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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埠 资 讯

福布斯发布2023年泰国富豪榜
正大集团谢氏家族排首位

据中新社报道 当地时间 7月 6日，福
布斯（泰国）公布 2023年泰国排名前 50强
富豪名单。其中，泰国正大集团谢氏家族以
340亿美元的净资产排名第一。

据了解，正大集团成立于1921年，是泰
籍华人谢易初创办的知名跨国企业，在泰国
亦称卜蜂集团。正大集团历经百年的蓬勃
发展，已从经营单一业务的“正大庄种子
行”，发展成为以农牧食品、批发零售、电信
电视三大事业为核心，同时涉足金融、地产、
制药、机械加工等 10多个行业的多元化跨
国集团公司。集团业务遍及全球 100多个
国家和地区，员工 45万人，2021年全球销
售额达840亿美元。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
“在意平安”反诈宣传活动

据《欧洲时报》报道 当地时间 7月 7
日，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在罗马举办了“在
意平安”反诈宣传活动。中国驻意使馆的有
关领导，意大利警方及宪兵代表，旅居罗马
的华侨华人、中资机构代表、留学生代表等
参加了此次活动。

中国驻意大利使馆公参过琳指出，中国
驻意使馆收到旅意侨胞、留学生和企业人员
的报告，诈骗电话骚扰峰值一度达每人每日
30起，这些诈骗不仅给大家的生活工作带
来骚扰和不便，还导致少数同胞遭受经济损
失，这说明海外电信诈骗问题仍然很严重，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增强大家的防诈意识和
识骗能力。

美国福建同乡会为患癌乡亲募捐

据美国《侨报》报道 近日，为患癌年轻
母亲陈女士募捐款交接仪式于华埠美国福
建同乡会会所举行，美国福建同乡会负责人
刘爱华主持仪式并与家属一道向社区各界
表达了感谢。

陈女士在怀孕三个月之后查出患有急性
粒细胞白血病，后住进西奈山医院接受化疗。
丈夫不得不辞去工作以照顾7个月的女儿和
生病的陈女士，小家庭因此陷入经济困境。在
爱心人士的召集下，美国福建同乡会展开了对
陈女士的筹款活动，呼吁爱心人士捐款让年轻
的家庭度过难关。

“‘人头税’？‘排华法’？”在位于渥
太华的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听到
记者要查阅的内容，值班工作人员马
蒂厄显然没太明白它们的意思，但还
是在电脑里检索了关键词。

很快，她从档案架中捧出两本已
发黄、按年份集纳成册的《加拿大法
令》。记者在其中找到了 1885 年、
1923年两部《华人移民法》的全文。

19世纪后期，大批华工参与加拿
大太平洋铁路的修筑，但当铁路铺通，
华人即遭抛弃。加拿大 1885年出台
的《华人移民法》开始通过征收“人头
税”限制华人入境。税额在其后数年
内由 50加元逐步加码至相当于一个
华工两年收入的500加元。

1923年7月1日，新版《华人移民
法》实施。这部共有43条、俗称“排华
法”的法律几乎完全禁止了华人入境，仅
外交官等极少个例可豁免。华人成为历
史上唯一曾被拒绝入境加拿大的族裔。

“排华法”生效时恰是加拿大自治
领日(即国庆日)，却也从此成为华人
拒绝参与有关节庆的屈辱日。

“虐受四三条，苦楚实难报，记念

在胸牢。”百余年前在温哥华华社流传
的一支歌如此传唱。

这部充满种族歧视色彩、被联邦
参议员胡子修形容为“臭名昭彰”的恶
法，在华人及有识之士不懈抗争下，于
1947年5月终被加国会废除。即便如
此，对包括华人在内的少数族裔的歧
视政策仍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中后
期。

“排华法”对华人社区造成了深
远、甚至是毁灭性的伤害。据官方材
料，在该法施行的 24年间，获准入境
加拿大的华人仅有12至50人。

移居加拿大54年、现居蒙特利尔
的钟启诚向记者展示了家中先辈入境加
拿大时的“人头税”税金纸。他的祖父母
结婚不到3年便分离，从此相隔万里。
均未再婚的两人直至终老亦未再见。

加参议院议长蕾蒙德·加涅近日
在参议院内举行的“排华法”百年反思
纪念会上表示，该法造成亲人间长期
且往往是永久的分离，最终导致单身
社会出现，华人社区面临边缘化，华人
孤立感和疏离感日益增加。

今年5月，即亚裔传统月期间，加

拿大政府宣布将过去排斥华人移民之
举列为“具有国家历史意义的事件”。
加官方最近制作并存放于温哥华的华
裔博物馆的“排华法”百年纪念铭牌以
英、法、中文记述道：(“排华法”)阻碍
了家庭团聚、社区发展、社会融合和经
济平等。

“排华法”出炉已过整整百年。但
诸多华社人士认为，华人面对的种族
歧视并未真正消除。参议员胡元豹近
期在多个场合提醒，需警惕“现代形
式”的排斥、污名化行为。

华人历史研究学者、作家丁果认
为，即便如今温哥华、多伦多两大城市
均历史性地选出华人担任市长，但并
不意味着对华人的歧视已不存在。

加拿大华人联合行动基金会主席
鲍胡嫈仪表示，自己在长期从事社区
工作的过程中感受到，歧视仍存在于
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系统当中。

连月来，加拿大各地华人社区举
办不同形式的一系列活动，反思百年

“排华法”，呼吁毋忘历史、反对歧视，
防范黑暗历史重演。 （余瑞冬）

百 年 未 远

“排华法”黑暗史警醒加拿大华人

“华文教育在海外不单是教会
读写中文，还为孩子们提供安身立
命的养分和智慧。”巴西圣保罗圣本
笃学校校长萧思佳对中国驻圣保罗
总领事陈佩洁如是说。

日前，陈佩洁总领事一行踏访圣保罗
华文学校。在陈佩洁看来，经历数十年发
展，巴西华校在办学模式和教学理念已非
常多元，这些华校风貌各异，也都共同呈现
出海外华文教育特有的“融通中巴”的特质。

圣本笃学校在当地颇具名望，地处圣
保罗市中心，毗邻华人聚集商区 25街。
外体建筑高大恢弘，一砖一瓦都沉淀着历
史。华文教育浸润校园，这包括葡语教师
把知识点融入中国剪纸艺术中，寓教于
乐；在六月节活动中，孩子们穿上巴西传
统格子衫，戴上草帽载歌载舞，也品尝粽
子、弹唱《茉莉花》种种。

萧思佳介绍说，圣本笃学校自 2008
年开设中文班，纳入中国国务院侨办首批

“华文教育示范学校”，且是巴西第一所获
得此荣誉的华校。如今规模大扩，增设了

慈佑幼儿园部和高中部，学生逾千名。
圣本笃学校有来自中国的汉语外派

教师常驻，中文教材多样化，实行“一生一
策”因材施教。学生上午接受巴西国民葡
语教育，下午在“华文+”文体模式中沉浸
中文世界。圣本笃学校在另一华商聚集
区开设的华侨天主堂中文学校，目前也向
大众免费提供中文诗文经典的课程。

回顾 15年办学经历，萧思佳认为最
大的变化在于，过去家长希望孩子们能读
能写，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和高学历移民人
数增加，如今家长还期待孩子们能多了解

“文化上的东西”，学贯中西，成为中国和
巴西沟通合作的桥梁。

“融通中巴”，也是巴西德馨双语学校
的目标。德馨是圣保罗侨界颇有名气的
华校。校园里，巴西的教师们制作了三艘
纸龙舟，带着孩子们操场“竞渡”，载满欢

声笑语。教室里，草帽、彩旗，布置出巴西
六月节的丰收景象。

在德馨双语学校校长魏万古看来，德馨
的发展如同巴西华校的缩影。来到巴西第
三个月，他就着手创办德馨。从仅一名教
员、10平方米教室，到如今教室、礼堂、操场、
食堂一应俱全，教育体系覆盖幼教到高中。

记者注意到，德馨的中文教学采用国
内流行的黄冈教辅。“每一份教材教辅来
到巴西，都来之不易。”魏万古说，“运营、
教材、师资，都是困难重重，我们都是一步
步走过来的。”

最困难是疫情来袭，生源一度离散，
德馨经营陷入困顿。魏万古没有裁员，反
而给老师们都涨了工资。“只要有孩子跟
着我们，我们就要稳住教师团队。”

依托中国高校资源，德馨不断提升师
资水平和办校水平。2021年，华侨大学

在南美首度举行华文师资研究生
班，德馨积极参与。攻读汉语国际
教育硕士的学员来自巴西、智利、巴
拿马等国家，皆为华文教育一线的

华校校长或者骨干教师。
“传承中华文化是华校共同的责任和

使命。”魏万古说。
近年来，由于中巴经贸升温，“华文

热”在巴西方兴未艾，不少不同国籍不同
肤色学生慕名报读华校。华侨天主堂中
文学校总校长、慈佑学校校长罗淑君认为
这更有助于“融通中巴”。

罗淑君正在组织学生赴华参加“寻根
之旅”活动。在她看来，中国国内举办“寻
根之旅”等丰富的交流活动，展现多彩立
体中国，充实拓展海外华文课堂外延，也
锻炼孩子们的中文表达能力。

“从那些李白走过的山水，千手观音
（舞蹈）的敦煌之美，孩子们会更辽阔更真
切地感知中华文化，建立深度的情感链
接。”罗淑君说，这为侨胞子弟们的自我认
知和归属感夯下基石。 （林春茵）

7月8日至9日，位于德国首都柏林东部的世
界公园举行以“文化遇见园林”为主题的文化节。

（任鹏飞 图/文）

柏林举办“文化遇见园林”文化节

汉服爱好者进行汉服展示。 人们在中国展区学习中文人们在中国展区学习中文。。

巴西华校巴西华校：：弦歌不辍弦歌不辍 融通中巴融通中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