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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商走访三江寻商机

近日，“侨资企业西部行”上海侨商会代表团走访
千年侗寨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三江位于湘、
黔、桂三省 （区） 交界处，交通网络四通八达，素有

“百节之乡”“歌舞之乡”“世界楼桥之乡”美称，也是
健康养生的首选之地。

据悉，本次“侨资企业西部行”活动由广西外事
侨务办公室、柳州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与上海市政府侨
务办公室合作举办，引导东部沿海地区侨资企业到中
西部地区考察投资、洽谈项目。

温州设海外调解联络点

近日，温州法院家事审判改革情况介绍新闻发布
会在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截至目前，该
市共有4家法院 （文成、瓯海、鹿城、瑞安） 在意大利
米兰、罗马、博洛尼亚，美国纽约、洛杉矶和法国巴
黎这3个国家的6个城市设立海外调解联络点，借助海
外调解联络点远程视频系统协助送达、身份确认、参
与审理家事案件共计130件，其中已经审结案件中调解
结案61件，调解率近92%。

（以上据中国新闻网）

美国侨团访福建马尾

美国长乐公会主席卢建旺率团访问福州市马尾
区，受到马尾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伍南腾的接待，
双方展开友好交流座谈。

伍南腾希望广大旅美乡亲抓住家乡发展机遇，积
极回乡投资兴业，同时也希望海外乡亲将更多的华裔
二代、三代带回来，看家乡发展变化，培养海外华裔
新生代对祖 （籍） 国文化的认知与感情。

美国长乐公会自 1998年成立以来，始终秉承爱国
爱乡的创会宗旨，服务乡亲，推进年轻一代融入美国
主流社会，积极引导乡亲回乡投资兴业。

厦门成立侨界志愿者联盟

由厦门市侨联主办、思明区侨联和开元街道协办
的“厦门市‘联心侨’侨界志愿者联盟”成立仪式，
近日在厦门中山公园下沉式广场举行。

成立仪式上，厦门市委统战部、市委文明办、市
“五侨”等领导为志愿者联盟揭牌，并为来自市、区侨
联、高校侨联、归侨联谊会等组织的33支志愿服务队
授旗。 （以上据中国侨网）

澳华历史博物馆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唐
人街上一个独特的旅游景点，由东·邓斯
坦倡议修建，通过各种方式展现了澳大利
亚早期华人移民的艰苦生活和创业历程。

1818年，来自广东的麦世英在杰克逊
港下船，成为有记载的最早一批来澳华人
中的一员。其后，淘金热在维多利亚州出
现，越来越多的华人驻足这块土地。华人
来澳 200 年的奋斗历史，就浓缩在位于墨
尔本的澳华历史博物馆这一座小楼里。

“设立澳华历史博物馆，就是为了让
更多人了解澳大利亚华人的历史文化，了
解华人对澳大利亚的贡献。”博物馆副主
席王兴乡告诉记者。

其实王兴乡本人，就是当年淘金者的
后代。1857 年，他的曾祖父从罗布上岸，
步行500多公里到达维州的金矿场。

王兴乡说，200 年来，华人对澳大利
亚的付出与其他族裔是相同的。缘于华人
数量和影响力的增加，建立一间华人博物

馆的想法得到多方认可。1982年，维州旅
游局刚成立，局长东·邓斯坦极力倡导文
化多元性，提出对唐人街的系统开发和保
护建议，得到墨尔本市政府、维州政府和
华人社区的响应。维州政府拿出一座建
筑——原来是剧场的仓库和后台，翻修成
为如今的澳华历史博物馆。

1985年 11月，维多利亚州成立 150周
年之际，澳华历史博物馆首次对外开放。
从那时起，王兴乡就成了博物馆的志愿
者，一直做到现在。

位 于 博 物 馆 地 下 一 层 的 “ 淘 金 展
馆”，生动地再现了百年前淘金热这一段
历史。一幕幕真实的生活场景，如1857年
的香港港口，漂洋过海而来的汽船，阿张
卖店里的粤式食物，关公庙里的求签，矿
区帐篷剧场的粤剧演出，让参观者身临其
境，感受到当年华人矿工筚路蓝缕的生存
状态。

博物馆建立之初，主要依靠捐赠物

品，馆藏单薄。之后的数十年间，来自家
庭、组织、公司的捐赠源源不断，藏品逐
渐丰富，目前，共收藏8000余件展品，用
于记录、收集、保存和研究华人及其后代
在澳大利亚的历史文化以及中澳关系形成
的历史渊源。

位于博物馆一楼的龙馆，格外引人注
目，这里收藏着墨尔本主要的三代游行龙：
爷爷龙、大龙及千禧龙。历经数十年的沧
桑，它们见证着当地华人与祖籍国的情
感。特别是被当作镇馆之宝的、长 64 米的
千禧龙，是全世界最大的游行龙，一年只在
农历春节和墨尔本蒙巴节离开博物馆巡
游。这条龙，是王兴乡专门到佛山定做的。

现在，澳华历史博物馆每年有3万多名
学生和数万名游客前来参观，了解华人的
历史以及澳大利亚与中国及亚洲的关系。

虽然几代人已在澳大利亚落地生根，
但王兴乡说自己始终是华人，无论是外表
还是内心。既然是华人，那么就要为华人

社区做事。他的父亲王能焕，上世纪50年
代在墨尔本唐人街开店，出售从香港进口
的中式工艺品、手工艺品和家居用品，后
来发展成旗下拥有18间商店的“王能焕百
货大厦”。他反对歧视移民限制规定，并
积极奔走活动。1969年，当选为墨尔本市
议会议员，是首位华裔议员，为墨尔本城
市及华人社区的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王兴乡积极投
入华人社区的工作。除了打理自己的生
意，他有一半的时间在博物馆。“不拿
钱，但这工作重要。我希望通过这个博物
馆，展示华人的正能量，把全球华人凝聚
在一起。”他说。

让王兴乡感到高兴的是，当地政府非
常支持他们扩建博物馆的计划。今年是华
人来澳 200 周年，博物馆正在筹备一个特
展，寻找 100 名有代表性的杰出华人，讲
述华人故事，呈现丰富多彩的华人历史。

（来源：中国新闻网）

在海外多元文化环境中，华文
媒体该如何不生硬、不怯场地讲好
中国故事？

首先，人在边缘，但声音不
能边缘。拿德国来说，15 万华人
放在 8000 万主流人口中，显然很
边缘。但我认为，不能仅仅在这
个狭小的华人圈子里作为，否
则，你就会真正的边缘化。我们
同德国大小媒体建立联系，在他
们眼里打造一个“中国民间声
音”的形象；每每遇到涉华的重
大问题，他们首先想到的并不是
中国那些大的官方喉舌，而是我
们，纷纷采访我们对事件的看法
和评述。

其 次 ， 人 在 民 间 ， 声 音 不
能人云亦云。海外的华文媒体，
立身于不同政治、不同文化甚至
不同经济利益群体的最尖端，如
果我们没有自己的立场和定位，
那就会人云亦云、盲目跟从，很
容易分化成两种态势：一种会变
的官气十足，另一种则又会随着
当地媒体的声音对中国发难。所
以，一边要从海外自由媒体的角
度，针砭时弊，另一边要充分展
示中国的主流形象，客观传达中
国发展进步的消息。

再次，人在异国，方法不能
太“中国”。德国等地的自由媒
体，历来崇尚的是“批评”精
神。浸淫在自由媒体环境之下的
西方民众，更希望通过批评、负
面的报道，来行使对政府、对社
会的监督。所以，不理解这个事
实，就会误读当地媒体，从而不
能很好地合作与交流。

最后，中国必须让世界读懂自
己。可能与中国国民含蓄、内敛的
性格有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
国在国际舞台上都不善于表达自
己：好事，羞于自夸；坏事，家丑不可外扬。所以，国际
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就为中国涂抹了“神秘”的色
彩。

面对西方媒体的一片打压，中国以前坚信“不
撇自清、不辩自明”中国式方法论。结果，中国过
去一直在吃“哑巴”亏！现在中国必须学会向世界
说明自己，不能指望中国道路可以不言自明。

海外华文媒体重任在肩。我们直接站在矛盾的
锋尖之上，在错综复杂的话语环境中，既要宣传祖

（籍） 国，又要理性客观；既要回击反对的声音，又
要促进文化间的融合；既要维护民族和同胞的尊
严，又不能陷入极端民族主义的误区。

矛盾依然，冲突继续。也正是这种大背景，才
彰显出海外媒体人生存的意义。或许相对于当地的

“金喇叭”，我们的声音依然脆弱；但我们可以用纸
卷出一个喇叭、用泥巴捏成一个喇叭、用手掌握成
一个喇叭，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是友善、勤
劳、智慧的中国人。

（作者为华文媒体《欧洲新报》总编辑）

王兴乡：澳大利亚华人历史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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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十字路口”

“虎妈”教育，得名于美国耶鲁大学
华裔教授蔡美儿对其子女采取的教育方
式。这种教育方式以严格著称，成为华人
坚持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一种写照。而日
裔、韩裔等受中国文化圈影响的亚裔移民
家庭也不同程度地保有这种教育理念。

延续传统教育理念，亚裔一代的坚持
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亚裔二代。近日，亚裔
二代莱恩·朴在美国《纽约时报》刊文说道，
父母沉重的期望与“虎爸虎妈”式的家庭管
教，让亚裔二代跻身社会精英层次的速度
惊人，从而被称为“第二代优势”。

然而，这篇文章的标题却是“告别虎爸
虎妈”：受益于传统教育方式的亚裔二代正
在反思改变传统教育方式。莱恩·朴在文
中抛出了一个困扰亚裔二代的问题：

“如今，许多像我这样的第二代美国
人正处在养育子女的十字路口：我们是否
应该复制我们当中许多人成长期间所受到
的那种严格管控——我们常常认为，正是
那些方法令我们取得成功？”

据美国一项研究表明，亚裔很大程度
上正在放弃传统的亚洲教育方式，转而采
取西方的现代方法，注重培养开放而温暖
的亲子关系。而另一方面，移民的孙辈们
则通常会经历“第三代衰落”。这种情况
当然也正发生在华裔身上。

伴随着华裔的代际发展以及融入住在
国程度的加深，华裔二代在经历着显著的

角色转换，一方面是在家庭中，他们从被
教育者转换成为教育者；一方面是在社会
中，他们的移民角色更加淡化，当地化角
色更加深入。

反思传统方式

“虎妈”式教育方式的形成与第一代
移民接受的传统文化熏陶有关。“华人在
海外对于子女的教育向来很重视。”中国
欧美同学会加拿大分会会长闫长明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表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
书高”的传统观念被第一代华人移民带到
海外，他们深信在异国他乡，只有学习才
能保证一代代华人成长、提升。

第一代移民中，往往保留了传统中国社
会的“父子”之间的等级结构。传统的“父父
子子”观念使得在中国家庭中，父母权威绝对
高于子女，他们往往包办子女教育，这与西方
国家倡导的自由式教育理念截然不同。

而当前，这些观念伴随着移民二代的角色
转换正在发生改变，移民二代在反思中逐步转
变传统教育理念，拥抱当地主流教育方式。

“至少在理论上，传统的亚洲教育模式
是以现在的痛苦为前提，换来日后的精英
地位。我一生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接受
这样一种前提，并认为一定要在灌输式的
学术成功和幸福之间权衡取舍。”莱恩·朴
在他的文章中说道。经历了切身反思，他
对自己的后代提出新的教育期许：“她们将
认识到家是一个充满欢乐和乐趣的地方，
她们永远不会怀疑父亲的爱是否建立在完

美无瑕的成绩单上。”
第二代移民成长在国外，不像第一代

移民完全受祖 （籍） 国文化传统的影响。
在经历了来自父辈的教育后，他们更多地
会对传统上“虎妈”式的教育方式进行反
思。主观上，二代移民不希望让孩子在开
放包容、培养创新的异国环境下仍然固守
成规。而客观上，二代移民在生活上已不
再像父辈那样面临饥饿之虞，在实现了最
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要之后，他们会更多
地考虑如何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以及如
何更好地融入西方主流社会。

东西方相交融

与移民二代逐步转变传统教育方式，
转向西方教育方式相对应的是，脱离“虎
妈”式教育方式的移民三代则可能或正在
经历“第三代衰落”，面临着不如二代

“优秀”的尴尬处境。
如何保持移民三代的优秀？这可能既

需要重新审视“虎妈”所代表的传统教育方
式，又需要重新定义“优秀”一词。

据美国 《哥谭人报》 报道，在纽约市
最优秀的特殊高中里，亚裔美国学生占比
高达 62%。2018 年被录取的亚裔学生占比
同样达到了 52%的高位。受传统教育的惯
性，亚裔三代凭借父母的用心栽培与自身
的勤奋努力，依旧保有显著优势。

莱恩·朴在他的文章中强调教育最好
“软硬兼施”，同样说明传统教育依旧存在
可取之处。

当问及对“虎妈”式教育的看法，意大
利华裔二代蒋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道，

“虎妈”只是一位美国华裔发明的一种说
法。“我觉得这没什么特别的，父母应该在
孩子面前具备一定的威严，并对自己的孩
子有一些要求。这是正常的。过于宽容孩
子、过于放纵，才是不正常的。”

对西方教育方式的接纳更多地体现在
对“优秀”的理解上。

据新西兰天维网近日报道，不同于以
往认知中的优等生，如今的华裔学霸正

“刷新”着其成长历程。华裔学生安德鲁·
唐获得了新西兰分量最重的总理卓越学术
奖学金。而安德鲁的妈妈坦言，安德鲁从
小学习都靠自觉，家长没有逼迫过他。

“每个小孩都有自己的特点，不是都需要
学习优异才行。孩子们只要找到自己的优
势，去发挥，一样能成才。”

“其实在如何让孩子受到启发，让孩
子更好地学习的问题上，世界各国都在探
讨，并不是北美移民家庭的个别难题。”
闫长明坦言，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他自己
也仍然处于探索之中。

不失于传统教育赋予的优势，不拘泥于
传统教育所定义的优秀，东西方教育方式相
交融，可能更加符合东西方兼具的华裔后代
角色。

告别虎爸虎妈？转向西方模式？

华裔教育方式有了新选择
杨 宁 王 晴 吴虚怀

侨 界 关 注

据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报道，“虎妈”式
教育方式伴随着亚裔的代际发展而渐显颓势。一
方面是曾经受益于“虎妈”式教育方式的优秀亚
裔二代在反思传统教育；一方面是脱离“虎妈”
式教育方式的亚裔三代却可能面临不再“优秀”
的尴尬。

站在教育方式的“十字路口”，亚裔后代的
教育问题仍有待深思。而作为亚裔主要群体之一
的华裔，同样面临着教育方式的新选择。

侨 情 乡 讯

近日，2018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智利赛区决赛在智
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天主教大学剧院落幕，青年组前两名姚辉和徐怡文将与成年组冠
军叶策参加在北京举行的总决赛。

图为徐怡文 （左图）、叶策正在演唱歌曲。 （来源：新华社 王 沛摄）

中文歌曲大赛
智利赛区决赛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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