人都愿意出钱来住。另一
方面，中国的投资者会更加明白中国
老人的文化，开设的老人中心也会更
加符合他们的生活习惯，这样能更好
地照顾他们。”

另一方面，也需要华社与华人自
身的努力。张应龙表示，有条件的华
人会馆可以利用自己的一些空余的房
屋，将他们改造成费用较低的老人公
寓或者老人院，这样一方面可以让华
裔老人很好地融入当地的华人社会，
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也会很方便。另
外，在中国家庭之中，需要更加强调
中华文化中优秀的孝道，这样能让老
人在家庭之中享受到更多的天伦之
乐，减少出去租房的意愿。

罗瑞兹则给出建议说，在等待老
人公寓排期同时，低收入老人可以申
请联邦的“部门 8”租房补助计划，
利用补助款支付合适租住区的房租，
暂时解决文化语言障碍及经济压力问
题。租住“部门 8”补助平价公寓的
老人，也可同时申请家务助理服务，
这可能是目前最实际解决老人住房的
方法。

华裔老人

住美国 居 不 易
孙少锋 汤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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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播 中 华 文 化 需 躬 行
仕学龙 赵强

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文化中国·神奇宁夏”慰侨文艺
晚会日前在美国匹兹堡精彩上演，当地数百名华侨华人及民众到场观看。

文艺晚会在欢快喜庆的 《节日欢歌》 中拉开序幕，继以 《金色汤瓶》、《水沁回乡》、《丝路华彩》
等热情欢快的民族舞蹈，以优美的舞姿和清新的服饰把观众视野带往有塞上江南之称的神奇宁夏。

艺术团将于8月28日在费城、30日在纽约继续展开美东地区慰侨演出。
大图为演员表演节目《节日欢歌》。
小图为演员表演节目《金色汤瓶》。 （图片来源：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文化中国·神奇宁夏”在美精彩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