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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热政冷”到“政经同热”

伴随着华裔主人翁意识的增强，他们
开始有更明确的政治诉求，希望进一步参
与到华人自己的管理和服务中。

曾经世人眼中的海外华人对政治并不
感冒，其政治作为与其辉煌的经济成就相
比实在乏善可陈。东南亚向来有“华人钱
库”之称，在印尼、泰国、新加坡和马来
西亚，华人控制了约50% 的财富，但很长
一段时期内，东南亚华人在民族主义和民
粹主义的双重夹击之下对参政前景毫无信
心，呈现出“经热政冷”的局面。马来西
亚政府曾在上世纪70年代全面推行歧视华
人的新经济政策和同化华文的教育政策，
限制华人生意往来，限制在公开场合使用
华文和华语，限制华人社团的活动等等。
这使得华人政治行为受到严格限制，政治
地位严重受损。目前，情况逐渐向“政经
同热”的方向发展：在马来西亚，华人屡
次问鼎政坛高位，如今地方选举也不甘人
后。在泰国，勿洞市华裔市长陈进森连任
市长24年……华裔渐成一支不容忽视的政
治力量，走上各国政治舞台。

廖中莱日前在公开场合提出在以华裔
居民为主体的地区任命华裔市长或副市长
的呼吁更是往前迈进了一步，他说，“这
不是为了官职，而是为了让华人感受到自
己也参与了国家管理”。他还提到，除了
华裔市长，华裔公务员也必须增加。对
此，泰中华文教育基金会会长魏青接受本

报采访时说：“非常有必要让华人参与华
裔聚集地区核心的管理工作。要考虑为华
人争取更多的社会发展空间，参与当地建
设的机会，争取更好的社会环境，建立起
华人自信心和团结友谊。”无独有偶，喻
颖章于 2012 年 3 月就任华裔人口占 45%以
上的美国加州天普市市长时也以亲身经历
鼓励华人参政，表示“南加部分城市华裔
人数已成主流，而主流就要有主流的风
格，华裔发声势在必行”。

先人荫泽，上下求索

华裔得以对参政提出更明确的诉求，
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几十年的奋斗甚至几
代人努力积累的成果。参政的道路亦不是
一马平川，需一代又一代华人的上下求
索。

在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中国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的外部效应日益
显现，中国与华人所在国之间的经济往来
和政治社会文化的交往频率与层次增强，
客观上提升了华人在居住国的政治社会地
位和影响。此外，华人可以主人翁姿态参
与政治，与华侨华人先辈们艰苦的斗争密
不可分。“曾经马来西亚华人比现在占比
还大，但是由于‘扶马抑华’政策，华人
参政、参军通道几乎关闭。是华人先辈争
取合法居留权、合法取得所在国国籍的
努力，才有了如今更好的参政环境。”中
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
长庞中英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到。

纵然如此，华人参政之路依旧困难重
重。华裔族群要扩大发展，要自己当市
长，很难避免遭遇到其他族群的排斥和挤
压。魏青指出，“政府为了平衡各种关
系，防止华人抱团取暖，政策法规往往落
实不到位，需要解决的问题被搁置或取
消。”针对呼吁“华裔在以华裔居民为主
体的地区当市长”的声音，庞中英也提醒
到，“需要理性认识华裔当市长这一问
题。2014年钟万学成为雅加达首位华人首
长。在职期间他为华人和当地居民做了不
少实事，而在今年 5 月，钟万学被判侮辱
信仰罪，被捕入狱。这说明了宗教的差异
是海外华人参政环节中的一大课题，尤其
是在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等。泰国由于是佛教国家，华裔在华人聚
集地主政的条件相对而言要好很多。”除
了族群问题、宗教文明差异以外，制度
限制也不容忽视。马来西亚公务员考录
就存在明显的不平等机制，有时马来西
亚人的录取率高达 77.06%，而华人录取
率却为 10.01%。因此，包括华人在内的
少数族裔在居住国想要自我治理，试图
主导族群聚集地区的事务依旧会受到歧
视和压制。

服务华人，建设母国

“华裔当市长”的道路虽然曲折，华
人政治人物依旧不懈努力，做当地华人的
发声筒、母国人民的服务者、中华文化的
传承者。

一批华人政治人物的出现，正在改变
华人的公共形象，对提高华人的社会地
位、弘扬中国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
更需注意的是，华人政治人物最重要的使
命是对居住国华人负责，对各族裔选民负
责，为居住国建设作贡献。魏青表示：

“华人团体勤奋努力、刻苦钻研的优良作
风，起到了模范带头的作用，也为当地创
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当地居民和华人和
平相处，共同进步，这是当地政府和人民
最希望的。”庞中英也说：“如今国家富
强，华人经济政治实力上升势头迅猛，加
之‘华裔当市长’这类政治诉求不断提
出，容易给威胁论以可乘之机。海外华人
在争取参政机会、参与当地治理的过程中
务必要避免因华人占据主要位置导致当地
主体民族感受到威胁和不安。为一方选民
切实服务，造福当地人民才是华人居住国
政府对公职人员的期待。”泰国华裔市长
陈进森能连任 24 年之久，当选模范市长，
与其显著政绩不无关系。其在任期间，勿
洞市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社会事业全民发
展，华人与当地人民相处和睦，共同改善
了生活条件。

此外，心系祖国的海外华人在参政路
上不会忘记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孔子
学院、华文图书馆、中华学校等文化场所
的搭建离不开华人政治力量的支持。我们
有理由相信，参政华人能承担起服务华
人、建设母国、弘扬中华文化的使命。

“中缅胞波友谊日”庆祝活动举行

日前，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和缅甸华人社团在仰光
共同举办第二届“中缅胞波友谊日”招待会，庆祝中
缅建交67周年。中国驻缅甸大使、缅甸国务资政部部
长、缅华各界胞波友谊日组委会主席、缅中友好协会
会长分别致辞。

第二届“中缅胞波友谊日”活动在中缅两国民族
舞蹈和欢唱“中缅友好之歌”中拉开序幕，中缅各界
友人齐聚一堂，共祝中缅友谊万古长青。活动现场举
行了“中缅友好奖学金”颁发仪式和“胞波友谊情更
深”主题图片展，还播放了中缅友好纪录片——《胞
波情深，共襄盛举》。到场嘉宾畅叙友谊，共话合作，
纷纷表示将共同致力于推进中缅友好事业，共同培育
中缅胞波友谊强大的生命力。

（来源：中国侨网）

中国驻孔敬代总领事出席纪念活动

日前，应李氏宗亲会主席李舒豪邀请，中国驻泰
国孔敬总领事馆代总领事李秀华出席孔敬府“复善堂
成立68周年纪念日”活动。孔敬市长陈伟坚、孔敬府
知名侨领洪泽荣等华侨华人代表、当地各界民众约200
人出席。

陈伟坚表示，很荣幸能与大家一起见证复善堂焕
然一新的面貌。他对各界热心人士的支持表示感谢，
希望今后孔敬市更加繁荣昌盛。李秀华祝愿信徒们幸
福安康，复善堂越办越好，并共祈世界和谐、众生安
康。 （来源：中国侨网）

美国华裔民选官协会举办换届典礼

日前，美国华裔民选官协会在加州阿罕布拉市艾
尔曼瑟礼堂举行第20届理事会换届典礼，圣马力诺市
议员孙国泰作为现任会长把接力棒交给核桃谷水区委
员赵百淳。国会众议员赵美心、洛杉矶社区学院理事
伍国庆等华裔民选官以及州县市各级政要300多人参加
了这次活动。

孙国泰汇报了他在任内和大家一同完成的工作。
其中包括，他们为华裔民选官候选人举办了竞选造势
活动，以及民选官道德操守座谈会等，为维护华裔民
选官的政治形象，培养华人参政议政做出了大量的工
作。会上，亚裔青少年中心外联主任陈凤仪获得了民
选官协会颁发的年度优秀公民奖。陈凤仪表示，她会
继续参加华人社区的各种公益活动，尽自己的能力为
提升华人在美国主流的地位做出贡献。

（来源：美国《侨报》）

据当地媒体报道，纽约州第一位亚裔女法官陈翠芳
最近退休，结束了长达 30 年的法官生涯。陈翠芳在接
受采访时谈到，主流社会对亚裔女性有两个极端的刻板
印象：要不就是逆来顺受的“蝴蝶夫人”，要不就是狡
猾阴险的“龙女”。作为法官，如果表现得太软，会被
律师操控，如果表现得太强，又会强化“龙女”的偏
见。

克服困难，当上法官

1986年，在陈翠芳决定竞选法官之前，发生了一件
令她深受触动的事情。当时，她和丈夫前后排坐在演讲
会上，坐在她丈夫旁边的一个年长者对她丈夫说：“不
要跟那个中国人说话，我们不信任他们。”陈翠芳后来
发现，那个年长者竟然是个退休法官。

陈翠芳说，1986年竟然还有人说这样的话，她感到
非常震惊，于是她决定竞选法官。陈翠芳早年在《哈佛
女性法律刊物》 上发表文章，讲述了那次竞选的经历。
她指出，对一个亚裔律师来说，在 1986 年的纽约，发
出要竞选法官的宣言，很不寻常。那时候，纽约州还从
来没有一个亚裔候选人成功竞选过公职。第一次参选，
陈翠芳以138票之差落选，她认为这是既有的政治势力
从中操纵的结果。第二年她再度参选，这次终于顺利赢
得了选举，成为纽约州第一位亚裔女法官。

循序渐进，打破成见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当陈翠芳从哈佛毕业时，已
经开始有比较多女性进入律师行业，但女性仍需要去证
明自己像男性一样有能力读法学院，女律师仍然被同行
轻视。直到女律师形成群聚效应，当女律师不再被视为
越轨，她们才被这个行业所接受。陈翠芳在这条路上走
得更艰难。她在文章中写道，“作为亚裔女性，我觉得
我的群聚效应需要更长时间才实现，我还远远没有被人
接受。例如，在专业场合，只有当他们想请我推荐一家
好的中餐馆时，一些非亚裔的男性才会跟我说话。”

依法判案，避免干扰

陈翠芳是美国出生的华人，她的祖父来自广东台
山，曾经在皇后区经营洗衣店，她父亲在北京协和医院
攻读医学，二战期间被派到英国担任军医，后来在华埠
开诊所执业。移民家庭的背景，让陈翠芳对涉及移民人
士的案件多了一份敏感。以前的老派法官为了树立威
严，会在法庭上大声叱喝和发飙，现代法官较为克制和
温和。一个纽约女法官通常要强硬，才被认为是好法
官。从小在华人家庭里长大、受到传统文化熏陶的陈翠
芳，需要在硬与软之间做到平衡。

陈翠芳为自己树立起一个她心目中的亚裔女法官的
形象，这个形象是高踞法庭之上的蒙着眼睛的公正女

神，手里拿着公正之秤。她为自己继承的尊重他人的传
统和具有敏感之心感到自豪，同时避免让这些影响到她
严格地解释法律，那是她作为法官的首要职责。

（来源：中国侨网）

百氏祠是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创
建的“华人之家”。由李振健父亲李湘生
创办于1976年的该基金会，走过40余年
的风雨历程，寄托了印尼华人的情怀和
梦想，已成为“摒弃门户之见，超越地
域宗亲，代表最广泛华人利益”的华社
典范。

“这是万隆华人的家，每个周末都这
般热闹融洽，大家在这边交流互动诉乡
情”，李振健对中新网记者介绍说，每年
春秋两季，这里都要举行祭祖盛典，万
隆所有华人姓氏的代表都会参加。

“我们是用全猪全羊的中国最传统礼
仪祭祀的”，李振健说，百氏祠供奉的华
人祖宗牌位有整整100座，各姓氏先集体
祭祀后，再到各姓的宗祠各祭各的，“这
里已成为印尼万隆华人的一个心灵家
园”。

“除了促进华人的和谐团结外，更重
要的，我们要让印尼其它民族的人，了
解华人对印尼社会的贡献”。

走进位于该基金会大楼三楼的纪念
馆，用中文和印尼文双语说明的展板，
形象展示了在印尼历史长河中的华人成
就与中华文化。

春节、元宵、清明、端午的节庆习
俗；肉粽、米粉面、油炸鬼 （油条）、马
车等源于中国方言的印尼日常用语；印
尼女性礼服、木偶、布袋戏中的中华文
化元素；华人迁移印尼群岛的历史；印
尼历史上政商文教体等各行各业的杰出
华人……展览资料详实丰富，令人称奇。

“如今来参观的印尼人越来越多，甚
至超过了华人。他们看完后都大吃一
惊，不知道那么多的名人是华人，不知
道华人对印尼社会的贡献那么大”。

李振健举了个例子：印尼是 1945 年
8 月 17 日宣布独立的，而当年的 8 月 16

日，其开国总统苏加诺与副总统哈达，就是在西爪哇省卡拉
旺县华人农民饶吉祥的家里起草完 《独立宣言》 后，连夜赶
回雅加达，于次日宣布印尼共和国独立的。“因为这位华人农
民的平房太一般了，完全不会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意，就被
当时印尼独立志士用作秘密联络据点”。

“华人历史纪念馆的创办，不仅让子孙后代为前辈的事迹
感到骄傲，更证实了华人是印尼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陈翠芳：以行动破除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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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马来西亚最大华裔政党马华公会总
会长廖中莱表示，希望政府能在以华裔居民为
主体的地区任命华裔市长或副市长。马来西亚
中华大会堂总会长方天兴日前也同样呼吁政府
以此彰显马来西亚多元种族和国情。

华裔聚集地华裔聚集地 参政呼声高参政呼声高
杨杨 宁宁 云谱萱云谱萱

图为陈翠芳 来源：美国《侨报》林菁摄

当地时间 6 月 10 日，美国华人自编自导首部原
创音乐剧 《父亲节快乐》 在加州洛杉矶县圣盖博大
剧院盛大公演，受到观众欢迎。

卢 威摄 （中新社发）

美国华人自编音乐剧
庆祝父亲节

华 人 社 区
侨 界 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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