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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据美国
《世界日报》报道，来自纽约皇后区森林小
丘的 14 岁华裔男生乔希·赖斯纳，不仅 10
岁就因跻身电视节目 《小小厨神》 八强一
炮而红，在社交软件照片墙上吸引近 6 万
名粉丝追随，今年更进入韩裔名厨大卫·张
的百福餐厅担任帮厨。刚结束了首次香港
之旅的他，感慨香港的饮食打开了他的眼
界，带给他朝高级餐饮迈进的启发，“希望
未来，我也能有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

乔希·赖斯纳中文名叫雅顺，外公外婆
是从中国海南和新加坡移民到美国的华
人。外公尤其爱做饭，92 岁的他至今仍为
全家人做饭做得不亦乐乎。对乔希来说，

“最好吃的就是外公做的海南鸡”。而乔希
的父母也爱好美食。

母亲周爱诗介绍，她和丈夫从儿子还小
时就常带他到不同风格的餐厅吃饭，生蚝、
蜗牛、鱼子酱都吃遍。“从来不给他点儿童
餐，大人吃什么，只要他想吃就让他尝试。”

乔希3岁起便能清晰记得吃过的食物，
对厨房产生浓厚的兴趣；后来报名参加儿童
厨艺班，定期上课和培训，在老师的鼓励和
父母的允许下，乔希6岁进厨房做饭，7岁能
熟练搞定墨西哥玉米卷、汤等菜肴，也有了
自己第一把6英寸的主厨刀，至今仍坚持每
周为全家人做两次晚餐；8岁时更肩负起感
恩节做火鸡的重任。

10岁那年，儿童厨师学院的老师告知
乔希关于美国福克斯电视台 《小小厨神》
真人秀节目征集参赛选手的消息，建议他
报名试镜。乔希报名参赛，并成功闯入前
八名。虽然最终未能获得厨神头衔和10万
美元的奖金，但乔希说：“录完节目，我意
识到自己对烹饪不只是兴趣和热情，我第
一次想把它当成以后的事业来做。”

而乔希通过 《小小厨神》 获得巨大的
关注也成了他在餐饮之路的推手：到著名
烹饪学校布鲁克林厨房实习，到顶级拉面
品牌太阳面的拉面实验室当客座厨师，在

纽约、迈阿密、夏威夷的葡萄酒与美食节
做拉面展示……这一切都让他小小年纪在
餐饮界积攒名气。

今年2月，乔希成功申请到大卫·张经
营的百福餐厅的帮厨职位，每周二和周四
下午、每周日的上午和下午要到店里上
班，虽然他同时还需平衡学业，但他忙碌
且快乐。

刚从香港旅行归来的乔希介绍，之前去
日本旅游喜欢上拉面，花很多精力学习拉面
和日本餐。这一次的香港之旅让他“大开眼
界”，“香港的美食哲学非常现代，常让我想
到纽约，因此发现中餐和任何美食都有更加
精致和高端的空间，启发我未来再去尝试高
级餐饮领域”。

讲究抛弃常规、自创菜单的他，坦言
随着经验的不断增加，越来越知道自己想
做什么、技术怎样提高。虽仍在探索未来
的发展之路，但有一点他很确定：“要有一
家自己的餐厅。” （来源：中国侨网）

近日，《休斯敦华人风采摄影展》在美
国休斯敦开展。华人摄影师贾忠赴美十年
来，通过摄影关注侨社发展，纪录华人点
点滴滴。

本次影展用 105 幅图片，汇集了他自
2009 年以来拍摄的休斯敦侨界各个大型活
动的人与事，记录了十年来休斯敦侨界的发
展过程以及反映旅美华人精神风貌的精彩
瞬间。

图为休斯敦民众在观看展览。
资料图片

常熟成立律师团服务侨胞

为进一步做好为侨服务，江苏省常熟市侨办依
托常熟市律师协会成立为侨法律服务律师团。近
日，常熟市侨法宣传周启动仪式暨为侨法律服务律
师团签约仪式举行。

常熟市侨办和常熟市律师协会代表上台签约，
常熟市侨办主任邓玒和司法局副局长薛建国共同为
律师团成员颁发聘书。随后，为侨法律服务律师团
陈建东律师还为在座侨眷详细解读了医疗、赡养、
金融等方面的相关问题，并通过互动形式解答了关
于财产继承、遗嘱等方面的现场咨询。

新成立的为侨法律服务律师团将免费为广大侨
胞提供法律咨询和政策解读以及法制宣讲课；走访
侨界人士家庭、单位以及为困难侨界群众提供法律
援助以及协助等；还将协助市侨办做好侨法宣传、
维护侨益和办信接访等工作。

福建举办闽菜海丝论坛

日前，由福建省侨办、福州市外侨办主办的
“香飘海丝路·味结五洲缘”闽菜海丝论坛在福州举
行。来自17个国家的60多位海外中餐专业人士齐聚
福州，与在榕闽菜大师、知名餐饮企业负责人共同
交流闽菜技法和运营经验，助推闽菜“走出去”。

据福建省侨办国外处处长齐志介绍，2014 年
起，海外惠侨工程——中餐繁荣计划推出实施，受
到海外侨胞的欢迎和响应。近年来，福建省侨办更
是积极推动中餐企业“走出去”。

目前，福建省侨办正对闽籍侨胞在海外开办的
中餐馆进行分类指导和改造提升，提高海外闽菜的
标准化、品牌化、连锁化和产业化水平，让中餐文
化成为新时代中国一张亮丽的名片。

“海外华媒看广东”活动举办

日前，广东省侨办举办“2018 海外华媒看广
东”活动，来自五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的40家海外
华文媒体负责人和记者应邀参加活动，聚焦“新发
展理念在广东”主题，赴广州、江门、惠州、深圳
等地采风访问。

华媒代表们纷纷表示，此行所见所闻让大家非
常震撼和激动，广东在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
社会各方面发展上措施有力、成果丰富。他们将深
入报道好此行所见所闻所感，并继续加强与广东侨
务等部门沟通合作，把广东新时代新发展的更多动
人故事和合作机遇传播到世界各地。

（均据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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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希·赖斯纳：14岁美国华裔“厨神”
刘大琪

图为乔希·赖斯纳在厨房。 刘大琪摄

华华人摄影师影像记录人摄影师影像记录
休斯敦侨社十年发展

由 人 民 日 报 社 、 中 国 侨 联 指
导，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与
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联合主办的

“中国海归群体与改革开放40年——
2018第四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5
月 29 日在北京召开，相关部门领导
及知名专家、企业家、海归代表共
计300余人参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
轩谈到，凝聚起实现中国梦的中国
力量，需激发精神信仰的力量。当
今世界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
全球价值观已形成，这需要我们大
公无私、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以
天下命运相连，凝心聚力奋斗前
行，这是 21 世纪海归们应具有的精
神信仰和共同使命。

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表示，在
改革开放伟大历史征程中，中国海
归群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围绕着
国家创新发展开展了先导性、战略
性和突破性研究。海归群体在新时
代，要发挥在推进改革开放中的表
率作用；发挥在创新创业中的引领
作用；发挥在对外开放中的纽带作
用。

中国侨联主席万立骏指出，改
革开放 40 年来，海外华侨华人与广
大留学人员以自身优势承担起中华
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在中外交流过
程中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为中国
提升软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当
前，中国进入了新时代，遍布世界
各地数千万华侨华人，是过去 40 年
改革开放的重要资源，也是未来改
革开放深入推进的强大动力和优势。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
心主任林毅夫表示，中国改革开放
在过去 40 年取得的成绩是人类历史
上不曾有过的奇迹。海归群体要抓
住这个时代给我们的机遇，承担我
们的责任，立足于中国的土地来进
行理论创新。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分享了改革开放
40年与海外留学、工作归国的切身感受。他表示，中国
进入新时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进入了新时代，这
些变化给中国、给世界提供了又一个新的宽广的舞台，
也为海归群体们赋予了新的使命。

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贾立政在会上发布了 《中国
海归群体思想观念调查报告 （2018）》。在下午举行的分
论坛和海归高层次人才与地方政府交流座谈会上，与会
嘉宾分别围绕“高层次人才与地方改革创新”“新时代创
新创业与海归新作为”“改革开放再出发与中国品牌全球
化”三大核心议题交流，为改革发展新阶段建言。

在与会嘉宾们看来，站在改革发展的新起点上，新
征程赋予了海归群体新使命。广大海归群体要继续将智
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为实现新跨越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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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家国使命
近年来，中国侨批档案成功入选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广东潮
汕多次开展侨批档案研讨会，闽南等侨乡
也启动侨批文化复兴活动，推动华侨经济
文化建设，鼓励进一步丰富和发掘华侨历
史文献资料。

有分析认为，侨批成为“世界记忆遗
产”不是终点，而是研究华侨文化的新起
点，将有利于华侨华人史、中外交通史、
邮政史、金融货币史等学科的发展。

据 《海邦剩馥：侨批档案研究》 记
载，1898年新加坡寄永春大路头有侨批写
道：“此际暂为新客，百凡生疏，未得微
利，先借英银贰元，寄邱铜官带回。”显
示了寄信人对家人的牵挂，哪怕是初到异
国还没有赚到钱的“新客”，也要借钱先
寄回家，挑起家庭的经济重担。

侨批见证着中西文化交融带来的变
迁。福建泉州华侨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侨
批收藏与研究者黄清海在接受本报采访时
提到，清初的书信是折叠的，没有信封，
而清末至民国时期采用中式信封，为竖写
的红条封。后来华人受到西方书写排列的
影响，改用横条封。

侨批还反映了华侨为家乡兴学的事
迹。在闽南，旅菲华侨黄开物的一批珍贵
侨批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对于教育诸问题，用心改良，
皆出诸君，热诚可嘉，至所钦佩。……闻
对于夜学一事，亦在当务之急，若能早行
兼设，使吾辈青年失学亦可补习之业，则
族人子弟亦免夜游、赌博之事……”

当时华侨投资办学校不仅仅为了发展

新式教育，而是以教育为契机，旨在改变家
乡风貌，实现他们的社会理想。

追忆往事触动情肠
黄清海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集邮，

后与侨批结缘。随着通讯越来越发达，收
集侨批的途径也在更新。

“早期我经常骑着摩托车赶着去找乡
下做古玩生意的人收集侨批。”黄清海笑着
说。“后来这些生意人认识到侨批的价值，
也明白收藏者追求资料的完整性，他们反
而会将完整的侨批拆散卖，试探买家能承
受的最高价格。现在卖家还建立了微信
群，拍好侨批照片，让买家竞价，成交后通
过转账支付。”在接受本报采访的过程中，
黄清海就签收了一个装着侨批的快递。

2009 年，黄开物的侨批被发现共有四
五百件，黄清海前后购买过二十几次，收集
到两百多件。根据这些珍贵资料，他编成

《 菲 华 黄 开 物 侨 批 ：世 界 经 济 财 富
（1907-1922）》一书，于2016年出版。

令黄清海记忆犹新的是一封清末民初
同盟会往来的秘密书信。该信寄于辛亥革
命武昌起义成功以后，信封里除一张大信
纸外，还附有一张小纸条，记录着同盟会
发电报的电文，报告革命进展。其中讲到
菲律宾的同盟会通过演革命戏来积累革命
资金，还记录了华侨看戏后作何反应，募
集到多少钱寄回国内，史料价值极高。

“如果演戏的戏单能找到，这封侨批可能
成为一级文物。”黄清海说。

收集侨批的过程波折重重，而整理侨
批亦是十分艰辛。黄清海回忆道：“由于
商贩多次易手，两百多封黄开物的书信买
来时已顺序错乱，封和信不符。为此我下

了很大功夫去整理，核对笔记，根据内容
调整前后顺序，花了整整两个月。‘竣
工’后，我激动得一两个晚上睡不着。”

侨批除了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还是
海外侨眷的精神寄托。潮汕历史文化研究
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给笔者讲述
了一个个动人的侨胞故事。

为了工作，夫妻多年分居两地，薄薄的
书信承载着满满的思念。用“一行书信千
行泪”形容相思之苦一点不为过。张美生
谈到，“我收藏过保存非常完好的侨批，妻
子把丈夫寄的每一封书信都叠放整齐，收
纳在干净的箱子里。我还见过带有泪痕的
书信，通信的夫妇只能在梦里相见，妻子不
忍丈夫在外辛苦，常流下心酸的眼泪。”

抗战时期的记忆在侨批中也有留存。
在家国危难之际，广大侨胞共赴国难，他们
无时无刻不担心着身处战乱又远在天边的
亲友，正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还有的华侨虽远在海外却心系后代。
张美生说，“早年间许多海外华人并没读过
很多书，去异国他乡当苦力，他们在书信中
深切地叮嘱子女一定要发愤图强，今后才能
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有的华侨因为文化
水平有限，书信只能找人代写；有的华侨则
颇具远见，敦促后代要学习外语打开视野。

侨批保护道长任重
侨批以其存在时间之长，形式之多样，

内容之丰富成为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尽
管收集之路艰辛，但仍然吸引着大批爱好者。

广东省梅州市客侨博物馆馆长魏金华
说，“侨批”是一部展示清代至 20世纪 80
年代华侨历史的百科全书。子孙后代要对
这些濒临灭绝的侨批遗产进行收集、保
护、传承仍然使命艰巨、任重道远。

“现在很少有人会写书信了，每一件侨
批都是社会记忆的一个片段，是时代的缩
影，它不可再生，保护一件是一件。”黄清海
对侨批有深厚情感，现在依然在积极收藏。

收藏者的个体力量毕竟有限，如今，侨
批档案馆、文史馆为侨批整理、保护和文化
宣传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许多海外老华
侨都寄过侨批，如果他们能看到侨批展览，
会触动心底最柔软的记忆。”黄清海十分期
待能办一个华侨文物的展览，激发人们对
乡土文化的热情，加强对华侨历史的关注
以及提升对华侨文物的保护意识。

张美生指出，呼吁保护侨批其实也是
在激励华人不断进步。“过去中国落后，
华侨在外受到歧视，他们一直期盼祖国强
大，可以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解放初期
的侨批中不乏父亲鼓励儿子努力读书振兴
中国的内容。”

当信封刻上历史的云烟，纸片牵起两地
的情谊，文字寄托强国的企盼，侨批已不仅
仅是传统的通讯方式，而是华侨们用心血凝
成的珍贵记忆，它值得华夏儿女代代珍藏。

上图：张美生收藏的侨批。张美生摄

收藏之路漫漫，侨批记忆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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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封泛黄的书信，一张张精致的汇票，一枚枚斑斓的邮戳……
侨批，留下了海外游子与亲人相通相思的点滴痕迹，见证了两地华人
隔海相望的拳拳真情，承载着旧时侨胞沉甸甸的家国记忆。

在通讯发达的今天，侨批已成为人类集体记忆的遗产。了解侨
史，追思过去，侨批始终是越不过的章节。多年前，许多有心人就精
心保存着这些两地书，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文化意义凸显，收集难度
渐大，史料价值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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