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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黄道婆随黎族人学习纺织终成布业鼻祖，今
有华人张焱带着米、面、油，数次住进黎族寨子学习织
锦，历时 20 余年终于著书《黎锦记》，包含了黎族五个
方言区的特色织造方法。

张焱一家人 2015 年移民美国。在平静的生活
里，她更有创作热情，预定今年5月在拉古纳滩一家
美术馆举办个人黎锦作品展览。

黎锦起源于 3000 多年前的古城崖州，也就是现
今的海南岛，这是中国最早的纺织品。黎族人将图
腾、梦想、生活编织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黎锦
列为急需保护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考证，时至
今日，全世界只有不到200人能熟练掌握这项高超复
杂的技术，张焱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张焱是来自中国山东的汉族女性，和黎族及黎锦
本来一点关系都没有，一切都在她 1995 年辞掉小学
老师的工作，去海南闯荡时发生了变化。她说，她记
得刚下飞机，在机场附近看到一个黎族阿婆在织布，
阿婆只靠身体和简单木棍、麻线和刀子，就织出了漂
亮的花纹，她被这个场景迷住了。

她在海南的五星级酒店找了一份市场推广的工作
安顿下来，闲暇时她全部用来四处找黎族阿婆学习织
锦，为此拜访了很多黎族寨子。她最初是在山里住几
天，有时一个月，后来辞掉酒店工作，带着粮食住进了
黎族寨子，一住就是半年。

她说，对很多黎族人来说，织锦是珍贵的技艺，
很少有人会马上教你，最好的办法是融入当地人。她
每天和大家一样日出而作，上午做农活、摘花生、砍
竹子、酿米酒，帮当地人看小孩，晚上睡在当地的船
形屋里面，有时当地人会在田边织锦，她就赶紧去偷
艺学习。

外人看来山中岁月很艰苦很无聊，张焱却觉得其
乐无穷。她说，山里的米酒甜甜的很好喝，山里的野
蜂蜜、野菠萝特别甜，有时和黎族人抓山鸡烤着吃。
几个月下来，身体充满了活力，在大自然的沐浴下变
得更健康，而她的织锦技艺也不断提高。即使后来结
婚生子，也不能阻挡她学习织锦的热情，有时老公和
儿子就和她一起住在寨子里，一家人过着与世无争的
田园生活。

她说，织锦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每种花纹都
有几十个步骤，错一处就等于做了无用的功夫，且黎
族人没有文字，完全靠口传心记，那个时候起她就萌
生将来要出一本介绍黎锦编织方法的书。

20多年过去，张焱喜欢织锦的热情不减，有时她
能连续工作五六个小时。当身体架上织锦架，随着身
体律动让丝线在经纬中穿梭时，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
宁静独立的小宇宙，外面的事和她毫无关系，整个身
心都专注在织锦上。一幅织锦作品她常要花费一个月
以上时间才能完成，每一个图案都是她的心血。

张焱说，黎锦最初是兴趣是爱好，现在已成为她
生命的一部分，她从中获得了心灵的养分和疗愈。希
望能为黎锦加入更多创新和时尚元素，让更多人了解
和喜欢这门3000年历史的古老技艺。

多年来她将黎族五个方言区近百名老人 20 多种
织锦制法都收集齐全，并汇集在即将出版的 《黎锦
记》。她说，这本书不是她的自传，是记录3000年宝
贵黎锦的技法，让它能得以流传。

（来源：侨报网）

融入积极 贡献卓越

据美国联邦人口普查局最新数据，美
国亚裔总人口达2140万，其中以华裔美国
人最多，超过508万人。

在美华裔不仅数量多，人口质量也在
逐年提升。近年来，无论在美国学术界、
政界、体坛还是文艺界等领域，都不乏华
裔成功的靓丽身影。

5月1日，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官网公布
的新一届美国科学院院士名单中，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教授杨丹、耶鲁大学教授林海
帆、布朗大学教授高华健等来自物理、生物
与固体力学等领域的6名华裔入选。

这一机构在世界各国评选出某个科学
领域最杰出的代表、为人类科学事业作出
了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作为科学院外籍院
士，这被看作是美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之
一。在此前已有华罗庚、袁隆平等为人类
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上榜。

引人注目的是，华裔在美政界也立有一
席之地：赵小兰两度进入美国内阁出任部
长；加州财务长和审计长江俊辉长期为纳税
人服务，成绩显著；曾任美国民主党全国妇
女委员会共同主席，美国癌症研究协会最年
轻的董事李林笛积极为妇女发声，关心民众
健康……

“华裔来美时间早，贡献大，那时候大
部分铁路都是由华裔劳工修建的。”作为首
位录制全美中文直播电视节目的华人，美
国华商总会顾问蔡文耀在接受本报采访时
回忆道，“这几十年来，在美华裔形象变化
很大，当地社会对华人群体的正面评价多
了，更愿意了解华人、接受华人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亚太裔评价积极：

“亚太裔通过他们的勤劳和对国家的热
爱，为美国的发展和多元化做出了不可衡
量的贡献。”

延续传统 牵线搭桥

以文出世是亚洲的传统价值观。数据
显示，亚裔依旧是全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族
裔，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亚裔占53.2%，远
高于全美31.2%的平均水平，其中华裔从事
教育服务、健保和社会援助的占比最高。

亚裔美国人在所有族群中拥有最低的
贫穷比率、最高的高等教育接受率，家庭
收入及个人所得的中位数最高，华裔在其
中也表现不凡。究其原因，来自传统儒家
思想中的勤奋努力、注重教育和家庭和谐
对在美华裔的发展至关重要。

“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头等大事。华裔家
庭重视教育，所以入学率、高等教育毕业率
都很高。而知识水平的提高对华裔的就业
又产生了正面影响。此外，华裔家庭一般父
母两人都参与工作，整体家庭收入较高。华
裔通过勤奋工作、家庭投入，使得华裔社会
地位逐渐提高。”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副院长陈奕平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称。

在美生活多年的蔡文耀也表示，“在
美国，很少能看到亚裔流浪汉在街头讨生
活。他们都希望靠自己的双手来争取幸福
生活。这些都归功于亚裔保持勤劳和节俭
的优良传统价值观。”

除了课堂中的“尖子生”，在美华裔还充
当着搭建中美交流桥梁的友好使者角色。

出生在中国广东的李家荣，8岁时来到
大洋彼岸的美国波士顿。“我一直坚持学习
中文，也越来越能感受到华裔身份带给自
己的骄傲。”

如今，李家荣就读于哈佛大学经济
系。作为哈佛中国论坛运营部总监，在接
受本报采访时谈起华裔形象在美国的变
化，李家荣很兴奋：“华裔在美国甚至世界
各地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这让我们更被
重视。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中国是一个可以
与西方发达国家媲美的地方，华裔也被看
作各国与中国联系的重要桥梁。”

大学期间，李家荣一直在美国大波士
顿法律援助处做义工。精通中英双语的
他，通过做翻译和咨询，帮助当地华人家庭
解决了不少关于政府福利、医疗保险、房屋
权益等关系切身利益的问题。

“华裔是中美友好的共享资源。”陈奕
平说。

勇敢发声 消除偏见

在华裔作为“模范少数族裔”的称赞声
中，一些学者也表达了他们的担忧。过度
夸大亚裔美国人的成功形象，可能反而会
掩盖亚裔所受到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

人们庆祝亚裔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应看
到，亚裔在美国社会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现
象仍时有发生。

两年前，美国商务部在没有充足理由
的情况下，解雇了美籍华人科学家陈霞芬。

今年 4月 24日，美国绩效系统保护委
员会对此案做出了裁定：美国商务部没有
理由解雇陈霞芬，应立即恢复其在国家气

象部门的工作，并支付相应工资和福利。
“我很感激正义最终获胜！这不仅对

我来说是好消息，对所有争取正义和公平
对待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好消息。为正义
而战，我们赢了！”陈霞芬当天在社交媒
体上激动地说。

2016年，华人在大选年参与踊跃，根
据人口普查局发布的最新亚裔投票率，亚
裔投票率为 49.9%；打破 2012 年大选亚裔
投票率47.9%的历史高点。

“我们很高兴能看到近 20 年华人积极
维护自身权益。华人团结起来，通过网络
的手段，共同抵制对华人的歧视或不公平
待遇。比如在 2014 年的‘梁彼得案’、华
人银行遭不公正起诉、留学生被杀害等问
题上，华人都行动了起来，共同维护整个
族群的利益。”陈奕平说。

蔡文耀则表示，华人社区不能只是提
供选票支持和钞票支持。华人参政，不单
单是要支持某一个华裔候选人，而且是要
深入了解美国的政治生态，明晰在美国政
治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认识自己每一票
的权利，这对于华人参与美国主流社会是
很重要的一点。

华裔作为当代美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少
数族裔，正在逐渐显现出其在社会经济与
政治方面的影响力。“仅在教育、收入、
科技等方面取得成就还不够，应以‘落地
生根，融入主流’的态度积极参政。只有
这样，在美华裔才会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
间。”陈奕平说。

中 国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不 久 前 发 布 了
《2017 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调查报告》
《2017年专利法律制度完善专项调查报告》等
的多项报告，展示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取得卓
越成果，引发了华侨华人热烈讨论。

2017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
76.69 分，较 2012 年的 63.69 分有明显提升；中
国专利保护认可率为93.39%，行政执法认可率
为 91.98%，司法保护认可率为 89.61%。过去 5
年，中国查处专利侵权假冒案件 19.2 万件，商
标侵权假冒案件 17.3万件，专门设立了 3个知
识产权法院和一批知识产权法庭……

“中国对知识产权事业的重视，相关司法
保护水平的提升，令越来越多权利人的合法
权益得到维护，”挪威工程院院士陈德表示，
中国已成为国际专利申请第二大来源、国际
商标申请第三大来源，由“中国制造”走向

“中国创造”的脚步不断加快，知识产权保护
的加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拿大生命科学院院士李仁科指出，中
国已逐渐从技术“使用者”向技术“创造
者”转变，知识产权保护是实现这一目标的
前提之一。“知识产权事业不仅是中国的利益
选择，更是迈向创新强国的理性选择。”

近年来，越来越多华侨华人归国创新创
业，中国知识产权环境的改善同样令他们感
同身受。

加拿大医学博士李立辰入驻合肥“侨梦
苑”已一年有余，“专利维权补贴”等政策是
吸引他“落户”的原因之一。“从科技部为支
持侨胞完善成果转化而出台的知识产权保护
政策，到各地‘侨梦苑’施行的具体举措，
知识产权保护由上到下的贯彻力度给我们以
信心，”李立辰说。

更令华侨华人欣喜的，是中国知识产权
事业持续推进的诸多具体行动：国家知识产
权局目前正进行重组，旨在完善执法力量，
加大执法力度；专利法修订草案、著作权法
修订草案均已被列入 《国务院 2018年立法工
作计划》，将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指出要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昭示中国的决心和信心。”悉尼大学终身
教授冯大淦表示，某些国家目前仍不能正确

看待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这“既不客观也不公正”。
不过他也指出，相比于欧美国家用百年时间完善的知识产

权保护制度，中国的知识产权事业仅有40年历史，正处于起步
阶段，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李立辰则指出，对于来华创新创业的华侨华人，有关方面
应加强关于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宣传和培训力度，减少因“举
证难”导致维权受阻的现象。 （据中新社）

美国华裔不再容忍“边缘化”
杨 宁 丁 宁

“亚太裔是旧金山基因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5月1日，美国旧金山市亚太裔传统月正式开

幕。旧金山市市长麦法恩在开幕式上致辞，高度肯
定亚太裔族群对于美国的重要性。

每年5月，美国各地都要举行形式多样的联谊
庆祝活动，以感谢亚太裔的杰出贡献。据悉，今年
是亚太裔传统节日40周年。四十载光阴流逝，在美
华裔形象有何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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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焱：让美国人爱上中国黎锦
张 宏

旅阿华人捐赠医院用品

近日，阿根廷一家华人投资贸易协会主席及其
协会成员赴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妇产医院，捐赠了医
院所需的婴幼儿用品，并表达了旅阿华人对住院儿
童的关爱，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布市卫生部处长塞尔吉奥·奥格、布市议会健康
委员会主席乔西·路易斯·阿切韦多、布市议员克劳
迪奥·罗梅罗等人一同参加了此次捐赠活动。他们表
示，对旅阿华人的无私奉献精神表示赞赏和钦佩。

此前，旅阿华人经常赴该医院做义工，积极参
加医务护理工作，为接受治疗的华人担任翻译，得
到了阿根廷社会各界的赞誉。

（据中国侨网）

法中华青联会新会长就职

近日，法国中华青年联合会在巴黎举行庆祝协
会成立2周年暨新一届会长就职典礼。中国驻法使馆
领事部一秘李成元、法国华侨华人会永远名誉会长
池万升以及旅法侨社代表出席庆典并为法国中华青
年联合会领导公益行动进行捐助。

法国华侨华人会执行主席金麟泽指出，法国中
华青年联合会自成立以来，以服务华人为根本、团
结华人为宗旨、让华人安居乐业为目的，已成功阻
止了多起抢劫、偷盗案。协会发起组织志愿者巡逻
以及护送等公益行动，让广大华人有了相对安全的
生活与工作环境。

（来源：《欧洲时报》）

新设立华人淘金者地标

近日，新西兰箭镇华人淘金者遗址地标设立仪
式举行，中国驻克莱斯特彻奇总领事汪志坚应邀出
席。

皇后镇湖区区长吉姆·博尔特等嘉宾先后致辞，
高度评价中国早期移民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多
元文化融合做出的重要贡献，期待南岛与中国的双
边友好交往不断取得新进展。 （据中国侨网）

退伍华人协会在法“阅兵”

近日，法国外籍兵团于巴黎近郊诺让军营举行
了卡梅伦战役155周年纪念活动。法国外籍兵团退伍
华人协会应邀参加了阅兵仪式。

当天，除了简单而隆重的阅兵仪式，诺让军营
还举办了开放日活动，打开军营大门，举办了丰富
的活动，欢迎当地民众参观、参与。很多华人参加
了开放日活动。

都戴团长表示，法国外籍兵团华人成员，为实
现法国乃至世界的和平，功不可没。华人战友作战
时勇敢，退伍后保持军人团结协作的良好军风，并
为华人的融入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来源：《欧洲时报》）

图为哈佛中国论坛筹委会工作人员合影图为哈佛中国论坛筹委会工作人员合影

马来西亚建
华人博物馆

近日，由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中华大会堂”组织筹建的
华人博物馆，在吉隆坡迎来试营业，这是大马第一座民办华
人博物馆。

据报道，华人博物馆占地面积超过1200平方米、耗资500
万令吉 （约 950 万元人民币），收藏逾 800 件珍贵文物，以及
历史资料、档案和照片，将展现华人在这片土地的奋斗历史。

此外，博物馆还首次推出了“微雕”作品，把历史场
面、人物和生态，通过细腻、逼真的雕塑来呈现。据了解，
博物馆目前正在积极申请“大马纪录大全”，成为马来西亚最
大的民办华人博物馆。

（来源：《星洲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