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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版專訊（記者 凌晨曦

連線報道）早前某些西方

國家針對港人推出簽證政

策，接納所謂「政治難

民」。受媒體誤導，一些

港人認為只要離開香港家

園，移民國外便會扭轉生

活的窘境，衣食無憂。不

過現實情況是怎麼樣的呢？移居美國50年的港人曹國

強坦言，「這裏治安混亂，疫情難控，競爭更是激

烈」，他勸諭那些想要移民的港人，尤其是那些總以

為「外國的月亮更圓」的年輕人們，三思而後行。

曹先生在香港出生，十幾歲時隨父母移民海外，目前經營着波
特蘭地區一家華文報紙。海外漂泊50年，他深感生活不似想

像中的那麼美好：「剛到美國時，我和媽媽等巴士，無緣無故被人
扔雞蛋。本以為近幾年情況會好轉，誰知情況越發嚴重，我的一個
朋友坐巴士，兩次被人打。」
早前美國亞特蘭大按摩店槍擊案，多名亞裔女性成槍下亡魂。曹
先生所在的波特蘭地區，也曾出現過槍殺事件。「移民生活不容
易，治安非常不好，最主要現在歧視亞裔問題變得更嚴重了。」新
冠疫情以來，仇視亞裔浪潮升溫，他自己就曾有過因為不願意給對
方錢，而被對方罵「快滾回中國」的經歷。「我真的勸那些想要移
民的港人多考慮一下。」

創業辛苦「白日做牛晚上做豬」
移民至外國，面對的問題不僅僅是受歧視那麼簡單，亦面臨極高失
業風險。不少人對移民充滿幻想，以為去到外國就可以享受美好的生
活。「並不是！」曹先生很肯定地說，新的地方創業真的很辛苦，一
切都要從頭來過。「白日做牛晚上做豬」這是他飲茶時聽旁邊人和國
內親屬打電話用到的詞語，「一定是很辛苦了，白天似牛一樣不停工
作，晚上像豬一樣睡覺（因為勞累而睡得很香的意思）。」
疫情前，曹先生每年至少回港一到兩次，也都會回內地走走。他
打心裏覺得中國的發展越來越好。回憶起這兩年的香港時局，他感
嘆最受影響的是市民。他坦言，很多港人思想還停留在以前，沒有
看到內地的變化，認為內地比香港落後。曹先生說，近些年內地的
經濟、環保、人民生活等越來越好，像北京深圳上海這些大城市，
甚至超過香港。「如果那些港人不改變自己的思想的話，很容易被
社會淘汰」。

祖國大變 港融入灣區大展拳腳
他還特意提到中共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
下，方方面面的變化非常大，「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曹先生常
常從大文網站關注內地和香港的新聞，也很感謝文匯報，表示自己
與文匯報海外版合作十年，文匯報為他們僑胞的群體提供了很多優
質內容和國家資訊。
談及香港的未來，曹先生表示樂觀。他說，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
可以令香港早日實現經濟復甦，並為日後發展帶來機遇。他周圍的朋
友也都認為，大灣區的發展前景美好，經濟地位不容小覷。有朋友甚
至直言，如不是因為年紀大了，想立刻搬回去！「我們並不是想回來
掙錢，起碼治安方面好好。就像幾十年前，中國很貧困，時不時有人
在街頭搶東西。現在就很少聽到這種事兒，反倒是國外很常發生。像
是俄勒岡州波特蘭，甚至還發生槍擊事件，治安很不好。我有時同朋
友開玩笑，美國那些市長議員，要是在中國早被人炒魷魚幾次。」香
港人要盡量融入大灣區的發展，否則，就很難有發展了。

港人定居美國50年 嘆海外生活艱辛

反擊「台獨」辦報 致力華人團結

「如果唔係愛國者執政，香港就冇運行」

2007年，曹先生與一班當地華人共同創立的
《僑聲報》，是波特蘭當地一家華文報紙，主
要在美國俄勒岡州發行。辦報初始，他們就以
弘揚中華文化，加強中美交流，熱誠服務僑
胞，締造和諧僑社為宗旨。在每周發行5,000
份的基礎上，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還要發行

6,000份到洛杉磯。提起創立《僑聲
報》的初衷，曹生很誠懇：「台
獨」猖獗令人憤慨，辦報只為團結
僑胞。
「我和同鄉會當時的會長認為
當地需要一份中文報紙為華僑發
聲，我們認為創辦一份報紙可以
更加團結我們當地的僑胞。」
他一再告訴記者，我們不希望
祖國被欺負，希望祖國強大，
希望兩岸盡快統一。「反中地
區的發展越來越衰退，親台
者越來越式微。」曹先生
感慨，這是大勢所趨，中
國的發展是抵擋不了的。

海外華人華僑對祖國一往情深。2008年汶川
地震後，《僑聲報》聯合波特蘭地區其他華人
華僑組織舉辦義演及拍賣籌款活動助災區渡過
難關；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初期，曹先生便在
俄勒岡州統促會、俄勒岡州華人聯合會和波特
蘭萃勝工商會「三會」的微信群裏分別發起捐
款活動倡議，很快募集善款逾萬美元。在曹先
生的鼓勵下，俄勒岡州各社團也積極跟進發起
捐款活動。

「我的心還是中國心」
同時，他還組織「波特蘭地區支援武漢聯
盟」，在疫情最緊張的時候，第一時間將10萬
個口罩運返武漢。
提及此事，曹先生卻顯得很謙虛，「身邊有
很多的愛國者，都是大家出錢出力出時間，很
感謝他們的支持，我一個人是做不了這麼多事
的。」當問及原因，他脫口而出：「因為我是
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啊，是中國人。我在香港出
生，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雖然我在美國已經
50年了，但我的心還是中國心。」

這兩年香港經濟環境不穩定，遊客銳減市道
冷清，飲食、零售、消費及旅遊等相關行業均
受重創。曹先生認為「國安法」頒布很及時，
有利於香港恢復和平穩定，「唔會讓那些人逍
遙法外」。同時，他也十分支持最近中央完善
香港選舉制度的一系列舉措，「啲人唔愛國，
唔愛香港，就喺度搞搞震，成日想搞亂香港，
如果畀呢啲人執政，香港就冇運行。」
他批評反對派整日拉布搞亂香港，「香港三
個特首，個個都做唔到嘢，就係下面啲人，
『搞搞震，無幫襯』，唯恐天下不亂」。
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香港出現政治動盪
和曠日持久的街頭暴力。很多年輕人受到蠱
惑，公然鼓吹「港獨」，挑戰國家主權和
「一國兩制」原則底線。提及此事，曹先生

很氣憤。他表示，我住在波特蘭，黑人運動
時經常有人趁機搗亂、搶東西，大家都很反
感。「就很像香港之前的情形，香港還更嚴
重！示威者在機場打人，直接用刀刺傷警
察。與美國的警察相比，香港警察專業、忍
耐。」
「很多香港人都不敢出聲，怕被報復。我朋
友的外甥女在香港讀書，周圍很多『黃絲』，
就很怕被報復。就像你現在採訪我，我唔知要
不要戴口罩，萬一被人影下來，就麻煩了。」
見證了國家從弱變強的過程，曹先生深為國
家的發展感到自豪。「時代和環境不同了，現
在的年輕人過得太舒服了。」正是因為那些年
輕人缺乏愛國教育，一點都不了解自己國家的
歷史，才做出了不理智的行為。

奮進中國也是華人華僑的驕傲

祖
國
強
大
香
港
好

勸
君
移
民
要
三
思

●●「「波特蘭地區支援武漢聯盟波特蘭地區支援武漢聯盟」」在去年疫情最緊張的時候在去年疫情最緊張的時候，，
第一時間將第一時間將1010萬個口罩運返武漢萬個口罩運返武漢。。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波特蘭地區支援武漢的物資波特蘭地區支援武漢的物資。。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波特蘭當地波特蘭當地
華人華僑升國華人華僑升國
旗迎國慶旗迎國慶。。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在談到當前年輕
人的文化認同問題時，曹
先生感嘆不少年輕人不在意
「愛國」是「他們現在生活的
時代太舒服了」，生活環境不一樣了，也缺乏歷史和愛國的
教育，和上一代的人思想很不一樣。

「你知道我叫什麼嗎？」採訪中曹先生提了個讓記者始
料未及的問題。「我叫國強。我們三兄弟，哥哥叫國

華，細佬叫國裕，就是希望我們的祖國強大富裕。」
他表情嚴肅地說，因為當時中國被人欺負，又

窮，就特別希望祖國強大起來、富強起來，
「所以當時的人給細路仔起名字就是

這樣」——名字，就藏着
他們那代人對國家深
沉的愛。

名字名字，，就是他們那代人的愛國
就是他們那代人的愛國

對曹先生視頻採訪時，
他剛剛起床。香港時間晚
上10點是波特蘭的清晨7
點，時差緣故，他對記者

撥去的視頻電話顯得有些詫異。時區混
淆，雙方都搞錯了時間。「我十分鐘後打
來。」再次出現在屏幕裏的曹先生已經神
采奕奕，手上還多了一個杯子。
「雖然十幾歲就移民美國，但我始終是
牽掛祖國的」。採訪中，曹先生不斷強調
「中國人」這個身份。被問及海外辦報的
初衷、修例風波時堅定撐警以及疫情初期
組織向武漢捐款捐罩，曹先生的回答始終
繞不開「愛國」兩個字。「雖然我在美國
已經50年了，但我的心還是中國心。」
時代已不同，如今的中國也不可同日而
語。戰勝貧困與抗疫勝利，奮進的中國創
造了一個又一個歷史奇跡。曹先生說，曾
幾何時，很多國人以西方為標準，認為
「國外的月亮比較圓」，爭着搶着一窩蜂
地擁向國外。現如今，他身邊越來越多的

移民者考慮回國回港定居養老。
從「中華民族被欺負」到「中國發展勢
不可擋」，短短幾個字的變化道出了中華
民族從弱到強的轉變，也是曹先生因祖國
繁榮發展而欣慰自豪的真實寫照。1901
年，歷史的記憶裏是喪權辱國的《辛丑條
約》和滿臉委屈的清政府代表。而120年後
的辛丑牛年，面對美方的傲慢施壓，是中
國人底氣十足的那句「美國沒有資格居高
臨下同中國說話」。可謂是蕭瑟秋風今又
是，換了人間。
採訪結束已近深夜11點，回想着與曹先
生的對話，記者突然意識到那一個又一個
的歷史奇跡不僅僅是國人的一次又一次高
光時刻，也是無數海外華人華僑引以為傲
的資本。血濃於水，無論身處何方，祖國
是他們永遠的後盾。
如今，中國站在百年變局的風口浪尖上，
載滿的是14億國民和6千萬華人華僑的期
待。幾多滄桑，幾多磨難。所幸，中國還是
從前那個少年，熱血與執着都從未改變。

●●奮進中國也是華人華僑的驕傲奮進中國也是華人華僑的驕傲。。圖為曹國強先生和當地華人華僑圖為曹國強先生和當地華人華僑
一起慶賀新中國成立一起慶賀新中國成立6868周年周年。。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海外港人故事 之

我的中國心

●●《《僑聲報僑聲報》》始終團結僑胞
始終團結僑胞，，為為

僑界發聲僑界發聲。。
記者記者攝攝

●●港人曹國強港人曹國強。。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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