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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设自己思维

在加入百度之前，张亚勤在世界 IT巨头微软工作了
16年，曾被比尔·盖茨亲自点名，派回中国成立微软亚太
研发集团。

张亚勤坦言，虽然回到中国已有 10余年，但中美企
业文化的差异，他是在到百度后才感受到的。过去，在
微软，从研发到产品再到市场，技术研发转化的速度相
对较慢，这与百度等中国互联网企业有很大不同。他发
现，百度的工作节奏更快，对技术研发转化速度的要求
更高。这意味着，之前一些在美国做事的方式，回中国
不起作用了。

回到中国创新创业，“水土不服”是海外华人常常面
临的挑战。跳出熟悉的“舒适区”，对任何人而言都不容
易。作为百度总裁，张亚勤主要掌管百度技术体系、新
业务、国际业务并兼任百度美研的董事长。身处国内互
联网浪潮之巅，如何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新身份？张亚
勤选择将自己“重新设置并主动融入”。

“百度怎么做的，我就去学习。”张亚勤说，有时他
甚至会有意将过去的一些东西忘掉。因为他很清楚，他
要做的不是简单地将之前的经验全盘照搬，而是在不清
晰的新环境中找到一种把事做成的新方式。“找到了，做
成事情的速度就会很快。”

见证过硅谷的创新风潮，张亚勤对于当下国内的创
新环境并不吝啬溢美之词。在他看来，无论是基础设施，

还是研发氛围，亦或是资金支持，国内都已相当不错。而对
于越来越多像他这样参与中国创新的海外华人来说，如何
在“重设自己思维”和维持已有优势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是
最为重要的。“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所以新来者一
定要放正心态，要接地气。”张亚勤说。

保持创新活力

当然，“重新设置”并不意味着与过去完全斩断联
系。加入百度的这两年半期间，张亚勤也在这里留下了
属于他的印记，比如国际化的广阔视野、对于技术发展
趋势的准确把握等。

“在国外积累的技术开发能力、市场拓展能力、管理
理念以及‘朋友圈’，这些优势都可以继续用。”张亚勤
说。

从美国到中国，张亚勤改变了很多，始终没有改变
的，是他对于创新的热情以及站在行业前沿保持思考的
习惯。5年前，张亚勤在微软成立的创新加速器已孵化出
200多家公司，其中很多都与人工智能相关。如今，聊到
他正在百度推动的“人工智能操作系统”、“智能云”等
产品，他的语速快到似乎根本不需要时间思考。

“2016 年初，我就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了‘智
能+’的概念，指出人工智能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
基石。我相信，今后，人工智能会变得像电力一样重
要，主导着每个人的数字生活体验。”张亚勤很坦诚地告
诉记者，虽然人工智能在他的生活里应用并不比普通人
多，他最常用的两件智能产品是语音搜索和扫地机器
人，但对于新技术，他有着胜于常人的天然敏锐。而学
习、思考和判断，正是天赋之外，他让自己始终保持创
新活力的秘诀。

张亚勤给企业以及自己设定的目标，都与创新有
关。比如，他想让百度成为一个真正全球化的公司，拥
有一批技术牛人，做出好的产品；而关于自己，他希望
能以技术为本，去探索电子技术与量子计算、生物计算
相融合的更多可能。“如果能够通过创新，做一点贡献，
我就很高兴。”

当被问到企业家和科学家这两个角色更倾向哪一
个，张亚勤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将自己的人生经
历视作一个循环，从早期的研究型科学家，到后来成为
一个管理技术研发的领导者，再到如今更偏向一个商业
领袖，他希望最终还能回到一个可以沉下心来做喜爱的

研究的科学家。因为，一切可能改变世界的想法都让他
感到由衷的享受和快乐，即便短期之内这些想法不一定
产生多大的经济效应。

优秀源于习惯

从 12岁考入中科大少年班，到成为美国电气电子工
程协会最年轻的院士，从微软中国第一个集研发、战略
管理于一身的高管，到百度新业务的开拓者和掌门人，
张亚勤的一路似乎走得极其顺畅。他甚至直言，华人在
海外职场经常面临的晋升“天花板”，他并未碰到过。

“如果有过硬的能力，有融入的意愿，其实我不觉得
存在所谓的天花板。”张亚勤的想法始终很简单，那就是
凭能力服众。

对于这位曾经的“少年天才”，外界总会好奇，他的
成功究竟几分来自运气，几分来自努力？“运气不占比
例，可能因为我比较优秀吧。”张亚勤笑着眨了眨眼，虽
是玩笑，却难掩自信。

这份自信与勤奋有关。但张亚勤的勤奋不是上学时
天天泡图书馆，也不是工作后夜夜在办公室加班，而是
对目标非常清晰，对不同事情的优先级非常明确。正如
他说：“我不会严格规定每天自己该做什么，也不会为坐
办公室而坐办公室。但这段时间，我要对什么保持关
注，我很清楚。”

为此，有一些习惯，张亚勤保留多年。
比如，在微软工作的十多年间，他几乎每天都会抽

出3个小时，不开会，不看手机，不回工作邮件，只用来
看书、读学术论文以及上网搜索最新资讯。

又比如，为了了解一个新技术或新行业，他坚持最
好的方式是找这个领域最牛的人交流。就像最近，为了
跟进人工智能芯片的最新研究进展，他找到这个领域的
几位权威学者，请他们推荐近年来与此相关的 10篇顶尖
学术论文和一本著作。读完这些，他再与这些学者交
流。“一定要看书，一定要把细节全都搞清楚。”这时，
总说自己很松散的张亚勤，却自我要求格外严格。

张亚勤曾说，富有创新精神的人身上往往有 3 个特
点，一是愿意思考和批评，二是有闪亮的思想，三是总
能找到资源并且有很强执行力。在他身上，这些特点不
难找到印证，创新永远是他的初心。这或许也正是张亚
勤在回到中国、“重设自己”之后仍能走在创新前沿的原
因。

中国武术对外国人而言，一直
充满着神秘感。为了揭开这层面
纱，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武术家们，
主动承担起了传承中国功夫的使
命，令中华武术闻名于世。

上个世纪 70年代从中国香港移
民到美国的叶永康，带着武侠梦在
纽约华埠开了当地第一家龙形拳武
馆。刚开始，和许多华人新移民一
样，叶永康为了贴补家庭并融入新
生活，一边学英文一边在餐馆打
工。后来，因兴趣使然，便开起了
武馆。他所开的叶氏龙形拳馆，不
仅教授龙形拳，还教广受欢迎的太
极拳和舞狮，多年来中外门徒已数
以千计。叶永康说，他在最困难的
时候也没有想过要关闭武馆，因为
中国传统功夫既已随着他走出国
门，他就有义务让它在异国传承。

像叶永康这样在海外传承中华
武术的华人还有很多，来自香港的
郭威贤就是其中一个。

郭威贤是美国一家武术学院的
院长，专门教授咏春拳。从 2007年
办校至今，他教授过的学生已超过
200人，其中大部分都是欧美人。平
时，学生们都会用中文称呼他为

“师傅”。因为在郭威贤看来，只有
了解中国文化，才会尊重中华武
术。从企业高管到华人武术家，他
把爱好变成了自己一生的事业，把
传播武德当成了自己的责任。“这是

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起码要尽力把它做好。我跟我自己
说，一定要把它做好。”

华人武术家中有一道独特的风景，那就是“80后”女
孩陈敏。

从小就对武术有浓厚兴趣的陈敏，2007年从浙江省队
退役后，毅然决定到阿根廷发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办起
了武馆。从基本功到招式拆解，陈敏既要求严格，又将中
华武术本土化以便于学员接受。陈敏的专业与严谨，淡化
了中国功夫的神秘感，增加了学员对中华武术的尊重与热
爱。她一直坚信，武术是中国文化的名片，这张名片所传
播的远非几个很酷的动作，更多的是武德中所包含的中华
文化与传统美德。陈敏在教学中时常会穿插讲述一些武林
中充满正义感的小故事，也会把中华文化中克己复礼、尊
老爱幼等元素融入其中。她所传授的不仅仅是招式，更是
中国人的生活态度。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武术在海外
华人的传播推广下，已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接受和认可。
揭开中国功夫的神秘面纱，更能让外国人读懂中国。

3 月 31 日，“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耀华奖学金”项目
第二期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该项目捐
资4365万元，将在今后五年内招收、资助100名海外华裔
优秀初中毕业生来华接受高中教育，并通过考试进入中
国一流高校学习，以促进海外华人社会的繁荣与发展。

受助学生感触多

“大家好，我叫傅其豪，来自缅甸，高中毕业于深
圳市耀华实验学校，现在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
签字仪式上，华裔学子傅其豪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发言。
然而谁能想到，这样一位说着流利中文、发音标准的青
年在五年前初到中国时，汉语还不到小学水平。而他人
生的转折点，则要从获得“中国华文基金会耀华奖学
金”项目第一期资助开始说起。

傅其豪出生于一个华人家庭。2012年，梦想学习中
文专业的他通过当地华校了解到“耀华奖学金”项目。
他毫不犹豫地报名并通过了该项目选拔考试。9月，傅
其豪成为了深圳市耀华实验中学华文班的一名学生。进
入华文班学习后，傅其豪发现自己在缅甸所学的知识远
远不够用，于是他刻苦学习以弥补自己的知识短板。

2015年夏天，傅其豪收到了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录取
通知书，实现了他进入中国名校的梦想。未来，傅其豪
还打算继续深造并成为一名中文翻译，为中缅之间的文
化交流出力。

傅其豪不是唯一一个被“耀华奖学金”项目改变命
运的华人学子。同样来自缅甸的小叶则通过“耀华奖学
金”获得了宝贵的学习机会。小叶姐妹四人从小跟着姨
妈生活，巨大的经济压力让她在初中毕业后不得不面临
失学的选择。然而“耀华奖学金”却帮助她点燃了继续
学业的希望。通过三年的勤奋学习，小叶于2016年顺利
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就读。

华文教育新模式

据了解，第一期“耀华奖学金”项目由中国华文教育
基金会与深圳市耀华实验学校于 2010年 9月联合设立。
捐资总金额为 3120 万元，并于 2011 年正式招生。该项目
通过全额资助形式，选拔海外优秀华裔初中毕业生免费
来华就读高中。该项目目前已资助和完整培养四届高中
毕业生。已毕业的 64 名学生全部被中国重点高校录取，
其中24人接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传统的华文教育主要通过华文夏令营、发放中文教
材、派遣中文教师等形式进行，而像“耀华奖学金”项目这
类通过招收优秀华人学子来华学习的华文教育形式尚属
首次。国务院侨办副主任李刚表示，“耀华奖学金”项目通
过挖掘、筛选华人学生中的佼佼者，开创了华文教育的新
形式。未来国侨办愿意与相关学校继续合作，使华文教育
更好地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壮大，走向正轨。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理事长赵阳说，华文班开设初
期，很多华人学生刚刚来华，无法用中文进行交流，这
曾让他对“耀华奖学金”项目最终是否会成功产生过怀
疑。2013年，首批华文班学生以优异成绩提前被国内名
校录取帮助他打消了疑虑，建立起对华文教育新模式的
信心。他希望这些来华学习的优秀华裔学子将来能够不
断探索，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桥梁。

阿根廷华人举办爱心捐款
日前，由阿根廷中华慈善总会组织的爱心捐助活

动，得到了旅居阿根廷华侨华人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
与。慈善总会利用义卖等多种形式积极筹款，表达了
阿根廷华人的慈善之心。日前，这笔40万元人民币的
捐款被送到中国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濛江乡大沙河村。

阿根廷中华慈善总会执行会长包伟将、阿根廷华
侨中华商会会长董其仁出席了当地的捐赠仪式。该县
县委副书记表示，一定会用好这笔体现着旅阿侨胞慈
善之心的捐款，为大沙河村村民解决实际困难，共同
走上致富的道路。 （来源：中国侨网）

“柬华总会”新会址奠基
近日，柬埔寨副首相孟森安出席“柬华总会”奠基仪

式，祝贺“柬华总会”新会址奠基。孟森安表示，柬埔寨华
人、华侨、华裔聪明能干，善于经商投资，为柬埔寨国家
社会发展、经济稳定和迅速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熊波出席了典礼仪式并表示，
长期以来，在柬华人华商艰苦创业，勤劳耕耘，为柬
埔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支撑柬埔寨
发展的中坚力量。他希望，在中柬发展战略对接的今
天，华人华商作为联系中柬的天然纽带和合作伙伴，
发挥好柬埔寨参与对华“一带一路”合作的独特优势。

（来源：中新网）

肯尼亚侨胞为旱区捐款
肯尼亚华侨华人联合会近日向肯尼亚旱灾地区民

众捐赠 200 万肯先令 （约 13 万元人民币） 支票转交仪
式在肯尼亚红十字会总部举行。不久后，华联会还将
向肯尼亚国家旱灾管理局转交价值 300 万肯先令 （约
20万元人民币） 的赈济食品。

肯尼亚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郭文昌在支票转交仪
式上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
德，当肯尼亚兄弟姐妹遇到灾难时，旅肯华侨华人有
责任、有义务伸出援助之手。肯尼亚红十字会秘书长
阿巴斯·古利特博士表示，当前肯中各领域合作密切，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肯工作生活，此次肯尼亚华人华
侨联合会对肯干旱地区受灾民众的慷慨捐赠是中国人
爱心的体现，对此深表感谢。 （来源：国际在线）

驻英使馆举办为侨服务讲座
近日，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2017年首场“为侨服务

讲座”在伦敦华人社区中心举行，讲座以“发挥华侨
华人优势，促进中英友好交流”为主题，邀请多位侨
团领袖介绍各自在促进中英友好交流上所做的工作及
体会。讲座由卢海田参赞主持，50 多个社团 100 余名
代表参加。

今年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英国福州十邑同乡总会
会长林光介绍了今年全国政协会议的整体情况、主要
精神及华侨华人关心的相关议题，重点介绍了国家对
华侨华人群体的重视以及“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华
侨华人的优势作用。 （来源：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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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永远是初心
本报记者 严 瑜

百度总裁张亚勤：

创新永远是初心创新永远是初心
本报记者 严 瑜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见到百度总裁张亚勤时，他手中拿着当
天的第五杯咖啡。论坛讨论、媒体采访、商务会谈，几乎精确
到每一分钟的行程安排让他感叹：“都快忙晕了。”

曾经的“少年天才”、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如今的百度
“新业务开山者”、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会员，这些耀
眼的光环，使张亚勤几乎每一次出场，都毫无疑问地成为闪光
灯追逐的焦点。而这一次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他却从“重新设
置自己”开始谈起。

图为张亚勤在 2016年百度世界大会国际化论坛上致
辞。 资料图片

图为张亚勤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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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华裔学生从中受益
——“耀华奖学金”二期签字仪式举行

薛可炎

图为“耀华奖学金”二期签字仪式现场。 薛可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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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南非警察部副部长索特尤 （Maggie
Sotyu） 女士前往位于约翰内斯堡市中心附近的中
非商城，出席华人保安公司ESS提议的皇冠区治安
工作会议。图为华商代表就华侨华人最关心的问题
提出建议。

中新社记者 宋方灿摄

南非华人与警方

共商治安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