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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海外升职难？

正如加拿大 《星岛日报》 所指出的那样，华裔学子
大多都非常聪明、勤奋，是学校的佼佼者，在成绩上也
非常出众。在职场上，他们也都勤奋而努力，但真正进
入公司高层的华裔却并不多。

华裔升职难的现象背后存在着所谓的“玻璃天花
板”。当华裔在公司的地位达到中层之后，再想向上晋升
时，就总会觉得有块玻璃挡着升不上去。暨南大学华侨
华人研究院教授张应龙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这主要
是种族主义的意识还在‘作怪’。”张应龙认为，“在白人
统治的国家，基本都存在这种情况。这和华裔学生在学
校的成绩好坏并无太大关系。华裔家庭都比较重视孩子
的教育，所以华裔学生的成绩总体较好。但当他们步入
社会后，由于种族歧视在‘作怪’，他们在职场上发展到
一定程度后，很难再有发展。”

但华裔海外升职难的现象也并非存在于所有国家。
在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 （新加坡除外），这种现象并不存
在。菲律宾红烛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国侨办外派教师
张杰向本报介绍说，“以菲律宾为例，华人在菲律宾大都
有自己的商业公司。华人子女大多是子承父业，绝大多
数都不存在就业升职难的问题。”

种族、文化成阻碍

定居美国的中国丝路旅行者联合创始人崔依依在接
受本报采访时坦言，“在美国的职场上，歧视依旧存在。
在能力相当的情况下，美国公司几乎不会让亚裔来担任
高层的管理职位。”

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爱德华兹威尔分校传播学副教
授刘敏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曾经
做过一个科学实验。将同一个录音播放给两组学生听，
给第一组学生看的是白人面孔的照片，给第二组学生看
的是亚裔面孔的照片。这两组学生对文章内容本身都没
有了解。等两组学生听完录音，考察他们对文章内容的
了解时，发现第一组 （看着白人面孔照片） 的学生对录
音内容理解的更好。”刘敏认为，“当他们看着亚裔面孔
的照片时，在潜意识中就会觉得自己在和非美国主流族
裔的人交流，自己可能会听不懂他说的话。其实所谓的
种族之间的歧视，并不是说因为他们是坏人所以要歧视
我们，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偏见。”

华裔学子被认为学习认真努力、成绩好，但却不善
于社交。而在美国，社交能力远比学习成绩更重要。

“这或许与华人的文化传统和华裔家庭的教育有关”。
新加坡雕艺公司总裁贺玉荣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大
多数华裔家庭的教育是：凡事要低调，做事情不要太标新
立异。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华裔孩子们都很自
律、勤奋、积极，却不太善于表达和表现自己。而在职场上，
如果不能或不愿意表现自己，机会就可能白白给了他人。
此外，大多数华裔在职场上更倾向于“恪尽职守”，是个很
好的执行者，却不善于去当领导者。这也在某些方面影响
了他们在职场上的表现。通常，做到中层管理者很多，进入
最高领导层的人却很少。”

贺玉荣认为，多数华裔学子怕犯错，总担心自己做
不好。这种心态延续到职场上，很多时候就是被动做
事。他们很少会主动提出建议，拿出可行性方案。这些
文化约束在无形中也影响了华裔学子在职场上的发展。

美国纽约罗斯里根律师楼合伙人孙澜涛律师介绍
说，“目前在美国国会中，500多名国会议员里只有十几

名亚裔。究其原因就是我们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教育只重
读书成才，不注重从政和领导力的培养。这种现象到目
前仍在轮回。亚裔家庭鼓励孩子选择的职业，基本上都
不抛头露面，但有稳定的工资。这种想法一旦继承下
去，就会导致亚裔中领导人物匮乏。”

叱咤职场需“接地气”

美国交通运输部部长、华裔赵小兰女士在接受央视
采访时曾指出华裔在美国的“生存之道”。赵小兰认为，

“华裔要在美国社会参政议政，就必须在文化上做出适当
调整。美国社会特别有对抗性，人们总是在不停争论，
华裔移民的后代会更加适应那种非常好斗和喜欢争论的
美国‘舆论场’。”

贺玉荣认为，“海外华人在职场上面临着不同国家不
同语言不同文化的挑战，在尊重他人文化的基础上，要
更自信、更大胆地站出来表达自我的看法和思想，做事
情更加主动，多与他人交流和沟通。中华文化本身也有
着其自身的优势和魅力。”

除了需要华人自身的努力，海外华人社团的努力也
必不可少。刘敏认为，“华裔社团可以举办职场沙龙、各
种行业的协会，提供帮助海外华人了解美国企业文化和
领导力的培训，给有潜力的华裔职场人更多的支持。”

此外，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促进了中美两国各种形
式的交流，这对于美国职场中的华裔群体来说，也是一
个很好的机遇。“这会使我们多一个在职场上竞争的强大
翅膀。祖 （籍） 国的强大以及中国市场带来的诱惑和吸
引力，会使我们亚裔更加有含金量。我们懂中国的语
言、文化，这使我们在工作上有更强的竞争力。”刘敏这
样说。

“中华文化大乐园匹兹堡营”开营
近日，由国务院侨办主办，江苏省侨办和匹兹堡中

华文化中心承办的“2017 中华文化大乐园美国匹兹堡
营”开营仪式在美国匹兹堡温彻斯特瑟斯顿学校举行。

开营式上，来自江苏省的 12名优秀中小学教师展示
了精彩才艺。在随后进行的教学活动中，这些教师会为
当地约200名华裔青少年传授武术、功夫扇、葫芦丝、民
族舞、现代舞、书法、国画、剪纸、中国结、泥塑、朗
诵、合唱等12门中华文化课程。为宾州匹兹堡地区广大
华裔青少年精心打造一个学习了解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
暑期。 （来源：中国侨网）

加拿大华人社团积极募捐赈灾
加拿大西部卑诗省遭遇的罕见山林大火已持续近一

个月。当地华人社团正积极组织捐款赈灾。
加拿大华人社团联席会执行主席近日表示，目前已

收到来自侨社的善款累计超过11万加元，且账目记录清
晰。虽然原计划募捐截止日期是 7月 31日，但眼下捐款
仍陆续有来，社团会继续接收善款并转给红十字会，将
爱心延续。他说，不论加拿大、祖 （籍） 国或其他地方
发生严重灾情，华侨华人社团都愿挺身而出、奉献爱
心。去年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发生历史罕见的山林野火，
加拿大华人社团联席会组织捐款约27万加元。此外，该
侨团亦为尼泊尔地震、日本海啸以及卑诗省的儿童医院
和患儿发起过捐款。 （来源：中新网）

澳大利亚塔州和统会成立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日前在

塔斯马尼亚州首府霍巴特市召开发起人大会，正式宣布
成立。

来自塔斯马尼亚州多个华人社团的负责人或代表参
加了当天的会议。塔斯马尼亚州和统会宗旨是：团结在
塔州的、来自两岸四地的华侨华人，坚决反对“台独”

“藏独”“疆独”等一切企图分裂中国的行为和势力，支
持、推动和促进中国和平统一；以各种形式，举办各类
活动，联系海内外华侨华人及各界人士，努力促进澳中
关系发展，增进澳中友谊。

首任会长表示，中国和平统一，是海峡两岸及全世
界炎黄子孙的期盼，和统会将尽心尽责按照组织宗旨，
团结大家共同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贡献。

（来源：人民网）

马来西亚举行华穗艺术节
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政党——马华公会于近日起举

行为期一个月的华穗艺术节。活动包括文艺表演、艺术
展览、光影艺术、民俗艺术活动与艺术市集五大类。

马华公会总会长在活动开幕式上表示，马华公会作
为捍卫华人权益的华人政党，协助华人艺术的发展，责
无旁贷。他认为，马来西亚独立 60 年来，国人尤其华
裔，已经在马来西亚建立了本土文化，形成一种独有的
文化特色。他说，当年华人祖先来到马来西亚这片土
地，也把中华文化带到这里，并在这里传承繁衍，有些
艺术形式还注入了“南洋色彩”与“马来风味”，成为了
别具特色的“马来西亚华人艺术”。 （来源：中新网）

华裔升职难？

“接地气”方可叱咤职场
张永恒 毕梦静

加拿大《星岛日报》日前刊文称，在美华人子弟在校
成绩向来出类拔萃，但经常踏入职场后就逐渐“泯然众人
矣”。耶鲁大学法学院与全美亚太裔律师协会日前公布的
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亚裔美国人虽在全美人口中仅占6%，
但在顶尖法学院中的研究生比例却占10%。不过，他们最
后在联邦司法系统任职的比例仅有3%，在州级法院任法官
的比例只有2%。报告撰写人之一、毕业于耶鲁法学院的加
州高等法院华裔法官刘弘威指出，虽然亚裔在法律行业的
成长令人印象深刻，但进入领导层的速度一直缓慢。亚裔
在按客观标准竞争及择优录取方面表现良好，但当择优录
取的标准涉及对晋升、提拔来说不那么直接、具体和明显
的方面时，他们好像“就从雷达上消失了”。

图为全球化环境下的职场一角图为全球化环境下的职场一角。。来源来源：：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侨 界 关 注

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
在汕头市艺都大剧院举行——南
粤 古 驿 道 文 化 之 旅 的 首 部 话 剧

《风雨侨批》 首次对外演出。这也
是侨批这一世界记忆文化遗产首
次以话剧艺术形式进行表现。

侨批，被视为华侨历史文化
的“敦煌文书”，目前在收集研究
方面尤以潮汕为最。潮汕侨批史
不仅是潮汕人在外拼搏的血泪史
和开拓南海丝路的诚信发展史，
也是中华民族在特殊历史背景下
不可替代的记忆。

这部话剧的剧情正是围绕侨
批这一信物展开。有道是“台上
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经历了两
年多的锤炼，话剧 《风雨侨批》
终于首次与观众见面。

从事话剧行业将近 40 年的著
名潮汕话剧演员赵曙光既是 《风
雨侨批》 的导演，又是这部话剧
的编剧之一，还参演了其中的角
色。对于这部话剧，从孕育到诞
生，他再清楚不过。

在赵曙光看来，话剧这种艺
术形式仍是较为“阳春白雪”，话
剧的创作也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观
众爱看，而是在创作中要有精品
意识，提升话剧的艺术价值。“打
造出属于汕头的精品话剧”这一
目标埋藏在了赵曙光的心中。

2014 年，赵曙光便与陈继平
一道，开始了 《风雨侨批》 的创
作。为了还原侨批的历史，他进
行了大量的学习、研究。在这个
过程中，赵曙光逐渐发现了侨批
的魅力，这是连接海内外华人的
纽带，而且这条纽带无论在什么
条件下都未曾断开。

在创作的过程中，河北人赵曙光感动于潮人的重信
取义、家国情怀，“在剧中不仅体现了批馆三代人的人生
历程，我们还设置了一封找不到收件人的‘死批’，这是
海外寄批人的遗产，在家乡找不到具体的收批人，但是
主角一直没有放弃，直到妻儿丧身、自己被冤为汉奸，
萌生寻死念头时，这封‘死批’给了他活下去的信念。”

《风雨侨批》从清末切入，跨越不同历史阶段：从侨
批的兴盛发达到潮汕沦陷、交通隔绝下侨批业的衰落再
到后来日本人战败、新中国成立，侨批业又回温，真实
还原了潮汕侨批业在沦陷时期的艰难困苦和坚守自救的
过程。

目前，话剧团已经收集到不少针对 《风雨侨批》 的
意见与建议，正在准备对剧本进行优化。话剧团也表
示，准备在9月份或者国庆期间安排几场演出，让更多人
感受到侨批故事的魅力。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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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人 社 区

27年来，他义务带领500多位华裔到
广东寻根，足迹遍布400多个村庄，风雨
无阻，人们称他“寻根之父”。他的目的
只有一个，让华裔后代明白：“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踏上祖先的土地”

1880年，郑国和的曾祖父从中国移民
到夏威夷。郑国和从小就对家族历史十
分好奇。一次，华人历史学家麦礼谦在讲
座中教大家画出家族族谱。郑国和饶有
兴趣，回到家里便开始找族谱，在其中一
个分支上，他找到了父亲的名字，还有出
生的村落。于是，他决定回一趟中国。

1988 年，40 岁的郑国和第一次踏上
了祖先的土地——广东省中山市三乡乌
石村。他找到了父亲的祖屋，还有父亲
读过的旧时书院。他在每张凳子上都坐
一下——其中一张肯定是父亲坐过的。
这次认祖归宗，让郑国和做出了一个更
大的决定。

“每个圆梦的人，都哭着笑着”

1991 年，郑国和和麦礼谦一起创办
“寻根计划”，与广东省侨办合作，带领
美国华裔青年回广东寻根问祖。为此，
他还苦练语言，除了精通英语、西班牙
语、菲律宾语，郑国和还能讲一口流利
的粤语和普通话，还懂台山话、闽南话。

他还记得第一次带着 10 个青年学生
到中国寻根的情景：“很多地方没有公
路，没有导游，从广州到台山要6个多小
时，中途还要摆渡，然后步行一两个小
时才能进到村里。”

从美国到广东，跨越半个地球。很
多寻根者仅凭一个只有读音的地名、一
张老照片、一段模糊的记忆、几句来自
长辈的口头描述，有的甚至只有一个邮
编，就踏上了寻根之旅。

尽管充满各种艰辛，但每当一个团员
成功找到自己的祖屋或者亲人，每个人都

“哭着笑着”，那样的场景无法忘记。

据了解，一个寻根团，从发布报
名、筛选团员、设计行程、回广东寻
根、返美后团员撰写寻根体验、举办寻
根展览和分享体会、寻根文章集结出版
等，整个过程要持续一年。

寻根，让素不相识的寻根者们联系
在一起，就像一个大家庭。

“中华文化改变寻根者的人生”

郑国和说，每当寻到故乡，华裔青年
都要到祖屋点上几根香。当站在祖辈故乡
的土地上，瞻仰着祖辈生活过的地方，听
乡亲们讲述着过去的故事，曾困惑华裔青
年的疑问也得到了答案。而这，也是郑国
和一直坚持的原因。

“在美国，很多华裔青年对西方的文
化和历史非常熟悉，却不会说一句中
文！我就像他们的父亲，有责任让他们
知道自己的历史和祖先，希望他们了解
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一代代地传下
去。”

郑国和说，寻根者都是华裔优秀青
年，他们陆续成为各领域的杰出人物，
这不但有利于美国社会，也有利于中美
关系的发展。

27 年光阴，让郑国和从中年步入老
年，但他表示，寻根之旅将会一直持续
下去。 （来源：中国侨网）

图为郑国和。 资料图片

“寻根之父”郑国和
冉文娟

近日，18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摄影家在长沙市 9个区
县（市）展开创作，摄影家来到长沙市某汽车有限公司、中国
红瓷工艺园等地，用镜头记录长沙制造。

中新网 杨华峰摄

▲摄影家贾国荣拍摄工作人员检测汽车。

◀世界华人联盟主席王苗 （左一） 与旅美摄影家刘雷 （左
二） 在中国红瓷工艺园拍摄红瓷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