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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 6 日《国际
日报》刊登了关于庄西言澳
洲后裔到中国祖籍地寻根
祭祖的照片和报道，笔者为
庄西言老前辈高兴，爱国爱
乡的庄西言终于实现了生
前他对孩子们和亲人的嘱

托：“子孙们要回去看看。”
这一行人不仅仅是子孙，已
经是曾孙一代了。这就是
中国伟大传统文化精神的
传承。

庄 西 言（1885 1965）
又名西园，号西元。福建南
靖县奎洋镇霞峰村人。3
岁丧父，6 岁母亲改嫁，由
叔父抚养成人。1904 年，他
出洋来到荷属巴达维亚（雅
加达），最初在族亲店中当
伙计，1910 年，与人合资经
营“三美公司”，经多年奋
斗，终于富甲一方。

庄西言在雅加达 Gaja-
hMada 街 一 带 建 造 了 一 座

“ 庄 氏 庭 院 ”——Taman
Chung。他的原配是黄慧娘
(OeyHoeiNio )1963 年 逝 世 ，
养 育 三 男 三 女 ：庄 兆 麟

（雅）、庄兆祥（澳）、庄兆茂
（雅）、庄娇笙（万隆）、庄娇
春（雅）、庄娇金（美）。至
今已将百岁的庄西言女儿
庄娇春就住在庄西言的居
所——Taman Chung 16 号 ，
她的一个孙子与曾孙也住
在庄氏庭院内。三儿子庄
兆茂（已逝）的孩子与孙子
住在庄氏庭院 12 号。其他
的搬的也搬了，住屋也转让
给他人了，住在那儿的已不
仅仅是庄氏，但仍然以“庄
氏庭院”为名。

庄西言是个爱国、爱故
乡的热情中人，他发达了不
忘远在中国的乡亲，困难时
寄款支助，还捐建了四所学
校。据说这次回乡的曾孙
——庄元安（二十三世），也
走访了捐建四所学校之一

的霞峰小学。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

桥 事 变 ”后 ，日 本 大 举 侵
华，庄西言积极发起捐资救
国。还联络南洋侨领陈嘉
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难民
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
嘉庚当选为主席，庄西言、
李清泉为副主席。南洋各
地华侨在南侨总会的倡导
下，不断以财力、物力、人
力支援祖国抗战。南侨总
会的成立也标志着海外华
侨空前的爱国大团结，是华
侨时尚的一个盛举。庄西
言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

1940 年 4 月初，日军在
雅加达大肆搜捕华侨 ，为
了保护陈嘉庚，庄西言被
日本宪兵传讯，并以鞭打
捶击逼供，但他仍然置之
不理，誓死保护患难侨友，
绝不向日寇泄露陈嘉庚的
踪迹与爱国侨领 ，最后他
被 投 入 监 狱 3 年 4 个 月 。
1945 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时
他才重见天日。当他们相
见拥抱时，陈嘉庚哽咽地
说：“西言兄，我累你受苦
了！”，庄西言说：“是你的
爱国精神支持我度过这苦
难岁月。”

庄西言爱国、爱乡、爱
同胞的精神可嘉，得到乡亲

们的敬仰和骄傲，孩子们和
子孙曾孙们为曾祖父的爱
国爱乡亲的精神自豪，无形
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
庄元安说：“我们作为爱国
侨领的后裔，更应该将这种

精神发扬光大！”他表示将
召集在美国、澳大利的庄西
言后代一起常回家看看，将
曾祖父爱国爱乡的家风一
代代传承下去。
（4 月 17 日写于庄氏庭院）

菲律宾众议院议员 Joseph
Lara 近日提交了一项决议，指
示相关的众议院委员会对卡加
延省高校中国留学生激增一事
展开调查，并据此协助立法，从
而在日益严峻的菲中南海争端
中确保国家安全。国会拟在 4
月底对此事举行听证会。

Lara 的决议称，在卡加延
省，中国学生的增加是非常不
寻常的，他们的活动非常可疑
和令人担忧，引起当地市民的
担忧和担忧，严重威胁菲律宾
的国家安全。据报道，这些中
国学生由卡加延省图格加劳市
地方政府机构和卡加延省政府
赞助，因为这两个政府机构支
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并反
对《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EDCA）。 卡 加 延 省 有 两 个
EDCA 基地：卡米洛·奥西亚斯
海军基地和拉洛机场。

三 名 参 议 员——Joel Vil-
lanueva、Risa Hontiveros 和 Fran-
cis Escudero——也加入了这场
争论。参议员们表示，据报道，
卡加延的中国留学生为获得学
位支付了 200 万比索（约合 25
万元人民币），他们对此感到震
惊。与此同时，菲律宾武装部
队（AFP）表示，将对涌入卡加
延省的中国学生进行检查。

卡加延的声音：拒绝将学
术自由政治化

图格加劳市政府表示支持
高等教育委员会对高校国际化
的政策。该市市长 Maila Rosa-
rio S.Ting Que 表示，“我们尊重
高校在录取外国学生（无论其
公民身份如何）的国际项目方
面的学术自由。我们感到悲伤
和沮丧的是，一位本应完全掌
握国家政策的立法者，正在损
害这些国际教育项目。将图格
加劳市政府与所谓的‘赞助中
国学生’联系起来，完全是试图
将这一问题政治化。”

市长进一步强调，外国公
民入境卡加延省不在当地政府
的管辖范围内。“外交部签发签
证，移民局则对他们的入境进
行审查，我们恳请有关人士重
新审视他们对政府程序的了
解，避免煽动错位和毫无价值
的想法。”

与此同时，图格加劳市的四
所高校——菲律宾北部医学院、
卡加延河谷大学、圣路易斯图格
加劳大学和菲律宾圣保罗大学
——在4月 18日发表了一份联
合声明，回应了卡加延越来越多
的中国学生被指为学校“摇钱

树”并威胁国家安全的说法。
声明称，“卡加延省招收外

国学生证明了该省对多样性、
包容性和尊重人权的承诺。这
有助于创建一个更和平、和谐
和包容的社会。”

联合声明进一步表示，“暗
示中国学生的存在对国家安全
构成威胁不仅毫无根据，而且
极具攻击性。这是种族主义和
恐华症的公然表现，在我们的
社会中，尤其是在教育领域，这
种想法没有立足之地。”

声明进一步指出，在维护
菲律宾主权和对国家主权的承
诺的同时，卡加延的相关私立
高等教育机构继续把教育
国际化视为对全球化的回
应，将坚持学术自由、多样
性和包容性的原则，作为教
育机构的基石。

危险的先例，将产生寒
蝉效应

我对这个事件的第一
反应是惊讶。Lara 提出的
众议院决议带有浓重的“麦
卡锡主义”意味。“麦卡锡主
义”让人回想起那个充满恐
惧和怀疑的黑暗时代，尤其
是对那些被视为共产主义
者的人，在这一时期，以所
谓国家安全之名，公民的自
由和权力被压制。

事实上，在没有确凿证
据的情况下，该决议仅仅根
据怀疑来提出指控，这对菲
律宾来说是一个相当危险
的先例。菲律宾重视其民
主原则，维护所有人的人
权，不分国籍或种族。这种
行为侵蚀了在卡加延高校
就读的中国公民的公民自
由，也可能会对其他在菲律
宾接受教育的外国学生产
生寒蝉效应。

毫无疑问，Lara正在将
这个问题政治化，这与美国
政治剧本中的策略出奇一
致，将在无形中培养出一个
不公平的种族偏见环境。

通过利用地缘政治紧张
局势，质疑中国学生在菲律宾
的存在，特别是在两个EDCA
基地所在的卡加延省，像Lara
这样的立法者正在煽动危险
的仇外情绪，这种行径必须得
到反思，菲律宾各阶层必须做
出坚定回应。

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
项孤立的任务，而是一项共
同的任务。教育机构、学生
组织、民间社会团体和当地

社区必须团结合作，创造一个
保护、重视和接受种族和文化
差异的环境。这需要社会各部
门作出承诺，确保教育体验因
多样性而丰富，而不是因偏见
和歧视而受损。

作为一个和平、充满爱和
热情好客的国家，菲律宾应该
营造一种氛围，让来自中国和
世界各地的外国学生和菲律宾
当地学生一样，被他们选择的
菲律宾高校和学术机构所接纳
和尊重。

（本文作者：安娜·玛琳多
格，菲律宾亚洲世纪战略研究所
副主席）

近 年 来 ，德 国 总 理 朔 尔 茨 (Olaf
Scholz)面对内外交迫的困局，国内有极
右政党崛起，及反极右团体示威浪潮、
全国农民抗议削减农业补贴的连续示
威，经济处于十多年来首度衰退，是

“七国集团”唯一处于负数的国家；外
交上则深陷俄乌战争、以巴战争外溢
效应，红黄绿三党组成的“交通灯”政
府风雨飘摇。朔尔茨想在任期内通过
与华改善关系，为德企在华争取更好
的市场，提振明年大选前低迷的政府
支持度。

目前，朔尔茨所属的社民党支持
度已跌至 14%，不单远逊于老执政党
基民盟的 27%，还不如极右派政党。
朔尔茨任期只剩一年，也有可能在今
年就要面对提前大选的压力。明年德
国大选可能形势丕变，朔尔茨与各国
商谈的相关议题面对不确定性的疑
虑。

去年 10 月份，欧盟单方面启动针
对中国电动车的“反倾销调查”，还未
审先判，认定中国政府存在补贴行为，
使中欧关系骤降。但中方的反制比较
克制，只限制白兰地的酒行业，而白兰
地酒业主要产于法国，显示中国对德
国的贸易关系仍给予宽容。

《亚洲周刊》专题报道《德总理访华
防脱钩 内忧外患求经济出路》评论：朔
尔茨和庞大政商界代表团乘坐的空客
A350客机在4月14日抵埗重庆……带
同3名联邦部长、12名商界巨头高管，堪
称德国最有权力人物的集合。16日与习
近平主席的会面、李强总理的会谈更备
受关注，被视为中德关系转捩点，避免

“脱钩”，寻求经济出路。
其实，德国龙头的汽车企业主要

盈利都来自中国，如宝马集团 2022 年
在华市场销售占全球销售的33.1%；大
众 汽 车 在 中 国 市 場 的 利 润 率 高 达
10%，远超全球利润率仅约 4%的平均
值。从投资和中国市场获益的角度
看，中德关系仍处于合作共赢的暖春。

朔尔茨这次访华行程比第一次更
充实。首站重庆是中欧班列渝新欧的
中国起点，终点则为德国北威州的杜
伊斯堡，是中欧贸易的重要线路之
一。在重庆期间，朔尔茨一行参观德
企博世集团(Bosch)的氢燃料电池工厂，
加紧在新能源领域与中国联手。

到上海访问时，其中一站是德国
材料制造商科斯创(Covestro)，该企业致
力于绿色和永续技术，是全球领先的
制造商之一。舆论认为朔尔茨参观科
斯创被解读为对中德在绿色科技方面
的发展潜力的深度关注。其后，朔尔
茨也到同济大学与学生交流。

朔尔茨与习近平主席16日在北京
钓鱼台国宾馆会面，双方就中德进一
步增进战略互信、加深合作达成共识，
强调中德作为第二、第三经济体，中德
关系对亚欧大陆乃至世界都有重要影

响。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及巴以冲突
等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德国访华代表团中的交通部长维
辛(Volker Wissing)向来对华友好，是对
华贸易“防脱钩”的代表人物。他去年
九月表态，反对欧委会对中国电动汽
车进行补贴调查及可能征收惩罚性关
税；维辛列入代表团成员，被视为交通
灯政府对华示好的信号。

在商界代表团方面，有奔驰、宝
马、西门子、博世、拜耳、巴夫斯、蒂森
克虏伯和DHL等 12家企业的高管，规
模庞大。朔尔茨此次受邀出访，随行
团队云集了德国最具权威的人物，作
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决策。欧洲最
大的中国研究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所
首席经济学家马克斯·岑莱因指出，这
个阵容“突显了此行的经济重要性”。

德国政府近年来对华态度非常矛
盾，一方面希望深化对华合作，一方面
又在去年7月提出《中国战略》，要重新
定位中德关系。德国在《中国战略》把
中国定为“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
手”，强调对华交往“去风险”，目标是
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互动，敦促德国企
业减少对中国市场或原材料的依赖。
此举被中方解读为德国在后疫情时代
积极响应美国对中国“脱钩”政策的一
着棋。不少德企在政府号召下开始产
业转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
说，目前中德经贸数据看来比较漂亮，
但也有隐忧。

据德意志商会的问卷显示，在566
名成员中，有44%企业表示遵照政府的
建议，将业务拓展至中国之外的其他地
区；这些企业中有超八成承认，地缘政治
影响他们做出相关的决定。不过，同时
有近半数商会成员表示，在未来两年內
没有脱离中国的打算，而且会反过来扩
大在中国的投资。其中有陪同朔尔茨来
访的奔驰总裁等企业家。

德国大企业纷纷继续深化在中国
投资布局的背后，折射出当前德国经
济增长陷入停滞的窘局下，兴旺的中
国市场对德国有极高的吸引力。在内
忧外患、风雨如晦的格局中，访华获得
的尊重及经贸合作，对朔尔茨及联合
政府的政治声望有着重要的意义。

朔尔茨一行 16 日结束访华行程。
此次中国之行不仅强化了中德经济合
作，体现了德国对与中国深化关系的
重视。德国联邦前议员、中型企业负
责人亚历山大·库里茨表示，面对全球
范围内日益增长的经济“脱钩”噪音，
此次德国总理访华显得意义深远。

回顾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甚至是施
罗德时代，中德关系可说是稳中向好，
后来却被美国及德国绿党拉偏了。这
次，两国领导人就中德关系进行了坦
诚、深入的交流，同意加强战略沟通，
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关系稳定健
康发展，反对“脱钩断链”，共同应对全
球性挑战，携手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
性。访华之行获得国际社会的喝彩！

中国是德国经济的中国是德国经济的““出路出路””
■ 廖省：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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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学者：
“恐华症”正在毁坏菲律宾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