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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糟糕”

“情况非常糟糕，不过，我担心，
在情况好转之前，还有可能更糟。”澳
中企业家俱乐部主席袁祖文曾多次得
到当地媒体的正面报道，但是，疫情
期间，他却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2020年4月8日，在澳大利亚一些
侨领和爱心人士的斡旋和努力下，一
架满载医疗救援物资的航班从武汉飞
赴悉尼，希望帮助澳大利亚抗疫。5月
1 日，澳媒“7 News”却刊发大幅报
道，将爱心满满的“捐赠”抹黑为

“高价倒卖”抗疫物资、“发国难财”。
在航班回国时，组织者接受了澳大利
亚当地爱心企业捐赠的成人奶粉，捐
给武汉医院抗疫一线的护士和慈善机
构。然而，这却被“7 News”污蔑为“扫
货”带走大量婴幼儿奶粉。袁祖文担任
主席的澳中慈善协会和澳中企业家俱
乐部也“躺枪”，遭受了巨大损失。

“要知道，同样一条新闻，一个负
面消息带来的杀伤力远超十条正面消
息的影响力。”袁祖文说，“这样的抹黑
对我本人、家庭、公司以及我所在的社
团和社区而言，破坏性是巨大的。”

这不是个例。一位华商成立了一
个名为“澳大利亚紧急互援协会”的
邻里互助组织，却被澳媒和情报部门
称为涉嫌“从事外国势力干涉活动”
的“中国间谍”；一位华人议员，因为
转发了一篇网文就被影射为“受到中
国共产党操控”；一个普通华人在停车
场找个车位，就被当面辱骂；一个华
人面孔的孕妇在等待检查时被人喊

“滚回你的国家去”……
“我上世纪 80 年代末来到澳大利

亚，这两年的危机感最严重。”澳中商
业峰会主席杨东东对本报说，“目前澳
大利亚对华侨华人的种族歧视主要表
现为：第一，普通华侨华人在公共场

合被谩骂、被暴力对待、甚至家门口
被泼漆；第二，当地主流媒体对华侨
华人进行莫须有的抹黑；第三，最
近，4位华人市议员收到死亡威胁恐吓
信，然而，除了一位反对党领袖发声
谴责外，执政党竟无一人进行声援或
表示支持；第四，政界人士对华侨华
人活动敬而远之，我有些议员朋友甚
至不得不删除了微信。”

维权不易

遭遇歧视、抹黑之后，拿起法律
武器维护自身权益，这一看似理所当
然的选择实际上并不容易。

“针对我的抹黑报道出来之后，我
压力很大。身边几乎所有朋友，不管
是华人还是其他当地人，都好心劝
我，算了吧，忍一忍，等新闻热度过
去就好了。而且，官司万一输了，损
失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澳币。”袁祖
文说，“我前后共咨询了 10 多位律
师，他们的收费标准从每小时几百澳
币到几千澳币不等，出具专业书面意
见报告就更贵。大多数律师意见是
50%的赢率，只有4位律师说我有超过
六成机会赢。说实话，我当时心里很
忐忑。但是，由于个人声誉、公司业
务几乎遭受毁灭性影响，我只能背水
一战，别无选择！”

所幸，事情的进展比预想得顺
利。袁祖文说，在委托律师启动诉讼
程序一个多月后，澳媒“7 News”顶
不住压力，与他进行了庭外和解，最
终满足了他提出的条件：删除文章、
公开道歉以及赔偿。随后 4 个月，几
家转载过文章的媒体也分别删稿、公
开道歉及赔偿。

“这个案子给我的最大感受是：沉
默不是金。必须尊重当地游戏规则发
声、抗争，合理合法，才有赢的机
会。”袁祖文说，这次胜诉，还有近期

昆州侨领庄永新的维权成功，鼓励更
多海外华人拿起了法律武器。“在堪培
拉有个华人竞选议员被媒体打压抹
黑，本来想就那么算了吧，现在准备
追究到底。前段时间，我受到加拿大
华人联合总会邀请，对加拿大侨胞进
行了一次线上分享，效果很不错。目
前，在加拿大至少有两个媒体诽谤案
在进行中。希望全球华人面对抹黑的
维权行为成为一个常态。”

面对歧视，华人社区也在行动。
澳大利亚国际多元文化促进会会长冯
金波说：“在澳侨胞在当地成立了很多
互助群，以便在最坏的情况下守望互
助；一些华人社团通过网络呼吁大家
签名，谴责种族歧视；我们广大的侨胞
在疫情期间积极采取防疫措施、自发向
福利组织和医院捐赠口罩、消毒物品等
抗疫物资，树立华人良好形象等。”

“不过，整体而言，这段时间，在
澳华侨华人比较安静。目前，由于疫
情的影响，也因为中国与澳大利亚的
关系跌入低谷，华侨华人集中的活动
大量减少。在中澳关系正常的时候，华
人社团会主动出击，如今大家多少都有
些顾虑，低调得多。”杨东东颇为感慨。

大声说“不”

“目前，澳大利亚对华侨华人的整
体氛围的确相对紧张，不过，还没有像
美国那么暴力。澳大利亚媒体上有很多
抹黑中国的言论，甚至把贸易贴上政
治的标签。不过，日常生活中，老百
姓不太谈论政治话题。如果有人遭遇
歧视或者不友好对待，会选择报警，
情况严重的会告上法庭。”澳大利亚华
人团体协会常务副主席沈铁身为中
医，居住在华人比例较高的区域，日
常生活基本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他
说，“希望今后通过我们的不断抗争，
遭遇歧视的情况能够得到改善。”

澳大利亚机构近日发布的 《2020
年社会凝聚力报告》 显示，澳大利亚
民众仍然强烈支持移民和多元文化主
义，但对亚洲、非洲和中东背景澳大
利亚人的负面评价仍然很高。数万名
调查者中，47%对澳大利亚华人依旧持
有负面看法。出生在亚洲国家的受访者
中，59%认为种族主义在澳大利亚是“大
问题”，39%的人表示他们经历过歧视。

“在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早已深入
人心，《反种族歧视法》 早已颁布多
年。目前这种糟糕的状况主要源于媒
体一面倒的宣传，影响到澳大利亚普
通人对华侨华人的好感度，让华人社
区遭受了不良影响。”杨东东说，虽然
现在情况比较糟糕，但是还不至于让
人有“逃离”的念头，“当然，遭遇歧
视，我们华侨华人也需要站出来发
声，争取自己的权益。”

不再做“哑裔”，在澳华侨华人正
在努力。澳洲网最近发表题为 《对歧
视华人现象大声说不》的评论文章，文
章针对澳大利亚日益严峻的种族歧视
现象，呼吁华人敢于对任何隐性或显性
歧视说“不”，善于用法律、媒体等途径
发声维权，才能为华人群体正名。

上图：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澳政
府对外国投资、特别是中国投资进行
越来越多审查所带来的影响，2020 年
中国对澳投资比上一年下降 61%。图
为3月1日拍摄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储 晨摄 （新华社发）

“坚实的综合国力是中国的底
气，也是全世界华侨华人的底
气。”中国瓷房子博物馆创始人、
天津侨商会副会长张连志近日接
受采访时表示，只有中国强大
了，海外游客才能对中国心向往
之，外国宾朋才会仰慕中华文
化；新时代中国给了文旅产业机
构发展壮大的机会，也让中华文
化对外推广更有底气。

随着中国控制住疫情，天津
各大景区热闹起来，中国瓷房子
也迎来如潮人流。张连志在瓷房
子博物馆讲述人生经历以及中国
瓷房子随“国运”而兴的经验。

张连志 1957 年出生于天津一
个儒商世家，父母钟爱收藏，他
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耳濡目
染。经商成功后，他奔走海内
外，斥巨资从美国、巴西等地买
回不少散失多年的中国文物。一
次偶然机会，他发现外国人喜欢
在一面贴满瓷片的迎门墙前留
影。“我想到了往房子上贴瓷片，
这样就能永远保存。”

2002 年，张连志买下一座有
着百年历史但是年久失修的法式
建筑物，并对其进行改造。该建
筑系中国近代外交家黄荣良故
居，张连志用其收藏的各类古瓷
片、瓷瓶、瓷盘、瓷碗、石雕造
像、汉白玉石狮子，还有诸多水
晶玛瑙为黄荣良故居进行修饰。
这就是后来的“瓷房子”。

瓷房子 2007 年开业时即引发
轰动，来自世界各地共 50 多位外
国使节、参赞及夫人到场致贺。
埃及大使发出感叹：“这真是世界
的奇迹”。尼日利亚公使惊呼：

“瓷房子太漂亮了，真是惊人的艺
术精品”。美国《赫芬顿邮报》将
其评选为世界15个设计最为独特的博物馆之一。

作为侨商，张连志早年走过多国，发现外国人对中国
瓷器非常热爱和认可。张连志说，中国是公认的瓷器故
乡，在英文中，“瓷器”与“中国”同为一词，中国瓷器是
中国对外传播的最佳“形象大使”。

基于这样的认识，张连志设计和建造的中国瓷房子博
物馆成为他给世界的“瓷片情书”。“瓷房子不只是一个房
子或景点，它更像是一件艺术作品，是属于全社会的文化
财富，更代表着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播。”

张连志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迅速发展，在国际舞
台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外界对于中国有了更多认识，很多
人喜欢上了中国文化，这才有了文化旅游业发展的机遇。

如今，瓷房子已成为天津市文化旅游地标建筑之一，
每天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游客，节假日甚至有逾万人
到访。中国瓷房子博物馆成为外国人到津旅游最喜爱的景
点之一。张连志在瓷房子的设计上还与时俱进，将瓷片贴
成的“中国梦”三个大字放置在入口处，向世界游客展示
新时代的中国。

“我们之所以有信心去传播中华文化，归根结底是因为
中国富强了。”张连志说，侨居海外的人最能体会到祖

（籍） 国强大对每一个华夏儿女的重要性。
今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张连志说，100年来，中

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强大的
祖（籍）国让我们在推广中华传统文化时更有‘底气’。”

（据中新社电）

沉默不是金 团结争权益

不做不做““哑裔哑裔”，”，旅旅澳侨胞在努力澳侨胞在努力
本报记者 张 红

英国《卫报》报道称，澳大利亚洛伊国
际政策研究所日前发起了一项针对澳大利亚
华人群体的调查，结果让研究人员非常沮
丧：在过去一年中，近1/5的华人曾经因为
血统而遭受人身威胁或攻击、1/3的华人被
冠以种族主义歧视性的称呼、超过1/3的华
人遭遇过不公正对待。

对于在澳华侨华人而言，这无疑是一段
黑暗的日子。报警、打官司，争取自身合法
权益；网上签名请愿，发出自己声音；成立
互助组，解决后顾之忧……面对糟糕的环
境，不做“哑裔”正逐渐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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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寨村地处湖北省恩施市盛家坝镇西
南，既有巴蜀盐道的文化遗存，又有古朴典
雅的太古遗风，更有秀美的田园山水，享有

“原始古村落，现代桃花源”的美誉。 近年
来，该村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如今，逐步形成了“旅游+农业”、

“旅游+文化”的多元化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并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扎实推进人居环
境整治，先后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
十大最美乡村 （提名奖） ”、“国家森林乡
村”等荣誉，被评为“国家 AAA 级景区”，
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二官寨村实践成
了乡村振兴的典范之一。图为3月30日拍摄
的二官寨村。 谭 华摄 （人民视觉）

近来，全球多地掀起“停止亚裔歧
视”抗议浪潮：美国连续3个周末在多个
城市出现抗议游行，加拿大、新西兰、德
国等多个国家也陆续出现抗议人群。

此次抗议浪潮的导火索是美国佐
治亚州亚特兰大连环枪击案，包括6名
亚裔女性在内的8人丧生。大背景则是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多个国家
和地区，亚裔群体受到的语言暴力和
人身攻击明显增多。而对于海外华侨
华人而言，此次抗议浪潮或许是压抑
已久的一次大爆发。

对于种族歧视，海外华侨华人有
着沉痛的记忆。无论是美国的 《排华
法案》、加拿大被称为“排华法案”的

《华人移民法案》，还是澳大利亚臭名
昭著的“白澳政策”，都让华侨华人经
历悲惨的黑暗岁月；无论是“华人与
狗不得入内”的招牌、“黄手党”的称
呼，还是“黄祸”的标签，都让海外
华侨华人饱尝屈辱的滋味。

或许是因为历史过于惨痛，海外华
侨华人愈发低调隐忍。“吃亏是福”“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为很多人的处事哲
学。殊不知，这给外界留下了“闷声发大
财”和“软柿子”的印象。针对华侨华人
的歧视、抢劫甚至暴力犯罪屡见不鲜。

幸运的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越
来越多人开始明白，沉默换不来尊重，
合理合法维权才是正道。

经过多年的努力抗争，越来越多
城市和国家为当年的排华正式道歉：
2006 年，时任加拿大总理哈珀就“人

头税”道歉并宣布赔偿；2014 年，加
拿大卑诗省就该省过去100多年推行的
歧视华人政策正式道歉；2012 年，美
国正式以立法形式就 《排华法案》 道
歉；2018 年，加拿大温哥华市政府就
过去推行的歧视华人条例和排华行为
正式向华人道歉……

正当大家为了这些进展而欣慰、
期待着更美好未来的时候，一场突如
其来又旷日持久的疫情，又让种族歧
视沉渣泛起，“仇恨亚裔”问题更是被
推上了风口浪尖。

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人拿起
了法律武器捍卫自身合法权益：在法
国，今年 3 月 24 日，巴黎大法庭开庭
审理去年 10 月法国第二次封城后在社
交媒体上传播的仇视亚裔推文一案，5
名 19 岁到 25 岁间的法国学生把对“封
城”的愤恨发泄在华人头上，因而被控
种族歧视及挑起仇恨；在澳大利亚，
2020年，遭到恶意抹黑的华人市议员和
华商将媒体告上法庭……

但是，反歧视注定是场“持久战”。
法国警方指出，从警方统计数据，看不
出有特别针对亚裔的犯罪。这种统计数
据和旅法华侨华人的心理感觉出现的
偏差，正是问题所在。要改变长久以来的
隐忍习惯，走上街头，大声喊出自己的诉
求，或是走上法庭，坚定捍卫自己的权
益，对于海外华侨华人而言并不容易。

如今，针对亚裔歧视的抗议浪潮以
及为数不多的诉讼案件，都是可喜的进
展。征途漫漫，惟有奋斗。

◀3月27日，新西兰
最大城市奥克兰，数百人
举行集会，抗议在美国发
生的针对亚裔的歧视行为
和仇恨犯罪。图为一名女
子参加反歧视亚裔游行。
赵 纲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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