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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湖世界华人山地马

拉松赛在福建省泰宁县

开跑。比赛吸引了来自

15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

余名华人跑步爱好者参

赛。

中新社记者
张 斌摄

腾冲侨捐使用透明侨胞放心

本报电 据云南腾冲侨办消息，从2014至
2016年 9月，腾冲接受侨胞捐赠数额超过2000
万元。其中，80％用于教育事业，10％用于文
化事业，10％用于医疗卫生、救灾救济和其他
公益事业。

云南侨乡腾冲有30多万归侨侨眷和海外侨
胞。许多侨胞身处异国，却时刻关心家乡建设，
主动为家乡慷慨解囊、捐资赠物。为了让侨胞打
消顾虑、放心捐赠，腾冲受捐赠的单位都要和侨
胞签订意愿书，明确捐赠财产的性质和用途。对
捐赠的工程项目，受捐赠的单位要定期向侨胞汇
报进度，根据需要报批捐赠项目冠名。腾冲一中
“伍达观图书馆”，一职校“伍谢瑞芝、张董训道母
子综合楼”……在腾冲的校园里，有好多建筑是
以侨胞的姓名命名。在建设“伍达观图书馆”的
过程中，腾冲一中始终坚持向捐赠的侨胞汇报，
项目规划、资金使用都让捐赠者清清楚楚。得益
于阳光的用款和看得见的成果，侨胞们对腾冲的
捐款赠物实现了持续增长。 （李维杰）

澳大利亚中国书画展开幕

本报讯 10月19日，澳大利亚中国书画研
究院师生书画展开幕式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举行。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安思捷、中国华侨历
史博物馆馆长黄纪凯和澳大利亚中国书画研究
院院长甄宛瑜等出席了开幕式并剪彩。此次画
展的展览时间为10月19日至10月23日。

画展共展出书法、绘画、篆刻等 91件作
品，主题为澳大利亚和中国的风光、人物。所
有作品由澳大利亚中国书画研究院师生提供，
共有58名师生参展，年龄从15岁至85岁不等。
此次画展承载着师生们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推
广，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激发了澳大利亚
多元文化社会的活力。 （刘林卿）

徽商大会引海内外华商参与

本报电 据中国侨网消息，2016中国国际
徽商大会于10月18日至19日在合肥召开。本届
大会由安徽省政府主办，省商务厅、合肥市共
同承办，按照“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
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标准，突出各市的
资源优势和主导产业。大会自 2005 年创办以
来，已成功举办了7届，大会展览展示设在安徽
国际会展中心，展示面积约1.2万平方米，包括
综合展区和各市展区。目前已收到客商反馈信
息2000余条，境外参会客商500余人，来自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西绘画艺术好比两座山峰，画
家们各自攀登，然后站在山头遥相呼
应。”新西兰华人画家、新西兰中国美
术家协会副主席丹增?谢朱日前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道。

由国务院侨办、天津市政府和中国
美协主办的第二届“文化中国?全球华
人书画展”日前在天津美术馆展出。丹
增?谢朱在这次展览中带来了他的作品
《梦境香巴拉》系列和《普天同庆一带
一路新乐章》。

将传统水墨画与西藏唐卡艺术相结
合，同时借鉴西方绘画艺术中素描和色
彩的观念来表现立体感，是丹增?谢朱
《梦境香巴拉》系列的独特之处。
“我画西藏的山，有裸露的山体和岩

石，是山，但又不是山。因为山中有寺庙，

有人，就有了文化和生活的气息。”丹增?
谢朱认为，作为视觉艺术，绘画作品本身
就是画家与观众情感交流的方式。除了
表现现实物象以外，还要表现人的精神
向往。

出生在甘肃甘南藏区，耳濡目染藏
文化的丹增?谢朱，在专业美术学院学
习之后，决定倾尽一生来学习和传播藏
文化。他的系列作品中，有的用独特的
绘画语言创造出超越真实自然环境的西
藏山水画，有的通过描画人物，讴歌劳
动人民在高原上顽强生活的精神。

1999年丹增?谢朱移居新西兰后，
创建了西藏私立艺术博物馆。在新西兰
奥克兰举办的“西藏文化周”中展出
500件藏品，吸引上万人参观。被时任
新西兰总理的海伦?克拉克誉为民族文

化的使者。他受邀参加新西兰国会艺术
展，是中国画家作品首次进入国会展。
“我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传播中华民

族文化的阵地。”丹增?谢朱回忆移民之
初，为了适应异国生活而努力学习当地语
言和风俗文化，但他更希望两种文化在互
相碰撞时能产生火花。

所以，丹增?谢朱在这次画展中还
尝试了不一样的画风，创作了一幅《普
天同庆一带一路新乐章》。画中不同民
族、肤色各异的新西兰儿童共同弹奏钢
琴曲《欢乐颂》。他说，共庆世界和
平，谋求共同发展也是中国向世界发出
“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而“一带一
路”是我们这一代人立下的目标，将来
受益的同样会是下一代。

不过，丹增?谢朱坦言，中国绘画艺

术到海外，尤其是到西方社会，推广和传
播的阻力仍然不小。由于中西方历史、文
化、哲学理念等方面存在差异，必然形成
与之相适应的文艺表现形式，这就决定
了中西方在审美方面有许多不同。

他建议，中华艺术海外传播应该有
三个坚持：其一，坚持中国传统艺术的
美学价值；其二，坚持寻找世界共通的
审美共鸣；其三，坚持文化艺术走出去
的步伐。
“再一次让自己的心回归这片热

土，我希望能搭上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大
发展大繁荣的快车。”2014年，丹增?谢
朱回到阔别已久的中国，加入画室继续
创作，还担任了传媒公司的艺术总监。
“但初衷不改，我会继续当好中新文化
艺术交流的使者。” （据中新社）

近年来，针对华人的犯罪现象特别是暴力抢劫事件
呈上升趋势。最近三宗发生在美国的华人掏枪制伏入室
抢劫歹徒的案件，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随着华人拥枪
自保的案例接连出现，华人认识到拥枪自保的必要，于
是在美国华人中掀起一股拥枪热。然而，枪支在守护生
命的同时也威胁着生命。对于华人拥枪这一话题，众说
纷纭，无一定论。那么，华人的安全将如何保障呢？

勇退劫匪掀拥枪热

最近三宗华人合法持枪勇退劫匪事件，为在美遇劫
华人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美籍华裔女子陈凤珠持枪勇斗入室劫匪，以一敌三
击退悍匪的传奇故事红遍网络，网友们盛赞陈凤珠的勇
敢、机智和冷静，有人称她为“陈英雄”或“陈女侠”。

对于陈凤珠的行为，美国南加州律师华强表示非常
敬佩，称她勇敢对抗犯罪分子的精神值得所有华人学习。

10月11日晚，住在宾夕法尼亚的华人陈启凡也用枪
控制住了两名窃贼。不少华人被他的事迹鼓舞，开始讨
论如何持枪自卫的问题，而部分华人更是身体力行，加
入到购买枪支的队伍。

陈启凡事后表示，他一直鼓励华人拥枪。他说：“如
果家里没有枪，一旦匪徒闯入，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
生。枪，如果你需要时没有它，你可能永远都不需要它
了。”

费城警局第六分局局长约翰?莱恩对陈启凡冷静、沉
着的处理方式表示了赞扬：“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力和好
的判断力是很重要的。”

美国费城10月17日晚，一名非裔嫌犯闯入华人洗衣
店抢劫，被洗衣店老板董运斌掏枪制伏。这是近一个月
来在美发生的第三宗华人掏枪制伏入室抢劫歹徒事件。

华人拥枪众说纷纭

对于最近兴起的拥枪热，来自不同领域的美国华人
有不同的看法。

美籍华人博士、耶鲁大学电机系访问学者徐德清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这样解释道：“我住在美国康涅狄格州，
原来这里华人很少持枪，现在越来越多华人武装起来，
这既是入乡随俗也是迫于无奈。”

而当问及普通华人是否应该拥枪来保护自己和家人
时，美国南加州社区互助联合会会长孟宪军说：“我们要
让社会知道，华人敢拥枪，华人拥枪很重要。”相反，曾
经在美国担任资深警察的美国洛杉矶中华总商会主席庄
佩源却说道：“在美国，拥枪是一种号称民主自由的传
统，但我认为不应该什么事情都用枪来解决，应该多教
育，一个文明的社会不应该有枪。华人盲目拥枪是不理
智的，因为枪可以保护人，但也可以杀人啊！”

据了解，在美籍华人中，很少有人精确掌握枪支的
正确存放方法和使用细则，而且大部分华人买了枪放在

家里不去训练。在这种情况下，枪支在关键时刻不但不
能威胁劫匪，而且很可能误伤无辜人。正如庄佩源所
说：“一个不怎么懂枪的人在紧张的时候是根本打不中目
标的。”

枪支和硬币一样，具有两面性。唯有懂得正确合法
使用的人才能趋利避害，使之发挥其应有的价值。除了
正确掌握存放和使用枪支的技能，华人还必须懂得在法
律允许的范围内自卫。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研究员张应龙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强调：“华人可以拥枪自卫，但必须在法律范围内
使用，华人应有法律意识。比如，美国有些州规定，当
犯罪分子背对着你逃跑时，不可以向他开枪，否则你将
会招致法律的制裁。”

拥枪自卫还需思量

随着拥枪热的兴起，人们不自觉会问，拥枪能一劳
永逸地解决华人安全受威胁的问题吗？张应龙的回答是
“拥枪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华人安全问题”。庄佩源甚至
预测，随着美籍华人拥枪人数的增多，不但不会减少枪
击抢劫案件的发生，反而会增加。

那么，华人如何在拥枪的同时更好地保护自己及家
人的安全呢？庄佩源建议拥枪的华人要积极学习正确的
枪支存放和使用方法，接受专业培训，多练习并熟练掌
握枪支的使用。对此，部分在美华人也提高了警惕。10
月18日，洛杉矶圣谷地区十余名华人到科洛纳市射击场
接受专业培训，学员们在听完射击教练介绍枪械使用
后，开始练习。

从防范的角度来说，最好的方式是建立家庭警报系
统。张应龙说：“在发现窃贼的那一刻，要立即报警，美
国的街道大多很直，没有太多弯路，一般报警后警察很
快就能到达现场。”

此外，窃贼之所以喜欢光顾华人商铺，那是因为他们
知道有些华人有钱不存银行、有事不报警，出门喜欢携带
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从这个角度出发，庄佩源建议在美
华人“钱入银行，及时报警，低调行事”。有些入乡随俗习惯
的养成将慢慢缓解华人时时身处危险的紧迫形势。

徐德清有更深入的看法，他认为解决华人安全隐患
最根本的还是要提升华人实力，塑造更好的华人形象。
华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为整个族群争取利益，展现华人大
气、宽厚、天下为公的良好面貌，积极回馈当地社会，
这样，当地社会也会回馈给华人更多的帮助和温暖。

10月初，祖籍云南红河的戴家三代13
人，分别从云南、重庆、广州和新西兰出
发，远赴老挝与从未谋面的舅舅的后人会
亲。在失散半个世纪后，这个哈尼族大家
庭终于团聚在一起。16日，刚从老挝返昆
的戴维仁、戴国秋和戴志贤三兄妹，坐在
酒店里依然难掩激动。

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越洋寻亲故事，得
从戴家兄妹的父亲戴永福说起。上世纪三
十年代，本是云南红河州迤萨镇教书先生的
戴永福为生计所迫，跟随本地商帮远赴老挝
经商。后因战乱等原因，一家人失散。

戴永福所属的迤萨商帮是云南颇负盛
名的商帮之一。早在清朝咸丰年间，迤萨
人就以马帮的形式，赴越南、老挝、泰国
等东南亚国家经商，缔造了蜚声南滇的马
帮文化。
“父亲走的时候我才 2岁。在那个年

代，迤萨镇远赴东南亚一带经商的约有1万
多人，几乎家家都有人跑商帮。”78岁的戴
国秋回忆，每有外出经商的人回来，母亲
都会带她去打听父亲的情况。据他们讲
述，由迤萨向南到老挝得走47天，凶险的
热带丛林、瘴烟疫病、盗匪猛兽及陌生的
国度，使他们必须联合在一起才能应对外
部的困难。
“原本父亲都是当年去当年回，但1940

年后他再也没有回来。”戴国秋说，1949
年，其三舅后祖尧也远赴老挝帮父亲经
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她和在老挝的亲
人还屡有书信往来，但1960年后大家彻底
失去联系。

失去联系后，戴国秋不断往老挝写
信，打听父亲和舅舅的下落，但总是杳
无音讯，寻亲无果一度让她绝望。直到上
世纪八十年代，地方政府积极支持跨洋寻
亲并提供帮助，她再次燃起寻亲的念头，
给老挝当地的华侨事务委员写了一封信。
“就是凭借这封信，我和素未谋面的姐

姐得以于2002年在红河老家团聚。”戴国秋
同父异母的弟弟戴志贤告诉记者，“因战乱
频发，父亲不得已留在老挝，直到1963年

他临终时仍对回国念念不忘。”后因老挝政变，戴志贤移居新西
兰。也是这封信，让戴国秋的表弟、老挝国家电力公司职工布
鹏在时隔半个世纪后，找到在中国的亲人。月初，在中国、新
西兰的亲友三代共13人前往老挝和他们会面，并一起度过难忘
的半个月时光。

戴志贤感慨信息发达带来的便利和中国的强大。“如果是上
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根本不敢想象能这么快全家大团圆。”戴志
贤告诉记者，他们全家建了一个微信群——“天涯若比邻”，小
辈们在学中文，年长的则在学老挝语，大家正在计划明年回中
国团聚。 （据中新社）

侨 情 乡 讯

侨 界 关 注

拥枪能保障华人安全吗？
杨 宁 周丹丹

图为10月15日数千华人在美国费城持枪大游行。 （图片来源：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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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华人画家丹增?谢朱：

以画为桥 做中新文化交流使者
周乾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