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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这样一位传奇
女性：近百年的人生，历经清王朝、北洋
军阀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参加旧、
新民主主义革命，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见证了民族与国家命运改写的轨迹。

她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中国百年政
治风云中的伟大女性、新中国侨务工作和侨务
政策的奠基者之一何香凝女士。

何香凝早年与夫君廖仲恺一起东渡日本
求学，其间追随孙中山先生积极发动华侨支
持革命，是同盟会的第一批女会员。孙中山
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
策后，她和廖仲恺坚决拥护、坚定执行。

她是中国女权觉醒的先驱，1924 年在
广州组织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公开纪念“三
八”国际妇女节的活动，并请廖仲恺到场支
持，鼓舞了越来越多的妇女投身到妇女解放
和国民革命的洪流中。

廖仲恺遇刺后，她毅然带领一双儿女
继续投身革命。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宣
布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与人民的队伍。

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积极奔走，呼吁
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捐款捐物支援中国抗
战。华侨每捐一笔款，她就送一幅画。何
香凝在绘画方面有着很高的艺术天分，而
且始终将绘画创作与革命活动紧密相连，

以此表达希冀中华民族觉醒奋起的理想和
情怀，尤以雄狮、猛虎、寒梅题材最为出
色，享誉海内外。

对于各种汉奸卖国行径，她毫不留情
地嘲讽和痛斥。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有这样
一个故事。1935年5月，日军进犯华北，蒋
介石被逼签订 《何梅协定》，拱手让出河
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消息传
来，何香凝义愤填膺，随即派人把一条旧
裙子装进包裹送给蒋介石，她在裙子上题
诗道：“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
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赴沙场
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包裹中还附
寄一副续范亭的对联：“井底孤蛙小天小地
自高自大，厕中怪石不中不正又臭又顽”。何
香凝借这副对联，把蒋介石喻为不中不正、
又臭又硬的厕所怪石，可见其爱国之心切！

何香凝的爱国精神亦贯穿在其一生难
以割舍的华侨情结当中。新中国成立后，
何香凝被任命为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她
想侨胞所想，急国家所急，在爱侨护侨，
鼓励侨胞与当地人民长期友好相处，为华
侨、归侨、侨眷正当权益陈情呼吁的同
时，满怀热情地引导和组织他们积极参与
和支援新中国建设。

在她的主导下，侨务工作确立了“统筹兼
顾、全面安排”和“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原
则，制定了保护侨汇和华侨投资、鼓励侨生回
国升学、接待安置归难侨以及在历次政治运动
中努力纠正极“左”思想对归侨侨眷冲击的一
系列具体侨务政策，她因此被侨胞亲切地称为

“华侨慈祥的贴心人”。
与此同时，在“冷战”格局中国处于不利国际

环境的形势下，何香凝率领各级侨务部门全力以
赴，每年争取的侨汇收入以及历届“广交会”2/3华
商的参与，确保了新中国对外贸易收支的平衡。

改革开放后，为进一步发挥华侨华人、归
侨侨眷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国家统一大业中
的积极作用，在邓小平亲自主持下，侨务机构
得以恢复和重新设置。何香凝之子廖承志及其
孙廖辉先后担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以何
香凝为代表的老一辈侨务工作者开创的侨务
工作理念，得以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光大。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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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英国伦敦伊斯灵顿区萨德勒之井剧院灯火辉煌、座无虚席。中国中央民族乐团携大型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在这
里举行海外首场演出，气势恢宏的中国传统民乐给现场观众带来心灵震撼。

图为大型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剧照。 （资料图片）

旅日新侨和他们的池袋中华街
杨 宁 贺文翰

7月15日晚，日本东京练马文化中心小礼堂内座
无虚席，东京华侨华人怀着极大的兴趣观看一部名为

“梦系池袋”的系列微电影。这部微电影以日本华侨华
人的奋斗故事为题材，真实动人的情节引发在场华侨华
人观众的强烈共鸣。

这部微电影取材于东京池袋的中华街。作为改革开
放以来赴日发展的新一代华侨华人生活的一个缩影，池
袋中华街见证了他们的奋斗历程，也在华侨华人群体的
通力打造下，在和谐中迎来繁荣。

侨 界 关 注

图为位于池袋的东京中华街街景。 （资料图片）图为位于池袋的东京中华街街景。 （资料图片）

繁荣见证发展

池袋，繁华的东京都首屈一指的商业
中心。以人流匆忙的池袋车站北口为中心
的一片街区，成了今天中国游客东京行的
必去之处。

在这里，满眼的中文招牌，商铺鳞次
栉比。路上行人用中国游客熟悉的乡音交
流。中华餐饮店、中华物产店、旅行社、
不动产、美容院、文化教育、娱乐业，还
有近年进驻的 IT 产业、贸易公司，等等，
让人目不暇接。这片充满活力的商业街
区，正是见证了新一代日本华侨华人奋斗
与发展的东京中华街。

东京中华街与横滨、神户、长崎这三
个日本传统的中华街不同，它不是老华侨
开拓的，而是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那是
池袋车站北口周边，一片由新一代华侨华
人租用的商铺，在池袋本地激烈的商业竞
争环境中逐渐发展起来。2007 年，华人经
营的餐馆、杂货店、书店、会社等已达270
余家。

2008 年 1 月，当地华侨华人倡议，在
池袋建设“东京中华街”。

经过 10 年建设，当初的构想逐渐实
现。有意思的是，东京中华街作为一个商
业街区，却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对
此，《日本新华侨报》 总编辑蒋丰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解释道，定型意味着封闭与限
制，他更愿意将东京中华街视为一个“融
入当地商业氛围，始终开放发展的商业共
同体”。

和谐促进共赢

东京中华街这一繁荣的商业共同体，
建设之初曾面临困难与阻碍——主要是当
地商户与媒体的不理解、不信任。

为了化解这种误解与偏见，当地华人
商户与居民从礼仪规则上尽量做到入乡随
俗，积极、主动融入当地商业氛围。

蒋丰介绍了几个细节。华侨华人老板
以前在日本 24小时营业，池袋当地餐馆都
是晚上 12时即打烊，如果华侨华人店铺继
续 24小时营业，将对当地餐馆的经营利益
造成损害，不利于自己的长期发展。于
是，华侨华人老板纷纷选择只营业到 12
点。比如，华侨华人商户开业时给邻近的
当地商户送上小礼物；组织华人群体上街
做义工，主动服务当地社会。包括此次拍
摄以池袋为主题的微电影，当地华人商户
与居民用这些润物无声的行动，为建设和
谐的华人新社区汇入正能量。

有了和谐的经营环境与良好的声誉，
中国物美价廉的美食与特产就不愁打不开
市场、拉不到回头客。过去，日本人往往
只是为了招待华人朋友才会光顾这里；今
天，东京中华街的中餐馆与店铺成为不少
日本人消费购物的新选择。

对此，蒋丰十分感慨。面对当地社会
的怀疑与误解，新一代华人群体没有选择
针锋相对，强调分歧，而是积极用行动化
解矛盾，主动适应当地的规则与习俗，不
断加强交流合作，最终推动了和谐的商业
共同体形成。

文化根植血脉

东京中华街和谐繁荣的景象，已成为
新一代华侨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后取得共赢
发展的缩影。老一辈华侨华人身上那种团
结互助、勤俭节约、踏实肯干的中华民族
优良品格，新一代华侨华人不但没有丢
掉，反而非常注重传承。

日本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校长张述洲是
一名新华侨，从事教育工作。工作之余，
他曾编辑了 13年的学校通讯月刊，除了前
面的主要内容之外，后面的 20多页全是当
地华侨企业的“广告”。说是“广告”，却
非一般杂志的商业广告那种广而告之的功
能，而是更多体现为老一辈华侨华人企业
家对教育事业的一份支持、奉献，是一种
善举。现在，不少新侨也加入其中。这就
是传承。

这种无私回报教育的善举，根本上由
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所决定，是中华文化
根脉的体现。张述洲时常对新侨及其孩子
说：“首先必须要明白你的根在哪儿——你

的根深植在中国；然后你带着一颗中国
心，带着自己所学会的中国文化才能更好
融入当地社会。”

传承中华文化根脉，新一代华侨华人
及子女由尴尬的夹缝一代的文化身份变为
中日文化沟通的桥梁，在国际视野与多元
文化的环境中获得更好的个人发展。这也
正是张述洲及许多华文教育工作者默默耕
耘，坚守着这一项“留根工程”的初心与
使命。

今天，在东京中华街，在日本更多地
方，面向新一代华侨华人及子女的中文学校
不断涌现，越来越多新侨及后代开始学中
文、了解中华文化，从中汲取中华传统优秀
养分；当地华人社区定期举办的文化交流活
动异彩纷呈，也为华侨华人以及日本社会直
观了解、体验中国文化打开了窗口。

蒋丰对东京中华街还有更多期待，期
待来自中国、聚集此地的中餐品牌在招徕
大量食客的同时，在美食中加入更多中华
文化的元素。“这样，中华文化与中国故事
的宣介可以体现在舌尖上、味蕾上，未来
中华饮食或许能成为在日本讲好中国故事
的新媒介。”

侨 情 乡 讯

京侨帮扶捐赠仪式举行

本报电 （马海蛟） 7 月 20 日，“京侨帮扶·
双百行动”现场捐赠仪式在北京市华侨服务中
心举行。北京市统战部副部长、市侨联党组书
记赵宏生，中国侨商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侨联
创新创业联盟副理事长李然和来自首都侨界 11
个单位的代表出席捐赠仪式，北京泰国归侨联
谊会会长庄志致辞。仪式由北京市侨联副主席
苏泳主持。

仪 式 上 ， 赵 宏 生 代 表 北 京 市 侨 联 接 受 捐
赠并为捐赠代表颁发捐赠证书。据悉，自今
年 7 月 10 日行动倡议发布至 20 日，共有 13 个
单 位 、 300 多 名 个 人 捐 献 爱 心 善 款 共 1109280
元。

“京侨帮扶·双百行动”现场捐赠仪式由北京
市侨联发起，首都侨界11个单位代表前来现场捐
赠，其中李然捐款100万元人民币。

据悉，“京侨帮扶·双百行动”每年筹集 150
万元人民币，资助100名贫困大学生、支持100个
大棚信息化升级改造，助力革命老区河北省阜平
县打赢脱贫攻坚战。

太原成立侨青委和海归协会

近日，太原市侨联青年委员会和太原市海外
归国人员协会成立，包括来自俄罗斯、塞内加尔
的海外委员及澳晋联谊会、香港海晋会的 300 余
位侨界青年、海归青年及嘉宾参加成立大会。这
意味着，太原市侨联进一步加强侨联工作，凝聚
侨界青年，发挥侨力。

太原市侨青委主要由归侨、侨眷、海归和侨
联专兼职干部组成，35岁以下青年占到 63%，硕
士、博士学历的委员占 50%。太原市海归协会由
海外归国人士、海外学子、山西籍在外人员以及
热心海归事业的青年组成，并吸收了国企和高校
的青年创新人才，多数是引领各领域前沿的优秀
青年。

泰国华人青年商会访河南漯河

7 月 19 日，泰国华人青年商会高级联络官
Baruch Sricharoen、泰国华人青年商会北京代表杨
崇礼、航天工业中航文化行政总监张维一行 3 人
对河南漯河市进行访问，就进一步促进泰国华人
青年商会和漯河市的友好关系与经贸合作等事宜
进行协商。

漯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孔祥智会见了代
表团一行，孔祥智简要介绍了漯河市近年来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并表示有意向帮助漯河市企业在
泰国投资，也希望双方找到合作共赢契入点，促
进共同发展。

（以上均据中国侨网）

加拿大健康科学院院士宋伟宏将自己在
中国的工作轨迹概括为“两点一线”：不是
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带队研究唐氏
综合征，就是在北京宣武医院合作进行老年
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乍看之下，针对“一老一小”病症的研
究似乎并无关联，但在宋伟宏看来，它们都
是攻克阿尔茨海默病的关键。

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症，自首个
病例报道已历百余年，目前尚无有效的疾病
干预和诊治方法。

挑战重重，宋伟宏却迎难而上。1991年出
国后，经过十数年不懈付出，研究成果渐获认
可，获聘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加
拿大老年痴呆症首席研究员、汤森老年痴呆
症研究中心主任等，并于 2012 年入选加拿大
健康科学院院士。

2010年，宋伟宏携团队落户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儿童医院。他表示，直接从老年患者着手、

探究阿尔茨海默病的致病机理，在无数次尝试
后被证明“难度极大”。

2017 年 2 月，宋伟宏率团队获得惊人发
现：如果胎儿或新生儿没有获得足够的维生
素 A，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生物化学反应和
大脑病理变化很可能在婴儿尚在子宫内或刚
出生后就已开始。

这一成果获学界高度关注，并被刊登在
神经学领域著名期刊《Acta Neuropathologi-
ca》 上，但宋伟宏并未喜悦多久，反而更感
研究时间之紧迫。

2017 年 8 月，宋伟宏在北京宣武医院牵
头成立了海外院士专家工作站分站。“借势
宣武医院雄厚的临床资源、扎实的研究基
础，集聚创新资源、培育人才团队、突破关
键技术，在服务医疗领域的同时助力北京科
技创新中心发展。”

宋伟宏坦言，攻克阿尔茨海默病是他毕
生的心愿，他希望能用 5到 10年时间，先实

现两个“小目标”，一是找到阿尔茨海默病
特异性的生物学或心理学指标，实现疾病的
早期预测，二是开发出一些干预药物或手
段，延缓症状加剧的过程。

除了科研创新，宋伟宏多年来始终坚持
推动加、中两国间的教育和科技交流与合
作。截至目前，经他运作促成的医学、生命
科学合作项目已有近 150个，其中 50个落户
北 京 ； 他 也 因 此 被 授 予 2011 年 中 国 政 府

“友谊奖”。
带领团队攻关、引导工作站发展、参与

学术交流……每年把大量精力放在中国，
宋 伟 宏 将 之 归 因 为 中 国 日 渐 完 善 的 创 新
环 境 和 更 加 有 力 的 制 度 保 障 ，但 他 也 坦
言，很多方面仍有进步空间，“容许 99%的
失败，才能换来 1%的成功，而对科研工作
来说，这 1%的成功，足以带来令人惊叹的
进步。”

（来源：中国侨网）

致力攻克阿尔茨海默病的华人院士
付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