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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华侨华人将在今年 8 月 15 日迎来
第一个“中国移民日”，这是巴西政府对
200多年来踏上南美洲东部“咖啡王国”这
片土地的华侨华人群体及其历史的正视和
尊重，也是对华侨华人移民对巴西经济社
会建设所做出的贡献的肯定和认可。

巴西总统特梅尔近日签署“中国移民
日”法令，将每年 8 月 15 日定为“中国移
民日”。特梅尔在签署仪式上指出，中国移
民早在约 200年前就来到了巴西，“中国移
民日”的正式确立将夯实两国关系的根
基，增进双边人文交流，同时进一步彰显
华人对巴西社会建设作出的贡献。

如果以不同角度审视巴西官方设立
“中国移民日”这一举动，就不难发现其蕴
含与释放的多重意义：

一则于旅居巴西的华侨华人而言，意
味着巴西官方对中国移民的认可——“他
们 （华侨华人） 帮助我们的国家 （巴西）
书写历史，也将继续把历史书写下去”。
206年前，自中国湖北抵达巴西种茶授艺的
茶农，翻开了中国移民巴西历史的第一
页。其后200多年间，一代代中国移民远渡
重洋抵达“桑巴之国”，时至今日，华侨华
人以超过 30万的人口数量成为当地社会最
为重要的移民群体之一。华侨华人发扬中
华民族智慧和勤劳的优良传统，成功融入
巴西当地社会，并在餐饮、商贸等领域迅
速发展，为促进巴西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
卓越贡献，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分子，赢
得了巴西人民的尊重和敬佩。

二则于中巴两国而言，“中国移民日”
的设立，意味着巴西政府对中巴两国关系发
展的肯定以及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的期待。
44年前，中国和巴西这两个东西半球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44年来，
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密切配合，在经贸领域不
断扩大合作，在人文领域不断增进交流互
鉴，政治互信不断加深，民意基础不断巩
固，双边贸易与投资快速增长，中国已经成
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巴西在国际舞台上
的全面战略伙伴。当前，中巴这两个“金砖
国家”正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巴西
发展战略对接，两国关系的明天更加值得期
待。正如习近平主席此前在巴西国会演讲时
所说，“中国梦和拉美梦息息相通。中拉双
方要勇于追梦、共同圆梦”。

三则从更广阔的范围来讲，巴西“中国移民日”的
设立，也是华侨华人以良好的族裔形象，得到各国政府
及人民的普遍接纳和赞誉的标志。伴随着海外华侨华人
社会代际更迭，当今华侨华人融入住在国主流社会的意
识更为积极，在当地社会政治、经贸、文化、科技、金
融等领域建树渐丰，他们对住在国所做出的历史和现实
贡献以及获得的地位，得到了住在国社会的肯定。仅以
拉美国家为例，近年来，秘鲁、哥斯达黎加、巴拿马等
国先后分别以设立“秘鲁——中国友好日”“华人日”

“华人抵达巴拿马150周年纪念碑”等方式，褒奖华侨华
人为当地社会所做出的贡献。

如今，在全球范围内，华侨华人被蔑视、被轻视和
被忽视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他们对住在国所做出的历
史和现实贡献以及获得的地位，得到了每个公正政府的
认可和肯定。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
不断提高和对外交往不断扩大，华侨华人在当地社会的
地位及影响力也将日益提升，全球各国将呈现更多的

“中国移民节”。
（作者单位：北京华文学院）

至今提及“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人们仍然会想到爱
国华侨领袖陈嘉庚。

在中国近代史上，华侨陈嘉庚因其在海外创办实业的
创业精神和心系桑梓的赤子情怀而被世人传颂至今。

他少年出洋从商，兢兢业业，筚路蓝缕，凭着诚信经
营和过人的眼光，创造了商业奇迹，成为了南洋的“菠萝
苏丹”“橡胶大王”。

他虽身居异邦，却心怀家国。在抗战期间，四处奔
走，号召南洋华侨支持祖国，誓死抵抗日本侵略。他组织
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带头捐款，仅
1939 年一年，南洋华侨就向祖国汇款 3.6 亿多元，极大地
支援了中国国内的抗日力量。

他倾资兴学，散尽家财，培育英才，被其创办的集美
学校和厦门大学尊称为“校主”。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华侨
纷纷捐资兴学，蔚然成风。

他心系华侨，回国后组织成立中华归国华侨联合会，
并担任首任主席；他提议成立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并在
厦门创办了华侨博物院。

陈嘉庚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其拳拳爱国之心在
其1938年提出的“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著名提
案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1938 年，日军疯狂向华中、华南地区进犯，战情紧
急。时任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却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
话”。“投降论”一时甚嚣尘上。虽与汪精卫是挚友，但强
烈的爱国心促使陈嘉庚先生向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发出电
报。他提出：“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
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其后，该提案被大会秘书
处精简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

这个提案，立即得到与会参政员的多数赞同，联署人达
67人之多，为国民参政会提案联署人数之冠。

汪精卫在陈嘉庚先生提案的斥责下，处境十分狼狈。当
时海外华侨纷纷致电国民政府和国民参政会，表示反对妥
协，一定要抗战到底。国内报刊舆论纷纷谴责妥协投降论调
和汉奸卖国行为，民气之高昂可谓空前。汪精卫在全国的舆
论谴斥声中，狼狈出逃昆明，再叛逃到越南河内。

陈嘉庚先生的电报提案，虽文字简短，但却意义重大，

邹韬奋先生赞其为“古今
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陈嘉庚先生的爱国
之心也体现在他对祖国
统一、台湾回归的执着
之上。他最后的遗言是

“台湾必须回归中国”。
他相信这个愿望一定会
实现，一定要实现。这
可能就是陈嘉庚先生晚
年在“鳌园”刻录的地
图 中 刻 下 “ 台 湾 省 全
图”的最重要原因吧。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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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爱国侨领陈嘉庚
陈永升

华人“善二代”真情滋润社会
孙少锋 高 乔

侨 界 关 注侨 界 关 注

近日，一场全球华人慈善领域的思想盛
宴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精彩呈现。来自中
国、美国、德国、英国、新加坡等世界一流
大学的慈善研究专家、政府相关部门负责
人、慈善家、企业家齐聚“全球华人慈善行
动——清华论坛”（下文简称清华慈善论
坛），共话全球华人慈善事业的发展与未来。
在议题为“新兴华人慈善事业”的论坛高端
对话环节，年轻一代的华人慈善家们登上讲
台，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慈善理念。

法国·东方文化
小姐大赛落幕
近日，由法国华人卫视主办的 2018 首届

“法国·东方文化小姐大赛”在巴黎落下帷
幕。经过初赛、复赛、决赛，中欧混血姑娘
利缇雅·维奥夺得“东方文化小姐”称号，山
东姑娘张小艺、河南姑娘王美琦分别荣膺亚
军和季军。

利缇雅·维奥 （中）、张小艺 （左）、王美
琦获得冠、亚、季军。

黄冠杰摄
（来源：《欧洲时报》）

百 年 侨 领

本报电（张焕萍） 6月30日至7月1日，中国
华侨历史学会七届三次理事会议暨华侨华人与改
革开放 4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贵州省遵义市举行。
遵义市有关领导、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理事以及来
自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贵州省
侨联领导、各地侨联分管负责人、相关统战部门
同志1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回顾和总结了过去
一年的工作和成绩，并提出了来年的工作构想。
与会者围绕如何更好发挥学会作用，共同开创学
会新局面积极建言献策。

过去一年，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积极推动侨研
所改革重组，不断创新习近平侨务思想研究，继
续加强学术交流、繁荣学术、深化研究合作，努
力办好“一刊一讯”、打造精品书籍，着力推动学
术研究与侨务工作相结合，积极参与中国侨联中
心工作，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与会人员围绕华侨华人与中国经济发展、华
侨华人与侨乡社会发展变迁、华侨华人与中外友
好交往、华侨华人与中外文化交流、华侨华人与
知识技术的引进、华侨华人与中国公益事业发
展、中国改革开放对华侨华人生存发展的影响等
议题，分小组进行了热烈的交流研讨，形成了许
多富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 （前身是全国华侨历史学
会） 成立于1981年12月，是在廖承志先生的倡议
下，由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工作者和热心于此项工
作的侨务工作者组成的全国性学术研究团体，目
前会员约800人，学会秘书处设在中国华侨华人研
究所。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

召开理事会议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

召开理事会议

图为专家学者分组讨论 李斌斌摄

华人慈善 飞速发展

“如今，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约有 2.5
万个，长期以来在华人社区和当地民众
中开展助危济困、关爱融入、公益回馈
和社会服务，谱写了很多感人的篇章，
展示了华人良好的形象。”在“全球华人
慈善行动——清华论坛”开幕式上，中
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谭天星如是说。

据 《全球华人慈善行动》 首期研究
报告，目前美国华裔基金会数量已接近
1300个，在2000年到2014年之间增长了
4 倍多。在中国，公益基金会数量超过
5500个，在2006年到2016年之间，增加
了 4 倍多。中国慈善组织达 10 万家，志
愿者6500多万人，每年汇聚约1000亿元
社会捐赠，成为健全社会救助体系的重
要补充、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大陆企业家
们实现了迅速的财富积累。21世纪初，热
心慈善的企业家们开始作为第一代慈善
家群体活跃于中国社会舞台。与海外已
传承到二代、三代的慈善家族不同，中国
第一代慈善家从出现到崛起只经历了十
余年时间，起步晚，但发展迅速。如今，中
国大陆第一代慈善家的子女和海外华人
慈善家的后代作为新一代华人慈善家

（“善二代”）正崭露头角。
据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龙登

高的研究显示，中国大陆第一代热心慈
善公益的企业家，往往是白手起家，经
历了艰难打拼的创业过程，大多没有机
会接受系统完整的高等教育。他们的慈
善行动主要出自于回馈社会的善心，慈

善方式也大多以捐钱捐物等直接捐助的
形式为主。

与第一代慈善家不同，海外华人第
二代慈善家往往成长于优渥的家庭环境
中，从小接受良好的西式教育，在继承
家业的过程中面临企业发展的挑战。在
进行慈善行动的过程中，他们更关注通
过专业化的管理运作，借助各种合作途
径推进慈善工作。

言传身教 善心传承

“慈善事业的发展，是社会走向文
明进步的标志，新一代慈善家对慈善
事业的认识，体现着他们对财富传承
的思考，是富人群体财富观提升的一
个缩影。”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
之说。

海外华人“善二代”慈善公益精神的形
成，与父辈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同时也刻
上了自身成长经历和时代变迁的烙印。

“第二代华人慈善家与第一代拥有着
相同的慈善使命，慈善对人性的触动，
对每个受助者的人生影响，是我们在慈
善行动中不变的关注。”作为新一代华人
慈善家的代表，美国唐仲英基金会执行
董事梁为功说。

“在我 8岁的时候，我的父亲教导我
把所有的压岁钱全部捐给母校，为学校
修建捐款，这是我的第一次慈善经历。
2008 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的父亲作为
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给汶川捐款了一
亿元。父亲的言传身教教会了我感恩他
人、回馈社会，家族的责任与使命提醒
着我传承的价值。”荣程集团副总裁、荣

程普济基金会理事张君婷回忆起自己开
始做慈善的经历，她认为，父亲和家庭
对她潜移默化的影响，让她自然而然地
承担起传承父辈慈善精神的使命。

“不仅仅是给钱就够了，对于新一代
的慈善家来说，我们想要跟大家一起创
造，一起合作。”励媖中国联合创始人及
总裁、新加坡华裔陈玉馨认为。2007
年，22岁的陈玉馨参与了一家慈善非政
府组织在尼泊尔的妇女权益项目，见证
了尼泊尔女性政客为帮助本国女性争取
更多权利奔走呼号的努力。项目结束
后，她便开始在中国积极推广妇女权益
事业。2013 年，陈玉馨创办励媖中国，
致力于在教育、技术、企业家精神等方
面帮助女性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在慈善情怀和思想境界上，新一代
的海外华人慈善家继承了父辈们源自中
华传统道德文化的慈善情结，同时也采
取现代化的慈善模式。”卢德之说。

创新模式 滋润社会

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比较视野，对新
技术新工具的熟练运用，以及对慈善事
业专业化管理的诉求，是新兴华人慈善
家的共同特点。”龙登高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指出，华人“善二代”普遍强调慈善
专业化人才的培养，“他们像经营企业一
样对待慈善。”

梁为功在接受本报采访中说，与第一
代慈善家相比，第二代慈善家更关注慈善
事业中的风险把控，努力在第一代慈善家
的公益初心与不断变化的现实状况中寻
求平衡，年轻慈善家们更善于运用数据、

科技、媒体等现代化技术，并将现代企业
经营中资产管理、项目管理、风险管理等
才能运用在慈善公益事业中。

张君婷则以可持续发展模式，将慈
善事业与家族企业的经营联系起来。在
位于天津市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的钢铁生
产基地，荣程集团建立大型污水处理
厂，在实现废水零排放的同时，回收污
水处理产生的热能，为天津市津南区葛
沽镇居民冬季供暖。

2016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慈善公益事业
迈上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十九大报告中
强调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慈
善事业制度。这些都为推动中国慈善事
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保证。卢德之
认为，政府大力推动，民间积极参与，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新一代华人慈善
家在发挥慈善力量、推动社会治理的实
践方面，大有可为。

“‘善二代’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
的新气象是近年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最
显著、最可喜的变化之一。”资深公益
人、独立学者陆波博士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指出，“对于投入巨大热情参与慈善的

‘善二代’，公益慈善界应当加强针对性
的研究、引导和帮扶。”

“新兴的华人慈善事业与中国社会一
同快速成长，慈善事业有着滋润中国社
会的巨大能量。”谈及“善二代”新兴慈
善事业的发展前景，龙登高认为前路光
明，满怀希望。

上图：六位华人“善二代”在“新
兴华人慈善事业”高端对话上交流自己
的慈善活动经历。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