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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在美国的中国人，

所以要团结起来对抗不公。”美国

亚裔社团联合总会会长、亚裔维

权大联盟总召集人陈善庄说，“我

希望我们的族裔能壮大，不需求

人家帮我们，而是能出手帮别

人。”

近日，美国普渡大学西北分

校校长托马斯科恩模仿亚裔口音

开玩笑，引发各方谴责和媒体关

注；美国加州华裔官员周昭龙在

例会上谈种族歧视的危害，却遭

在场民众辱骂……

疫情暴发三年来，美国的种

族歧视事件屡屡抬头，但在反抗

种族歧视的路上，从不缺乏勇敢

发声的人，陈善庄就是其中的“先

锋”。

陈善庄祖籍福建，外公和父

亲都是华侨。

“我七八岁的时候，外公从新

加坡回来，带回很多米、油、饼干

分发给乡亲们。”陈善庄说，“他告

诉我，我们是华侨家庭，有条件帮

乡亲就要去做，以后到了外面生

活，也要懂得怎样帮人。”

自小的耳濡目染，在陈善庄

心中种下了与人为善的种子。离

开家乡后，陈善庄去香港上学、做

工，又到美国创业。

1997 年，他与多位华商一起

成立了美国香港总商会，1998 年

成立福州琅岐联合总会并当选首

任主席，2013 年成立了美国亚裔

社团联合总会。他服务社区多年，

也坚持为华侨华人维权。

“我的经历让我明白，生活在

别人屋檐下，自身不强大很难立

足。”陈善庄说。

在经历的反抗种族歧视事件

中，陈善庄对梁彼得案印象最深，

并一再为此奔走。

2014 年 11 月，纽约华裔警

察梁彼得在执行任务时枪支走

火，子弹意外击中非裔男子格雷。

事发后，梁彼得被布鲁克林区检

察官以六项联邦重罪起诉，而同

行的白人警察却未受任何刑事处

罚。

2015 年，陈善庄召集成立美

国“亚裔维权大联盟”，集合多个

侨团的力量，举行多次游行示威，

并获“华裔神探”李昌钰大力帮

助，为梁彼得案的公平审理发声。

在华社共同的努力下，“梁彼

得案”全美游行人数一度达到上

百万。最终，梁彼得由过失杀人罪

降为刑事疏忽杀人罪，被判五年

缓刑及社区服务。

很多人称陈善庄是“亚裔民

权斗士”。“大家叫我‘斗士’是尊

重我。”陈善庄说，“我运气好，创

业蛮成功，但钱是赚不完的，总有

些事情需要关注。”

在陈善庄看来，华侨华人要

敢于发声，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的

一员。为此，他也数次召集华社侨

领举办活动，呼吁华裔年轻人积

极参政，为族群争取更多权益。

“华侨华人遇事习惯沉默隐

忍。近十年比以前好多了，但我觉

得还不够。”陈善庄说，“我们每次

抗争，都呼吁大家要提高相关的

意识，这也是我们抱团取暖的目

的。”

（刘立琨来源：中国新闻网）

以华侨华人命名的地标分布

在世界各地，镌刻着城市独有的记

忆。他们的事迹证明：海外华人在住

在国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展现担当

作为。这些岁月带不走的热血与执

着值得被铭记。

二战时期，中国驻维也纳总领

事何凤山在大屠杀前夕向犹太人发

放离境所需签证使他们幸免于难。

为纪念他的义举，位于米兰华人商

业街的“何凤山广场”是意大利首次

使用华人姓名来命名的地点。

在美国纽约，靠近华埠哥伦布

公园的“曾喆街”赋予了这位华裔青

年应有的荣誉。21 年前，这位勇敢

的“逆行者”为救人跑向了正在倒塌

的世贸大厦。

在墨尔本富士葵，“王吉米街”

的存在只为缅怀这位“择一事，终一

生”的点心大王，他用烧卖、粤菜温

暖当地民众味蕾，用真诚和善良打

动每一位食客……

近期，美国旧金山中央地铁华

埠白兰站历经三十余载，终于落成。

透明玻璃为主体的设计现代感十

足，具有鲜明中国风的露台和剪纸

壁画让这座新地标更为光彩夺目。

该车站位于华埠中心士德顿

街，给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加便捷的

出行方式，也为华埠的繁荣兴旺翻

开新的一页。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已

故华人社区领袖白兰的努力，她花

费超过三十年的时间为华埠争取兴

建中央地铁，加强华埠与旧金山其

他社区的连接和往来。如今，车站以

“白兰”二字命名，只为纪念她所做

的贡献。

近日，美国华商总会顾问蔡文

耀前去打卡，迫不及待地用镜头记

录下每个瞬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一副对联：“昔日漂洋采金矿，今朝

劈地铸银龙”。“十九世纪中叶的淘

金热把第一代华人带到旧金山，华

埠随之建成，一直保留着中国特有

的风俗人情和生活习惯，它的兴衰

记录着华侨华人移居海外的历史。”

他感慨道。

“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凝结着白

兰的心血。这么多年来，她积极推动

华人参政，培育出多位年轻的华社

领袖，用自己无限的热情推动华埠

的进步与发展。”蔡文耀表示，在华

埠，交通拥堵的现象时有发生，居民

也习惯依靠公共交通出行。正因为

白兰的坚持不懈，才有了今天的车

站，这也足以证明华人要勇于争取

自身权益，敢于发声，用自己的力量

改变生存环境，才能赢得尊重和肯

定。

如今，用华侨华人姓名命名的

街道、建筑物、地铁站也越来越多地

出现，这是他们赢得当地社会认可

的最好证明。这些行人脚下的路照

亮了一段段不平凡的华人故事，哪

怕时过境迁，城市一隅永远有属于

它们的位置和情怀。

“如果有机会周游世界，我一定

会去这些地方重温专属华侨华人的

记忆。”蔡文耀说，明年一月恰逢农

历新年，旧金山中央地铁将正式迎

来开通。“期待之余，也希望华侨华

人继续融入住在国，提高影响力，为

融通中外发挥更大作用。”

（金旭 来源：中新社）

城市记忆如何冠以华人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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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融入之路上
鲜花与荆棘并存

对华人移民而言，融入是永恒的话题。回望即将

结束的 2022 年，海外华人靠实力赢得尊重，以“发声”

捍卫权益，融入之路上虽有鲜花掌声，但仍任重道远。

今年以来，海外华

人在参政舞台上亦可圈

可点。华裔沈观健成为

加拿大温哥华首位华裔

市长；华裔李慧华就职

美国芝加哥 11 区区长，

改写了芝加哥没有华裔

市议员的历史；在 2022

年美国中期选举中，美

国南加州圣盖博谷地区

拥有近 50 名华裔候选

人，创当地华人参政历

史之最……

海外华人社区积极

参政的氛围不断增强。5

月，巴西圣保罗侨社举行

华侨华人“积极融入当

地、支持华人参政”动员

会。9月，美国华人华侨联

合总会举办“2022 鼓励华

裔参政议政暨倡议选民

登记研讨会”，华裔政要

分享参政经验。更多华裔

民众纷纷拿起手中选票，

高调争取合法权益。

华人族群已不再“只

顾过自己的小日子，不关

心公共事务”。在一些国

家和地区，华人参政更有

从“一枝独秀”到“满园春

色”的发展趋势。对此，华

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

管理学院副院长万晓宏

认为，这表明海外华人不

再只是从事商贸文化的

“经济动物”，他们敢于扮

演重要的社会角色，为民

请命，承担社会责任，为

华人书写新历史。

（冉文娟 来源：中新社）

跨越百年 主流社会为华人贡献正名

2022年伊始，法国华

社迎来扬眉吐气的一天。

当地时间 1月 29 日，巴黎

中心区华人纪念牌正式揭

幕，其所在地正是华人先

辈在法国创业的起点。

出席揭幕仪式的巴

黎中心区区长威尔称，此

牌是为纪念华人在两次

世界大战中的特殊贡献，

铭记华人在巴黎的艰苦

创业历史以及他们为当

地经济文化发展所做出

的努力。

2022 年 10 月，美国

发行了印有华裔女星黄

柳霜头像的 25 美分硬

币，这是美国硬币上首次

出现亚裔面孔。自 1919

年在电影《红灯笼》中初

试啼音，闯荡好莱坞的黄

柳霜直面甚嚣尘上的“黄

祸论”，一直努力打破“天

花板”，和不公正的待遇

做抗争。

无论个人还是群体，

主流社会对华人从排斥

到接纳，从漠视到正视的

背后，源于一代代华人扎

根当地、接续奋斗，最终

以实力赢得了主流社会

的尊重和认可。

不再“隐形”华人参政热情日益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