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侨居海外2020年 9月 18日

编辑：林硕 美编：钱小凤

www.xmweekly.com

海外生活

海外见闻

□曾小威

每年“9·11”纪念日的时候，

纽约市都亮起两道耸入天空的蓝

光，以此来模拟曾经被炸毁的双

子塔，纪念在 19 年前那场浩劫中

不幸遇难的 2977 个鲜活生命。

而曾经历过这场浩劫的人

中，还有许多华裔，他们有的不幸

遇难，有的幸运逃生。今天，我们

再次讲述他们的故事……

“有人会利用这架飞机，

进行一次袭击”
在“9·11”事件遇难人员中，

有一位华裔被“9·11”调查委员

会称为“美国英雄”，她就是曾就

职于美国航空的飞机乘务员邓月

薇。

2001 年 9 月 11 日，在被恐怖

分子劫持的美航 11 号航班上，邓

月薇在劫机行动展开后，面对恐

怖分子释放催泪毒气和语言威胁

时，没有惊慌失措，趁机躲进了飞

机的厕所中，并通过机上电话联

系到美航东南部订票办公室，告

知地面工作人员：“有人会利用这

架飞机，进行一次袭击”。

虽然邓月薇在飞机撞向世贸

中心的前 25 分钟就向地面报告

了飞机被劫持的情况，并保持了

20 分钟左右的通话，但悲剧还是

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邓月薇因为在当时万分紧迫

和危机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向地面

报告了机上被劫持的情况，被誉

为“美国英雄”。

“妈妈，我要去救人”
除了邓月薇，还有一位华裔，

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

英勇救人，不幸牺牲。他就是美国

华裔青年曾喆。

在“9·11”事件发生时，他正

好走出地铁口，准备去银行上班。

当他看见飞机撞向世贸中心的时

候，就立即跑向了那里。因为大学

的时候学习过急救措施，曾喆便

决定去救人。

当时，世贸中心附近的手机

通讯全部中断，他就跑回银行，给

自己的妈妈打了一通电话说：“妈

妈，我现在没事，我要去救人。”还

未等母亲回话，他就挂断了电

话。

当天下午三点左右，曾喆在

西雅图的师妹打电话给曾喆的母

亲：“阿姨，我在电视上看到曾喆

在救人。”后来几天，曾喆的朋友、

同事都到各个医院去找他，结果

毫无音讯。

直到 2002 年 5 月 13 日，曾

喆的母亲才接到通知，说是找到

了曾喆的部分遗体……

曾喆的事迹传开后，在美国

各界引起轰动，《纽约时报》称他

是“完全忘我的人，他的行为是真

正的英雄表现”。还有人称他为

“美国的英雄，华人的骄傲”。

“成为一个医生，

专门和死神谈判”
对于“9·11”恐怖事件的亲历

者来说，曾经发生的一幕幕令人

揪心的画面永远不会从脑海中抹

去，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

他们真切地体会到，能够活着，是

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Thomas Lo 是一名华二代，

在纽约生活、工作。2001 年 9 月

11 日，正好是他 23 岁生日。在恐

怖袭击发生后，他从 74 楼办公室

艰难逃生。之后，便从金融行业辞

职，成为了医学院的学生。

Thomas 说：“经历过这场灾

难后，我更懂得了生命的意义，决

定成为一个医生，专门和死神谈

判。”如今，Thomas 已经成为了纽

约著名的麻醉医生，在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还参与了一线抗疫。

“只要想起那天，

再难的沟坎都能闯过去”
华裔陈思进，1990 年就赴美

国留学，2001 年发生“9·11”事件

时，他正在纽约世贸中心北楼 80

层上班，这栋楼在被第二架劫持

飞机撞到后倒塌。

陈思进说，有幸生存下来后，

他最强烈的愿望就是给妻子打电

话，“如果再晚两分钟我可能就被

坍塌的大楼活埋了”。

亲眼看到许多人为了逃生从

一百多层跳下，亲眼看到摩天大

楼像融化的巧克力一般地倒塌。

陈思进表示，这种场景是一辈子

不能忘记的。这次事件后，陈思进

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人生，之后便

辞掉了华尔街投行的工作，举家

搬迁到了加拿大，重拾童年的作

家梦，开始关注财经文化领域并

选择用中文写作。

陈思进说，平时工作、生活中

遇到困难的时候，只要想起那天

数千陨落的生命，再难的沟坎都

能闯过去。

“能跟家人幸福的生活

在一起，就是福气”
曾在世贸中心大楼工作的华

人 Sun 回忆，“9·11”那天，他刚好

开车与家人出去游玩，并没有在

纽约市区。当时在中国的家人在

电视上看到飞机撞击大楼的画面

的时候，十分揪心，纷纷打电话询

问他的情况。

他说，他是幸运的，恰巧在那

天躲避了危险。如今，他对生活更

加充满感激之情，“能跟家人幸福

地生活在一起，就是最大的福

气。”

19 年过去了，如今，崭新的世

贸中心大厦高高耸立在曾经被炸

毁的双子塔旁，与纪念广场上刻

满遇难人员姓名的反思池静静相

望，潺潺的流水声时刻警醒着人

们：曾经的伤痛，不能忘记！

（中国新闻网、《南方都市报》、美

国中文网等）

海外中餐业如何走出困境？
□吴侃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海

外中餐馆的生意遭遇重创，在巨

大的生存压力下，海外中餐业者

如何转型升级、寻求发展？北京时

间 9月 14 日下午，中国侨联举办

“海外中餐业者抗疫复工视频交

流会”，中餐从业者代表们“云端”

分享复工经验，支招海外中餐复

苏。

“难”仍是目前关键词
随着多国疫情形势缓解，餐

饮业“重启”。然而许多海外中餐

业者却并不轻松，“活下去”仍是

最紧要的事情。

“我在西班牙从事中餐行业

三十来年，经历过很多艰难时期，

这次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难。”西

班牙巴塞罗那青田同乡会会长、

大海自助餐厅业主周建虹说，近

来西班牙疫情反弹，再次打击中

餐业，受到客流量下降、原材料价

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很多中餐厅

仍然关着门。

新西兰连锁餐饮品牌金味德

兰州拉面业主阳敏表示，原本 5月

份新西兰解封后，餐馆生意已经有

了复苏迹象，结果 8月份奥克兰再

次“封城”，生意又进入“寒冬”。“现

在店里的客流只有疫情前的 30%

左右，短时间内很难恢复。”

“餐饮业是德国华侨华人的

支柱产业之一，疫情也促使德国

中餐业重新洗牌。”德国青田同

乡会会长、金钱豹餐厅业主赖成

敏说，特别是有一些大型的华人

自助餐厅正面临倒闭，想要生存

就必须转型。

化“危”为“机”

努力提质升级
“夏季原本是意大利的旅游

旺季，往年这时候我们餐馆都排

着长长的队，今年顾客少了，却让

我们慢下脚步，有时间钻研菜品、

提升服务。”意大利中华楼中餐厅

董事长何建锋说。

何建锋表示，中餐在海外虽

然很受欢迎，但长期以来难摆脱

低端、廉价等刻板印象。“不妨将

这次危机转化成机遇，开发精致

菜肴、优化用餐环境，用全新的形

象迎接中餐的复苏。”

在赖成敏看来，德国的一些

中餐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根据

当地人的喜好进行改良，却把中

餐的精髓“色、香、味”给丢了。“疫

情中，一些规模大、运营成本高、

失掉特色的中餐馆开始倒闭，而

那些小而精、保留住中餐风味的

餐馆存活了下来。”

他表示，海外中餐不能局限

于炒一盘菜吃饱吃香，要在提升

菜品品质、保住中餐风味上下功

夫。“海外中餐提质升级势在必

行，要让当地人感受到中餐文化

的魅力。”

除了提升菜品质量，疫情期

间的餐馆服务也要做好。周建虹

说，我们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

尤其注重食材管理、食品安全、防

疫服务等。

“比如现在顾客进门要量体

温、要使用免洗洗手液消毒，在用

餐的过程中也是严格执行顾客之

间间隔一米的距离。”周建虹说，

当地政府部门来店里例行巡查时

都对防疫措施予以点赞。

周建虹表示，也正是得益于

防疫措施做得好，顾客吃得放心，

店里的客流量有所恢复，刚复工

时餐馆只有往年客流量的 20%，

现在能达到疫情之前的 60%左

右。

新科技助力提振中餐业
疫情期间，各类“无接触”服

务受到追捧，扫码点餐、机器人送

餐、线上支付等新科技的运用也

为海外中餐馆的复苏助力。

荷兰中饮公会主席俞斌说，

疫情期间荷兰一些华人连锁快餐

店尝试用机器人送餐，减少人力

成本的同时也招揽了不少顾客。

“餐厅机器人可以用于传菜和餐

桌服务，客人通过桌上的二维码

下单，员工将食物交给机器人并

输入桌号，机器人就可以自动送

餐并返回。”

“早在两年前我就引进了机

器人送餐，没想到疫情期间派上

了大用场。”奥地利维也纳餐饮协

会会长、英雄酒店业主朱茂奏说，

餐馆的客流量不降反升，相较于

去年同期还增长了 30%左右。

在奥地利从事中餐业三十余

年，朱茂奏始终对海外中餐的未

来信心满满。“今年 3月，我还开

了一家超过 1000 平米的新餐馆，

这次的危机也许是助力餐饮业者

脱颖而出的一个转机，相信海外

中餐业会回归之前的繁荣。”

（中国新闻网）

月份，巴塞罗那的中餐馆举行爱心中餐活动

从泽西市透过城市雕塑遥望灯柱

邓月薇生前照片

意大利社会经营活动“重启”街头商业气息逐渐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