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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华人投票
美国大选，其实不仅指的是美国总统选举，还包括

各级议会选举、对许多提案的公投等。近来，在美华人
在积极参与总统选举投票的同时，也在为各地的议员投
票奔走，努力推选代表自己族群利益的华人候选者担任
公职。

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11月4日，旧金山中国城花
园角广场举办竞选造势记者会。众多华人居民前来支持
参选公职的华人候选人，他们高呼支持候选人的姓名，
呼吁广大旧金山选民支持他们推出的候选人。
“从前华人的政治力量比较小，不受重视，吃了不少

苦头。候选人往往只是单纯来我们华人社区要钱、要选
票。”美国旧金山湾区中国统一促进会第一副会长蔡文耀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回忆称，如今情况大有改变，“我们不
但提供钱和选票，还能提供优秀的候选人。”

根据华盛顿亚太美国研究所国会研究中心发布的数
据，亚太裔参与美国政治选举的势头日渐增强，今年全
美有245位亚太裔参选联邦、州及地方民选官员。

“美国华人数量越来越多，可能在不同的
问题上因为教育背景、年龄等因素有着不同的
观点。但是只要有华人参选，我们华人社会普
遍都会极力支持。”蔡文耀说。

近期，随着选举结果一一揭晓，华人也在努力之后
有了不少满意的收获。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美国国会
华裔众议员孟昭文以绝对优势战胜另外两位候选人获得
连任。胜选后她也对华人社区提供的巨大支持表达了感
谢。
“华人选民积极捐款，担任助选义工，踊跃投票，的

确为华人登上政治舞台做出了很大贡献。”美国波特兰州
立大学教授李斧向本报如是说。

为提案投票
在此次大选中，很多州将一些议案加入投票中。这

些公投案和总统选举一样引起华人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
与。加利福尼亚州今年在大选时推出了17项公投案，其
中有娱乐大麻合法化、允许武器弹药销售和罪犯假释等
华人非常关心的议题。而给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提案

投票，是在美华人近
期的另一个重要行
动。
“当地华人对于

这17项公投案非常关
注，我曾被一些当地
的华人社团邀请去讲
解这17项公投案的内
容和意义。”美国联
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
张军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介绍说。“今年华
人参政热情比往年要
积极，很多年轻华人
对这些公投案都进行
深入了解。”

据美国新闻速递
网站报道，截至11月
9 日，这 17 项公投案
结果都已基本明朗。
华人针对这些提案展
开热烈讨论并展现出
各自不同的观点。“华

人中也有代沟和不同的教育背景，因此华人间对不同问题
的看法差异是很大的。”李斧说。

对于华人中针对这些提案表现出的不同观点，蔡文
耀认为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华人对于这些提案的高度关
注，甚至表现出相反的态度，说明华人开始认真考虑这
些提案，做到为提案投票，对自己负责。”
“过去，华人对于这些提案并不关注，可能更关注自

己的生活。多年来我一直努力鼓励华人积极参与投票，
因为华人需要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张军说。

为未来投票
通过积极参与提案公投和选举，华人正在为自己在

美国的未来投出重要的一票。在经历了许多歧视与不公
正的待遇之后，华人的参政意识如今正在觉醒。
“华人表现出较高的参与积极性，主要是从今年为华

裔警官梁彼得受到不公正对待而示威游行开始的。”李斧
说。今年以来，美国先后发生梁彼得受到不公正待遇、
华裔间谍案、福克斯电视台记者辱华等事件。华人不再
甘心做沉默的“哑裔”，而是从一开始的震惊逐渐走向声
援、抗议，最后爆发大规模游行。“大家通过游行示威等
方式反映华人的切身利益，也看到了效果。”李斧说。

如今，在美华人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到，面对美国社会
依然存在的歧视与不公平现象，长时间的隐忍与回避并不
能彻底解决问题，公平和权利需要依靠自己来争取。“我们
已经看到转变，华人正在慢慢向前进步。”蔡文耀感叹，“我
到美国30年了，看到这样的变化，我很欣慰。”

当然，华人要发出更响亮的声音，争取自己的权
利，未来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李斧指出：“虽然华人参与
美国政治的积极性比过去有所提高，但是相比非裔和拉
丁裔还有差距，与犹太裔更不能同日而语。所以我们更
要看到差距，向其他族裔学习，与他们团结一致。”他认
为，利用今年华人通过网络形成的力量和激发的热情，
进一步宣传华人声音，组织华人力量，支持华人参政，
才能针对种族歧视和不公正待遇更好地维护华人的权利。
“未来，在已经积极参政的基础上，华人要学习如何

参与美国政治，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族群权益。”张军认
为，“尽管在人口上，华人难以影响全美政策的制定，但
是华人完全可以起到‘关键少数’的作用，巧妙地把手
中的选票用好，让美国政治人物看到华人的力量。”

美国大选落幕

华人将“票”投给自己
严 瑜 陈正煜

侨 界 关注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美国大选中，在美华人怒刷了一把“存在感”。“这次

美国大选，华人的参与热情非常高。”居住在美国休斯敦的朱佳凡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说，“甚至有些支持特朗普的华人租用飞机，悬挂着‘华裔支持特

朗普’的横幅，在各州标志性建筑物上空盘旋宣传。”

虽然有人将此次美国总统大选称为一场“真人秀”，但华人的积极参与

可不是简单地“秀”自己。除了越来越多的华人走上街头为自己青睐的总统

候选人投票之外，他们还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族群利益，积极参与美国选举

的各个环节，为自己“投票”，悄然改变着华人“边缘族群”的旧标签。

华侨华人春晚开始筹备
本报电（陈正煜）11月10日，中国侨联

在京举行2017年“远方的惦念——华侨华人
春节联欢晚会”新闻发布会。中国侨联副主
席、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侨联
新闻发言人乔卫介绍了晚会的总体思路、基
本情况、主要特点和筹备进展。

据悉，此次晚会将以“远方的惦念”为
主题，围绕“祖国惦念你”和“海外游子
情”的线索展开，远方亲人与故乡的相互惦
念是整台晚会的主线。晚会将于2017年 1月
18日录制，并于 2017 年正月初一在东南卫
视、海峡卫视和全世界各大洲华人电视台同
步播出，给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华侨华人带去
新春的祝福。

“孙中山与华侨图片展”开幕
本报电（周丹丹） 11月 9日，“勠力同

心，振兴中华——孙中山与华侨图片展”在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中国侨联副主席
董中原、李卓彬、乔卫，中国侨联各部门各
单位负责人和北京市东城区侨联干部等共80
余人出席开幕式。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馆长
黄纪凯主持开幕式。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为了缅
怀孙中山先生和华侨革命志士，中国侨联先
后在纽约、南京、吉隆坡、马尼拉、香港等
地举办“戮力同心，振兴中华——孙中山与
华侨图片展”。此次北京站图片展览日期为11
月9日至2017年1月15日。

海外专家考察福建
据中新社电 由国务院侨办组织的“国务

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考察团一行，9
日在福建考察交流。考察团一行考察了中科
院海西研究院，并与福建省有关部门座谈。
参加考察的海外专家表示，希望发挥在各自
领域的优势，支持福建加快发展。

福建省侨务办公室冯志农表示，福建高
度重视海外人才工作，出台了一系列引进海
外专业人才的优惠政策措施，为广大海外专
业人才来闽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政
策支持。他希望考察团的成员通过此行，能
更加深入地了解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让
自己的专业特长在福建实现互利共赢。

香港侨团捐赠基本法拓片
据中新社电 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

北京举行香港基本法书法拓片捐赠仪式，香
港华侨华人总商会现场向中国法院博物馆捐
赠了香港基本法书法拓片。香港华侨华人总
商会会长古宣辉表示，《香港基本法墨宝石刻
长卷》的创意和制作，体现了祖国人民和香
港同胞对香港回归的深挚感情。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接收了
古宣辉交付的书法拓片并为其颁发证书。沈
德咏高度评价了以香港华侨华人总商会为代
表的香港同胞、在港华侨华人的爱国爱港之
情，并表示今后会加大对文物的保护力度，
使之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侨情乡讯

日前，一场马六甲海峡侨生日常用具拍卖会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马六甲侨生又称为“峇

峇娘惹”，是中国明朝时期移民到马六甲一带的华

人与当地人结婚后生下的后代，男性称峇峇，女

性叫娘惹，是东南亚的土生华人族群。

图为人们参加马六甲海峡侨生日常用具拍卖

会。 张纹综摄（新华社发）

马六甲侨生日常用具拍卖会举行

如今，一群年轻的华裔作家逐渐在欧美文坛崭露头
角。生为“80后”的他们，在切身的求学经历和生活中观察
自己的周遭世界，用个性书写着他们眼里的自己与世界。

可以说，伍绮诗是这群后生力量中一个颇具影响力的
代表。她被誉为“征服欧美文坛的‘80后’华裔作家”。她
的处女作《无声告白》曾被评为2014年美国亚马逊年度最
佳图书和《纽约时报》畅销书。这部用英文写作而成、围绕
跨种族婚姻的家庭故事已经被翻译成法语、意大利语、荷
兰语、保加利亚语、葡萄牙语、希腊语、土耳其语等15种语
言。
“80后”华裔写作者中当然还不乏张扬不羁的个性作

家，林韬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出生于1983年的作家从纽约
大学新闻学系毕业，至今已出版了两本诗集、三部长篇小
说和两本中短篇小说集。林韬善于用超现实和黑色幽默
的笔法展现当代人的精神生活状态。小说《台北》中，他让
主人公从纽约穿梭到家族故土台北，探讨酒精、毒品、死
亡、互联网组成的富有时代特征的生活。他敢于颠覆传
统，大胆地彰显数字时代年轻人的率性真情。

美国一家著名新闻聚集网站曾列举“32位值得关注的
亚裔作家”，榜单上最年轻的面孔就是珍妮?张。珍妮?张
1983年生于上海，幼年随父母移民至纽约，曾就读于斯坦
福大学。2012年，她在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之后，被
美国著名诗人伊丽莎白?罗宾逊评价为“21世纪的惠特
曼”。她以自己的日常生活为灵感，解剖梦想，勾勒出生活
的焦灼。
“出名要趁早”。这话用在鲍嘉璐身上是恰如其分的

贴切。这个在普林斯顿高中就读的华裔女学生，在她最
后一个高中学年，只用了两个月，就写出了闪亮于青少
年文坛的佳作。这部以15岁少女为主人公的科幻冒险小
说《鸽子飞升》一经出版，便入选美国邦诺书店青少年

推荐读物榜。《纽约时报》
畅销作家克里斯托弗?鲍里
尼赞誉这位少女作家是“一
个具有非凡才华的年轻作
家，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不同于老一辈的华裔作
家，“80后”华裔新生力量没
有太沉重的历史苦难作为写
作的源头和寄托，他们的笔
触也因此轻快了不少。在这
个崭新的时代，年轻的华裔
作家们将如何以笔为犁耕心
田，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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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爱中文，也热爱中
国文化。”李雪桃是一名法律
专业的缅族大学生，3年前
开始学习中文。从那时起，
她就在心中设下一个“小目
标”：申请到去中国留学的机
会，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回国后成为
一名缅甸本土的中文教师。

中国与缅甸山水相连、唇齿相依，
两国人民更是心意相通、交往密切。
“中国的书法特别吸引我，我学

过一些毛笔字，它们看起来就像是翩
翩起舞的少女，美极了。”正在缅甸
曼德勒福庆学校孔子课堂学习中文的
学生刘安经用中文说。

从11岁开始学习中文，断断续
续地学了6年，这名缅籍华人是第三
代移民。“从小父亲就让我学习中

文，但因为上学的问题，中间停了几
年，现在我大学毕业了，学习中文一
定要坚持下去。”刘安经说。

在这家孔子课堂学中文的学生
中，不少人还在尝试用毛笔写汉字，
刘安经对自己写的“华”字感觉比较
满意。他有些腼腆地说：“班上还有
同学要跟我比谁写得更好看呢。”

近年来，缅甸兴起了“中文
热”，不少青年人开始接触中文，学
习中文。除了华文学校，一些寺庙里
的学校也开设了中文课程。刘安经和

同学们会作为志愿者去那里教一些贫
困儿童和孤儿学习一些简单的中文。

在缅甸，人们对中国的影视剧并
不陌生。《西游记》曾在缅甸民众的
心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少缅
甸民众很小的时候就是孙悟空的忠实
粉丝。几年前，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
龄童到访缅甸，再次掀起了“美猴王
热”。

不光是那时的经典，今年刚刚在
国内引爆话题的电影《湄公河行动》
也在缅甸掀起了一股热潮。虽然电影

没有缅语配音和字幕，但故
事内容的贴近性、激动人心
的情节和宏大的动作场面仍
然吸引了众多观众。

谈起中国影视剧时，一
个名叫许琦红的女孩立刻来

了兴致，她抢着用不太流利的中文
说：“我喜欢看《微微一笑很倾城》，
电影版和电视剧版我都看过。”

谈到如果去中国，他们希望参观
哪些名胜古迹时，很多受访的学生
说：“最想去北京看长城，‘不到长城
非好汉’！”

今年24岁的李忠明说：“我去过
一次中国，当时是到云南进货，但我还
想去北京登上万里长城，当一名好
汉！”

（据新华社电）

缅甸青年人的中国文化情
刘奕湛 汤丹鹭 韩新颖 庄北宁

图为当地时间11月8日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唐人街的一个投票点，华人选民参加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票。 中新社记者 廖 攀摄

图为华裔作家伍绮诗和她的处女作《无声告

白》。 来源：新浪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