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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清 华 大 学 华 商 研 究 中
心 、 中 国 华 侨 华 人 研 究 所 主
办，江苏省侨商总会、昆山市
侨联、中国商业史学会企业史
专业委员会共同承办的第九届

“国际华商·清华论坛”——改
革开放 40 年长三角侨商发展暨
中国企业史研讨会，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在江苏省昆山市隆重
举行。来自中国侨联、江苏省
侨联、苏州市侨联、昆山市侨
联 的 领 导 ， 海 内 外 专 家 、 学
者，优秀华商代表，江苏省、
上海市、浙江省、安徽省、苏
州市侨商会、欧美同学会及海
内外高层次人才等，共计300余
位嘉宾出席了此次研讨会。

中国侨联顾问、中国华侨
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乔卫代表中
国侨联主席万立骏向论坛的召
开表示祝贺，并发表题为“营
造良好发展环境，支持服务善
待华商”的主旨演讲。他结合
当今世界全球化大背景，从改
革开放过程中华商的地位和作
用发挥、新时代华商广阔的发
展空间等方面谈了对华商群体
的再认识，认为华商无论对中
国还是对住在国或对投资国都
是一支积极力量，在“一带一
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过程中大有可为，在追
求中国、住在国、自身的三方
利益中实现共赢。最后，他号
召 大 家 支 持 、 爱 护 、 善 待 华
商，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
任龙登高教授做了题为“华商
投资的特点与经验”的演讲，
他指出海外华商投资企业，是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贡献者与受益者。其 40 年来所
呈现的阶段性特征，折射了中
国 改 革 开 放 的 历 史 进 程 。 在

1979、1989、2008 年等关键时间节点，海外华商的投资与
交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克服困难持续发展。华商
以其特有的方式，推进了中国工业化进程，推动了思想解
放与制度创新，推进了技术与管理的进步及人力资本的培
育，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国际华商·清华论坛”是由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和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国际品牌活动，汇集来自
世界各地的知名专家、教授、学者、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国
际华商。作为学界、商界、政界的交流平台与富有影响力
的华商研究国际品牌，“国际华商·清华论坛”旨在通过跨
学科研究，整合产、学、研等各方资源，共同探讨华商的
现状和发展，进一步推动华商在国际领域的影响力。

感情：眷恋并喜爱

最近，在开罗学习、生活的中国姑娘
穆姝丹异常忙碌。在不久前开罗的“彩云
南”中秋歌舞晚会中，她身着云南民族服
装，担任阿拉伯语主持人，与来自云南文
化艺术团的演员们一起，为当地民众和华
侨华人奉献了一场精彩的中华文化盛宴。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她又在为第二届

“唱响埃及”华语歌曲大奖赛的筹备工作奔
忙。穆姝丹表示，“能够参与中埃间的文化
交流活动，为传播中华文化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从9月6日至9月28日，莫斯科中国文
化中心“天涯共此时”系列活动陆续开
展。琵琶名曲赏析、中秋主题音乐会、紫
砂文化艺术展交流会……一项项充满中国
韵味的活动给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
会长吴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莫斯
科中国文化中心经常会举办类似的文化活
动，相关信息会以中、俄文双语在官网、微
信公众号等平台上发布。我们可以选择自己
感兴趣的活动报名参加。在与中华传统文化
的亲密接触中一解乡愁。”

“2017年，中国和巴拿马正式建交，为
中巴文化交流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旅居巴
拿马近 30年、担任巴拿马华商总会会长的
黄伟文由衷感慨，“万众期待的大型舞台剧
——《遇见大运河》 的筹备工作正在紧锣
密鼓地进行。”几天前，黄伟文发布的一条
朋友圈预告了一场即将亮相巴拿马的盛大
演出。作为此次演出的组织者之一，他兴
致勃勃地分享了 《遇见大运河》 在世界各
地掀起的“中国旋风”。

对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来说，中华
文化寄托着他们抹不去的乡愁。每一个动
人的故事背后，都有一份对祖 （籍） 国沉
甸甸的深情。

角色：传承与传播

从历史看，华侨华人始终是中华民族
根系中跨洋越海的特殊分支，连接着中国
与世界，既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又是中
华文化的传播者。

“我担心一个中国面孔的孩子不会说中
文，更担心他们忘记自己的中国根。”在德
国华侨华人联合会主席李阿平看来，文化
传承必须从学习语言开始。为了让孩子有
学习中文的语言环境，1995 年，她和几位
家长开始筹办华文学校。

“ 文 化 没 有 国 界 ， 最 能 使 人 放 下 戒
备。”谈起华文教育的发展现状，李阿平感
触颇深。“通过参与我们华文学校举办的一

些中国文化活动，一些德国人也开始对汉
语感兴趣。还有一些德国人受到子女学习
中文的影响，开始主动了解中国。他们对
华人的态度也越来越友好”。李阿平认为，
以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为载体，促进中华
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能够使华侨华人在异
乡找到知音，也能使当地民众更好地了解
中国、了解华人群体。

“自2014年来到埃及后，我参与了许多
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的活动。”穆姝丹说，

“这些活动不仅吸引当地人，也吸引很多华
侨华人前来围观。很多当地中资企业也会
参与并进行资助。在距离祖 （籍） 国万里
之外的异国他乡，华侨华人聚集起来感受
中 国 文 化 ， 让 我 感 受 到 海 外 游 子 对 祖

（籍） 国的眷恋，也增强了我把中华文化之
美传播出去的信心。”

吴昊认为，对生活在海外的“华二
代”“华三代”来说，通过多种方式了解中
华文化非常重要。“不能只通过父母介绍，
而要多看、多体验，亲自参与相关活动，
才能真正体会中华文化的魅力”。

使命：桥梁和纽带

从 2001 年起，邱金莲就开始在毛里求
斯教授中文。现在，她还在当地一家广播
电台担任中文频道的播音员，并在一家华
文媒体从事政治新闻的翻译工作。

“在日常工作中，我发现有些外国学生
和国外媒体对中国存在一些误解，有些甚
至是常识性错误。他们并非都是对中国有
敌意，而是对中国缺乏了解。”邱金莲说，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摆出事实，耐
心地与他们交流，努力消除他们的误会。
我逐渐意识到，自己肩上的担子不仅仅是
教中文，还需要通过实际行动使更多人了
解我们的语言文化，了解中国的发展状况
及政策立场。”

正如邱金莲所说，生活在海外的华侨
华人肩负着传播中华文化、维护中国良好
形象的重要使命。

“融入主流社会、赢得当地民众的认可
非常重要。”李阿平讲述曾与德国朋友一起
庆祝农历中国新年的经历时坦言道。她还
提出，“中国的汉字书法、传统武术、杂技
等文化元素在海外粉丝很多。侨团要主动
联络主流社会，积极向所在国民众弘扬中
华文化，同时注重提高侨领的素质，在中
外文化交流中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

黄伟文还提出，官方部门的大力支持
与民间机构的积极参与应相辅相成。“我们
之前举办的一些文化交流活动，得到了中
巴两国文化部门、大使馆的全力支持，达
到了预期效果，对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大
有裨益”。

1864年，马应彪出生于广州府香山县
沙涌乡（今中山市南区沙涌村）。他的传奇
一生，改写了中国近代的商业史。

马应彪自幼家境贫寒，20 岁时前往
澳大利亚谋生。儿时的磨练，造就了他
坚韧沉着的性格。然而，初到澳洲，他
并没有像其他同乡一样赶快寻找收入好
的工作。在他看来，要想有所作为，首
先要过语言关，所以在朋友的介绍下，
来到会说广东话的爱尔兰人开的菜场打
工。老板跟他谈报酬，他却提出了自己
的条件：只管三餐饭，不取分文，但每
天要教他一小时英语。时间不长，马应

彪就掌握了英语，很快开始独自到菜场
做买卖，还掌握了一套行商技巧。由于为
人诚恳，很多朋友和同乡把蔬菜、果品委
托他出售。随着业务的扩展，马应彪先后
开设了永生、永泰、生泰三间铺位。当地报
纸纷纷报道马应彪创业成功的故事，成了
澳洲著名的华侨商人。这为马应彪日后建
立自己的商业王朝打下了基础。

1892 年，马应彪回国。1894 年，他
在香港开设华信庄及永昌金山庄，开办
侨汇兼经销进出口商品的生意。1899
年，马应彪用筹集到的2.5万元资金，在
香港皇后大道中172号买得一个铺位，次

年，中国第一家百货公司——先施百货
在香港开业。

马应彪拥有超前的经营思维，是难
得一见的商业奇才。他后来又在上海、
广州开办先施公司，并创新了许多营销
管理手法，如不二价、全球采购、请模
特、招聘女售货员、一元特价区、代金
券、职工持股、员工培训、吃喝玩乐一
体化、观光电梯等等，这些今天看来都
是十分先进的管理方法，100多年前就被
马应彪使用了。他还创办银行、开拓保
险业务，生意做得越来越大。

在发展商业王国的同时，马应彪还

追随孙中山先生为革命事业奔走。辛亥
革命前，马应彪在澳洲加入同盟会，同时
也被任命为军需庶务长。由于革命经费经
常捉襟见肘，他担任军需庶务长一职时，
不少开支都自掏腰包。

一次，马应彪正在先施百货召开会
议，孙中山的侍卫郑卓德突然闯进来，
并递上一张写着“请借500元。文”的纸条，
马应彪一眼认出这是孙中山的手迹，二话
没说，就从柜台里拿出 500元交给了郑卓
德，随即把纸条撕得粉碎。每遇这样需要
经费应急的时候，马应彪都是有求必应。

因马应彪对革命的慷慨贡献，孙中
山任命他为广东都督府庶务长、财政厅
总参谋、广州红十字会主席等职。后
来，孙中山还想再任命他为财政厅厅
长，但马应彪谢绝了，并说：“我没有文
化，粗人一个，不适合做官。我还是通
过兴办实业的方式来救国吧。”

辛亥革命，改写了近代中国历史。
而以马应彪等为代表的老一代华侨实业
家，则在支持革命的同时，引领了中国
近代工商业的发展。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中国侨联副主席赴厦门调研

10月10日至11日，中国侨联党组成员、副主
席隋军率调研组一行莅临厦门，就学习贯彻落实
第十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精神，召开工作座
谈会，走访部分新侨企业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社团
厦门联络总部。

在中国侨联调研组莅厦工作座谈会上，隋军
强调要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抓好侨联干部队伍建
设。要牢记为侨服务使命，坚持知侨懂侨爱侨护
侨的侨联工作初心，讲好侨的故事，展示侨的贡
献，关注侨的需求，满足侨的愿望，将为侨服务
工作做细做实。 （来源：中国侨网）

华裔青少年开启寻根之旅

10月 12日，2018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
之旅华侨大学海丝文化专题营在华侨大学开营。
来自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
187名华裔师生，将在福建泉州、厦门等地参观交
流，体验海丝文化。

据介绍，本次活动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
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华侨大学承办。在 15天的
营期里，除了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听取海丝文化
讲座外，华侨大学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使
华裔师生体会和感受祖 （籍） 国的秀美山川、悠
久历史和现代活力。 （张为健文/图）

德国新华侨华商联合会成立

10月 13日，德国新华侨华商联合会成立典礼
在德国黑森州法兰克福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王卫东
公参为开幕式致辞。该会会员主要是来自德国各
行各业的精英人才、资深专家、管理者等。其宗
旨是联合在德新一代华侨华人，以商会为载体，
加强资源共享，促进中德经贸、文化和科技等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 （周 慧）

文化“走出去”侨胞来助力
本报记者 李嘉宝

每逢传统节日、国庆日、建交日等
重要时间节点，充满中华文化韵味的
庆祝活动总会在海外蓬勃开展，持
续多日。在助力中华文化“走出

去”的过程中，海外华侨华人从未
缺席。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几位身处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其中，

既有旅居海外数十年的老侨领，也有
充满活力的侨界新生代。他们讲述了
自己与中华文化的不同情缘，为中华
文化“走出去”建言献策。

9 月 24 日，“天涯共此时·彩云南歌舞晚会”在开罗中国文化中心演出大厅隆重上
演。图为云南文化艺术团演员表演少数民族舞蹈。 新华社记者 孟 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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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年 侨 领

马应彪：

中国近代百货第一人
安 然

近 日 ， 正 在 执 行 “ 和 谐 使

命-2018”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

舟医院船抵达格林纳达首都圣乔

治，开始对格林纳达进行为期 8 天

的友好访问并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

务，这是和平方舟继2015年首访格

林纳达后，再次到访。

图为华侨华人舞狮欢迎中国海

军和平方舟医院船再访格林纳达。

江 山 史奎吉摄 （人民图片）



格林纳达侨胞格林纳达侨胞
喜迎喜迎““和平方舟和平方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