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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
地时间10月1日，波士顿联邦地区法
院宣判，哈佛大学在招生中未有意歧
视亚裔申请者，虽然哈佛大学的招生
程序“并不完美”，但符合宪法规定。

得知判决结果后，美国亚裔教育
联盟发表声明谴责法院判决，并表示
将继续支持美国学生公平入学组织上
诉，捍卫亚裔平等的教育权益。

亚教联谴责该裁决
2014 年，美国学生公平入学组

织起诉哈佛大学在招生中系统性歧视
亚裔，认为哈佛大学以“种族政策”
为由压低亚裔申请人的个性评分。

历经 1 年的审判，据路透社报
道，联邦法官艾利森·伯勒斯裁定：

“尽管哈佛的录取程序‘并不完美’，
但她不会‘仅仅因为它可以做得更
好，就废除一个通过宪法规定的、非
常优秀的录取程序’。”

对于此次判决结果，各方态度
截然不同，常春藤盟校认同裁决，
支持多元化的学生构成。据 《波士
顿环球报》 报道，布朗大学发言人
克拉克认为，法官的决定重申了多
元化的学生构成对学生群体带来的
教育益处。

美国亚裔教育联盟则发表声明谴
责该裁决，“此不公正判决是联邦地区
法院洗白哈佛大学录取歧视行为，并
攻击亚裔孩子平等教育权益的错误之
举。”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此次裁决
违背了《1964 年美国民权法案》第六

条以及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张

应龙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波士顿
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尽管指出哈佛招
生中有不完善的地方，也明白哈佛招
生政策的不当之处，但坚持哈佛的招
生政策没错，实际上支持了在多元文
化旗号下的种族歧视。”

亚裔遭遇逆向歧视
张应龙认为，本案的争论焦点在

于种族因素和平等权利，哪个更优先。
据《纽约时报》报道，该案是多

年来“平权运动”面临的最大法律挑
战。美国平权法案始于上世纪 60 年
代，意在通过法律形式对少数族裔、
妇女等历史上被排斥的群体给予关
照。不过有些学校硬性规定招收某族
裔学生的比例，因此会引发“逆向歧
视”的争议。

美国亚裔普遍成绩较好，如果按
照种族比例录取，很有可能出现成绩
不如亚裔的少数族裔得到录取机会，
而亚裔学生落榜的情况。许多亚裔认
为自己在招生录取的过程中遭到“逆
向歧视”。

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李斧认
为，美国社会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包括
支持“多样化”和“平权”，但是这
两项并非总是一致。种族平权意义上
的多样化，可能带来学术标准上的不
平权。这是一项复杂的社会问题，不
能被过分简单化。

2018年8月，美国司法部直接介

入哈佛招生歧视亚裔案。该部门在一
份提交法庭的文件中称，哈佛在招生
中使用“个人评级”，损害了亚裔美
国人相较其他种族群体的入学机会，
其“模糊”的标准“可能会受到种族
偏见的影响”。

美相关机构将上诉
美国国内关于“平权”与反对

逆向歧视的政策也在变化之中。据
联合新闻网报道，2018 年 7 月 3 日，
美国司法部长塞辛斯宣布，废除 24
项不必要、过时的指导方针，其中
包括一项鼓励大学在招生时将种族
纳入考量的指导方针。此举推翻了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关于“平权措
施”的政策。

据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报道，美国
学生公平入学组织主席爱德华·布卢
姆对判决结果感到失望，未来将继续
提出上诉，“如有必要，将告到美国
最高法院。”

根据最高法院判决先例，最高法
院允许种族被视为录取过程中的一个
因素，但禁止种族配额。

谈 及 未 来 上 诉 结 果 ， 李 斧 认
为，“美国司法体系复杂繁冗，联邦
地区法院的决定可能被上诉到联邦
巡回法院复议，最后还可能上诉到
联邦最高法院终审。而最高法院的
九名大法官原来的平衡，已经被特
朗普总统上任后提名的两名新大法
官打破，上诉结果维持波士顿联邦
地区法院原判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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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侨联赴甘肃定西扶贫

近日，福州市侨联、福州市侨商会及市侨联港澳副主
席许枫卿向甘肃省定西市侨联捐赠资金70万元人民币，用
于资助定西困难学生、支持贫困村危房改造、帮扶困难群
众发展生产。

福州市侨联主席蓝桂兰向定西市30名困难学生发放慰
问金。定西市侨联主席卢成钢介绍捐赠资金使用情况，并
向福州市侨联、福州市侨商会、福建省永荣公益基金会、
平潭中诺发展有限公司、许枫卿送上了感谢信和捐赠证书。

卢成钢和陇西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包俊林代表定西
市广大侨胞和陇西县困难群众，衷心感谢福州市侨联和福
州市侨界人士对定西的无私帮助，热忱欢迎福州侨胞来定
西投资考察。

蓝桂兰表示，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侨界大家
庭的温暖，有定西人民的艰苦奋斗，定西人民一定能早日
过上幸福生活。

34家华文媒体走进海南

10月8日，参加2019年“行走中国·境外华文媒体海南
行”活动的19个国家和地区的34位华文媒体人走进海南文
昌。

文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郑有雷向华文媒体人介绍
文昌。郑有雷说，近年来，文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产业
转型势头强劲，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
发展态势，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现良好开局。

郑有雷向境外华文媒体人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多到文
昌考察调研，多向海外华侨华人宣传文昌的特色文化和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可喜成就，以及蕴含的巨大发展潜力和
机遇。

厦门市湖里区侨联慰问归侨老人

近日，福建厦门市湖里区侨联重阳节前开展慰问归侨
老人暖心活动，区侨联主席严志和率机关工作人员，分别
和街道、社区侨联干部一起，深入归侨老人家中，看望高
龄老归侨，给每位送去500元慰问金。

慰问组每到一处都亲切地询问归侨老人的现状，倾听
他们的心声，叮嘱老人保重身体，并嘱咐老人的亲属细心
照料好老人，让老人安享晚年。

重阳节慰问活动，给老归侨送祝福、送关怀、送温
暖，让归侨老人尤其是鳏寡孤独老人备感亲切。

许多独居归侨老人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感谢
侨联这个温暖的大家庭，让他们这些体弱多病的耄耋老人
享受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靠的安祥生活。

（均据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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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媒
走进普洱
10 月 8 日，24 家海外

华文媒体参加“2019 年海
外 华 文 媒 体 云 南 行 ” 活
动，感受茶马古道历史，
聚焦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

上图：海外华文媒体
人在那柯里村感受茶马古
道历史。

左图：艺术家向海外
华文媒体人介绍普洱独有
的绝版木刻艺术。

中新社记者 刘冉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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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剂化解乡愁的“良方”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美国马里兰州波托马克市丘吉尔
高中的礼堂内，当全场 1000多名观众共
同唱响这经典的旋律，歌声高扬，余音
绕梁，许多侨胞的眼中泪光闪闪。

这是近日“亲情中华·欢聚华盛顿”
慰侨演出现场的动人一幕。在艺术团此
次赴美巡演的各站，类似的温情画面时
常出现。《我和我的祖国》《芦花》《咱老
百姓》《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台
上，来自祖 （籍） 国的艺术家们深情演
唱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台下，久居
海外的华侨华人情不自禁地跟着一遍遍
哼唱。

“这些铭刻在我们脑海中的旋律，永
远不会忘记。”华盛顿站的演出结束后，
88 岁的张信和 82 岁的何仪久久不愿离
去。何仪告诉记者，她和老伴随子女在
美生活 10 年，故乡是心中最深的牵挂。

“祖国的艺术家们来了，就是亲人来了。
我们盼这一天盼了很久。”

在休斯敦站演出前，听说“娘家人”来
了，许多侨胞同样早早赶来相聚。侨胞杨
玉楠一手挽着年迈的母亲，一手牵着年幼
的女儿，三张笑脸满是喜悦。这是她们一
家三代第三次观看“亲情中华”慰侨演出。

“这台演出已经成为化解我们思乡之苦的
一剂良方。”杨玉楠说。

熟悉的曲调、真挚的表演、精湛的
技艺，每到一处，艺术团为当地侨胞献
上的高水准演出总能赢得台下此起彼伏

的掌声与欢呼声。气氛最热烈时，许多
观众纷纷打开手机灯光，高高挥舞，台
上台下星光交汇。

“在‘亲情中华’的舞台上，亲情与
乡愁是贯穿始终的主线。艺术家们用心
用情表演，希望不仅为侨胞带来艺术的
享受，也送上抚慰乡愁的乡音。”“亲情
中华”艺术团团长、中国侨联文化交流
部部长刘奇说，这是“亲情中华”艺术
团的一份“初心”。

一台文化荟萃的盛宴

婉转悠扬的京剧、抑扬顿挫的二
胡、高亢嘹亮的唢呐、空灵悠远的满族
民歌、雄浑深邃的蒙古族长调、惊心动
魄的杂技……“亲情中华”的舞台俨然
一场中国文化的盛宴，精彩荟萃。

为了让观众更好领略中国文化的魅
力，艺术家们的用心无处不在。

国家一级演员、二胡演奏家陈军在
两根琴弦之间推拉弹拨，用一把小小的
二胡，既演绎出太极文化的刚柔并济，
又展现了万马奔腾的恢弘浩荡；国家一
级演员、京剧荀派传人张佳春在演唱传
统京剧多个经典选段的同时，融入歌曲
元素，以更加通俗易懂的京歌打动人
心；唢呐演奏家孙云岗在短短几分钟
内，用唢呐、箫、葫芦丝、陶笛等 10种
民族乐器表演管乐穿吹，时而悠扬、时
而欢快；中国杂技团的演员们将技巧与
艺术巧妙结合，在展现杂技的人所难能
特点的同时，不失中国古典之美。

“太酷了！这些文化艺术来自我的故

乡，是我的根脉，这让我非常骄傲，也
让我感觉与中国不再遥远。”17岁的林吕
在美国出生长大，9年前曾回祖籍浙江寻
根。这次，作为“亲情中华”华盛顿站
演出的义工，他和其他 5 名华裔少年在
工作之余也欣赏了这道文化大餐，并由
此对中国产生更多向往。

被艺术团“圈粉”的不只是年轻的
“华二代”。现场，不少当地民众同样
看得津津有味。马里兰州波托马克市
丘吉尔高中的职工本在演出后比出大
拇指，赞叹中国文化“惊艳”、“富有
魅力”。

在休斯敦，俄罗斯驻休斯敦总领馆
的外交官们也慕名前去观看演出。总领
事亚历山大·皮萨列夫告诉记者，他曾参
与过当地华社举行的文化活动，对中国
文化并不陌生。“艺术是相通的，我相信

‘亲情中华’艺术团的演出能让不同国家
的人民了解并喜爱中国文化。”

一场遥相呼应的庆生

对于美国华侨华人来说，“亲情中
华”艺术团其实早已是熟悉亲切的老朋
友。自 2008年启动以来，艺术团多次赴美
演出，送去祖（籍）国的问候与祝福。而今
年，华侨华人的期待更为迫切。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对身处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中华儿女而
言，这都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年份。不久之
前，许多侨胞受邀回国参加国庆 70 周年
庆典，更多人在海外观看了庆典直播。我
们特别高兴能在海外与‘亲情中华’艺术

团共同为新中国 70华诞庆生。”纽约中国
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马粤说。

“心潮澎湃，余波荡漾，作为中华儿
女的自豪与骄傲从未如此强烈。”纽约华
人社团联合会主席乔立华回忆起 10 月 1
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亲历的盛大场面，
依然激动不已。他介绍，8月底以来，纽
约众多华社侨团组织了一系列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的活动。“祖 （籍） 国强
大，我们华侨华人就有底气，就能在大
洋彼岸更加昂首挺胸。”

在休斯敦和华盛顿，广大华侨华人
同样与艺术团成员分享了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的激动与喜悦。

休斯顿华夏学人协会会长黄华告诉
记者，“十一”前夕，休斯敦 40 多个侨
团联合举办了“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
动。“当 100多名侨胞手拉着手，共同唱
响熟悉的旋律，许多人都忍不住掉下眼
泪。把我们凝聚起来的，正是这股强烈
的民族自豪感。”

华盛顿华人专业团体联合会会长孙
波刚从中国观礼回来，便马不停蹄地赶
去迎接艺术团。“亲眼见证中国国富民强
的震撼与自豪还在心中回荡，艺术团的
到来又为我们带来一份巨大的欢喜，也
将我们在海外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
热烈气氛推向高潮。”孙波说。

心相印，根相连。浩瀚广阔的太平
洋，隔不断在美华侨华人与祖 （籍） 国
的亲情与牵挂，就如那歌儿所唱：“无论
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上图：在“亲情中华·欢聚休斯敦”的
演出中，中国杂技团表演杂技《蹬伞》。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中国侨联“亲情
中华”艺术团亮相美国纽约，在曼哈顿下城中
国城为华侨华人和当地民众献上一场具有浓郁

“中国味”的视觉盛宴。这是艺术团此次赴美慰
侨巡演的第三站。

10月 3日至20日，“亲情中华”艺术团辗
转美国东西，为休斯敦、华盛顿、纽约、明尼
阿波利斯、洛杉矶、旧金山等6座城市的华侨
华人带去熟悉的乡音，捎去亲人的问候，也与
海外游子共同分享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喜悦与
自豪。

“亲情中华”艺术团赴美国慰侨演出

一次跨越太平洋的亲情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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