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最基層的街道
僑務工作者、區、
市級僑辦主任、到

上海市僑聯副主席、上海華僑事業發展
基金會理事長，20多年來沈偉娟始終工
作在僑界第一線。作為一名僑眷，在特
殊的年代，她曾飽受白眼冷遇，從事僑
務工作後，她以極大的愛心傾注在事業
上，並獲得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頒發的
「人民的好公僕」的榮譽稱號。她對記
者說，「華僑在民間外交中是一股神奇
的力量，我能與華僑心連 心，一幹這
麼多年，實為幸福。」

關心祖國 大愛無疆
我在多年的僑務工作中深切體會

到，華僑走出國門以後，他們由衷地

關注祖國，倍加熱愛祖國。以前，我

有機會去國外演講，最受華僑歡迎的

內容是我國政府對僑的優惠政策，常

常是幾百人的包場，座無虛席，我就

像明星一樣被大家熱情纏繞和包圍

。而現在，祖國成長了、發展了、

繁榮了，華僑們更關心祖國的未來。

上海世博會前夕，世博局在海外組織

的演講吸引了很多華僑，一位老華僑

說，「我們過去總是希望國家對僑政

策傾斜多一點，照顧多一點，現在我

們講奉獻，講回報，國事、大事都是

我們的事，世博是國家的大事，我們

應該以自己的行動，為世博做奉獻

啊。」他的話引起了在座華僑的共

鳴，大家鼓掌贊同，場面溫馨感人。

記得2008年在英國倫敦，一些人試

圖抵制和擾亂宣傳世博的活動，甚至

把活動的廣場包圍了起來。倫敦華人

華僑聯合會當即召集了數百位華僑為

世博宣傳助陣，一下子，整個廣場都

是華僑們的加油聲、歡笑聲。

我與華僑打了20多年交道，他們就

像我的親人，我的朋友，我曾是僑辦

政策研究處的主任，參與起草制定對

僑政策，親自負責華僑信訪接待工作

⋯⋯很多華僑正因為感受到黨的政

策，看到了上海的巨變，對上海的感

情愈深愈濃⋯⋯

赤子之心 捐贈助力
歸僑陳小平上世紀90年代開始頻頻

地在中美之間從事貿易往來。他告訴

我說，為讓美國人更多元化地了解中

國，他向上海華僑事業基金會捐贈了

140萬元，用以推動中美文化的交流。

我所熟悉的加拿大籍華人葛迅是大

學教授、金融專家，他從事的是養老

和金融方面的研究。初回上海，困難

不少。我問他圖啥？他說家鄉上海是

國際金融中心，養老事業剛起步，希

望能報效祖國。近期，上海市政府已

經在崇明和閘北區開展養老工作的試

點，他真是可以大顯身手了⋯⋯

海外華人華僑的故事像珍珠一般，

可以串起很多美好的回憶。他們是炎

黃子孫，是我們民間外交的生力軍。

■採訪：顏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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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化妝品到環球小姐選美比賽⋯⋯靳羽
西，一個家喻戶曉的美籍華人，曾獲得過
美國「傑出婦女獎」、「終生成就獎」，這
個擁有西方思維的東方美傳播者，將美播
撒在中國人的心坎中。她與中國經濟發展
同脈搏，她與上海結緣20年。近日，記者
與靳羽西女士進行了一番交流，請她談談
她眼中的上海。

改革開放 回國投資
上世紀80年代末，中國經濟百廢待興，

前景不明。一些在中國開業的外國企業紛
紛逃離中國。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在
一次見面會上對羽西說，「歡迎你到中國
來投資創業啊！」就這樣，羽西來了。說
到回國投資的初衷，羽西坦誠地說，
「1986年中央電視台能讓一個中文說得並不
怎麼好的外籍人士主持電視節目《世界各
地》，讓中國人了解世界，說明中
國政府開始用媒體進行大眾化
的教育，這是個了不起的想
法，也說明中國已經以一種
非常好的態勢迎接未來的
改革和開放，增加了我來
中國投資的信心和底氣。」
1992年，靳羽西與新婚不

久的先生作為第一批海外華
人率先在上海投資了一家化妝
品公司。但，開始的路並非一
帆風順，當時的中國軟硬件都
不好，「那時候稱得上企業
家的人很少，更不要說女企
業家了。人才匱乏，想找到
一個會中英文的美容顧問
都十分困難。」她這樣描
述創業之初的尷尬。

參與公益 宣揚上海
前幾年，上海只是羽西

工作的一個驛站，現在，
羽西已經完全融入了上
海，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
「上海人」，而且百分之八九十的

時間都留在了上海。她的家中西合璧，除了
喜歡吃上海「小南國」的菜餚，羽西還喜歡
交朋友，常常在家裡舉行各種派對，中外名
流都是羽西家中的座上客。
羽西最喜歡上海理由還因為上海人做事

效率高，節奏快，在遇到困難時相互幫
助、鼓勵，容易溝通。上海高端人才濟
濟，思維開闊，崇尚合作，上海有海納百
川的精神，她喜歡上海這種擁有國際視野
的氣度。
除了積極參加各種公益活動外，羽西還

身體力行，為上海、為中國的軟實力建設
而盡力，在上海世博會、上海電影節上和
各種國際賽事、社交活動中常都能看到她
忙碌的身影。羽西說自己16歲就帶 150美
元到紐約打拚，再也沒有伸手向父母要過
一分錢。功成名就後，她將「感恩」二字
記於心間。她希望上海的明天更美好，用
她的心，她的愛，將上海的故事傳誦給世

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菁

沈偉娟：華僑乃民間外交生力軍

2月15日由上海市政協及上海公共外交協會
等共同組織的「大使系列對話會」， 前駐美國
大使周文重等中國資深駐外大使應邀與滬上
100多名企業家代表、政協委員就「『走出去』
與轉型發展」，創造良好政策環境，合理引導
各類企業海外投資，增強企業風險規避能力，
提高民族品牌國際影響力，把握各國文化特點
等話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協 事紀會
首開「大使對話」

促企業轉型發展

「我相信，上海世博會最重要的意義，正在
於展示了生存在這顆星球上的人類如何永不停
歇地向前，探索世界、探索宇宙。」

──著名物理學家 李政道

「上海這個城市本身就具有『本地性』和
『全球性』的特徵，擁有獨特的城市精神和創
造能力。」

──大提琴演奏家 馬友友

「上海贏得世博會主辦權，說明上海的經
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達到很高水平，我們
作為上海人感到很驕傲、很興奮。中國日益繁
榮昌盛，才使我們華僑有今天的地位。」

──加拿大溫哥華上海僑商聯合會會長

陳美理

「上海人聰明勤奮，想辦事，能辦事，辦成
事。上海在各個領域都是領先的，上海是火車
頭，上海是東方明珠。中國代表21世紀，你們
代表中國的未來！」

──陳香梅

(陳香梅，於北京出生，早期為中央通訊社

記者，後來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空軍美籍

志願大隊的指揮官陳納德的太太。她在二戰後

一直都在美國政壇活躍 。) ■邵育群整理

名 談滬人

人 特寫物

吳
幼
英
目前，與上海聯繫廣泛的海外華僑華人已經超過了

70萬人，分佈在120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然成為溝通

上海與世界聯繫的不可多得的資源。華僑華人，承載

中華文化，播撒 友誼的種子，構建了中國與世界

友好交往的橋樑。近年來，也有越來越多的海外華

僑、留學生回歸祖國創業，並且取得了驕人的成績。

隨 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經濟高速發展，這一現象更具

普遍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菁

靳
羽
西
：
與
上
海
廿
載
情
緣

專訪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上海市僑聯主席、
上海公共外交協會副會長

主持人安翊青：越來越多的華人華僑以及

留學生選擇歸國創業，出現了繁榮的景

象。您認為是什麼原因讓他們感覺到上海

社會的融入性越來越強，願意來上海發

展。

吳幼英：我認為首先是國家的發展非常具
有吸引力，包括經濟的發展和整個社會的
發展。另外，現在的僑務政策是很寬鬆
的，中國向世界呈現出的是一個開放的姿
態，是一種多元的文化，願意去接受新鮮
的事物。再有，多年以來，我們在維護華
僑華人的權益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通過座
談會、調研等途徑傾聽他們的心聲，並向
政府反映，實實在在為他們解決實際問
題。

僑胞根親意識甚濃
上海包容度非常高，政府在各個方面的

操作甚具透明度。比如，政府對於投資所
持歡迎和負責的態度，清晰嚴格的審批程
序，為取得雙贏創造了良好環境。而且，
還通過相應的法律法規進行保障。
有些僑民是從上海走出去的，雖然他們

選擇了出國創業，但畢竟上海是他們的家
鄉，希望回來發展。以前願意回國投資辦
企業的華僑較少，一些人擔心來了就回不
去了，但現在他們發現在上海投資，不論

從法治的角度和社會穩定情況來看，都比
過去有跨越式的進步。這些人中很多是企
業家或者搞科研的學者，在張江高科技園
區以及一些高校就有很多這樣的歸國華
僑。再加上葉落歸根，文化的淵源無時無
刻不吸引他們的回歸。政協也不失時機推
出的『華僑華人經理人座談會』，把上海
介紹給廣大華僑華人，目前已經辦了7
屆。
主持人安翊青：吳主席，您說到了「葉落

歸根」，為什麼很多華僑華人都具有這樣

的文化認同呢？

吳幼英：與其他國家的僑民相比，華僑華
人葉落歸根的意識更加強烈。曾經有個荷
蘭學者講過的一段關於中國華僑的話讓我
很感動。他說，在中國有兩個「長城」，
一個是萬里長城，另一個是海外華僑華人
組成的長城。我想，連國外的學者都意識
到這一點。可見，中國的僑民對維繫祖國
的感情是如此的深刻、濃烈。我們都是炎
黃子孫，脈搏裡流淌 相同的血，共同的
祖先和一脈相承的中華文化，深深地源於
和根植於這個民族。

不斷完善創業環境
近年來，上海發展了，國家的地位提

高了，華僑華人在國內施展才華的天地

更為寬廣，來去更為自由。國家也通過
各種方式，包括制定一些法律政策，來
保護華僑華人的權益，給他們更大的發
展空間和舞台。比如剛剛出台了修訂的
《華僑權益保障法》等等。政府對一些歷
史遺留問題正在不斷解決，僑聯作為人
民團體，也在為此進行推動。上海這片
熱土，張開 雙臂，歡迎華僑華人為祖
國建設出力。
主持人安翊青：我們也聽到一些華僑在國

內投資後關於自主創業環境還不完善的聲

音，您是怎麼看待的。在這個問題上，僑

聯是否將發揮更大的作用。

吳幼英：必須承認，在華僑華人和留學
生的歸國創業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完善
的方面。中國的特點是疆域遼闊、人口
眾多，各地區發展不平衡。在制定政策
與法規時，還要考慮到不同地區的實際
情況，現在部分問題，如華僑子女的受
教育問題、醫療問題等等，還有一些新
的問題。我們也在盡力推動，爭取一個
更好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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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上海市

僑聯主席、上海公共外交協會

副會長吳幼英。

■20多年

來沈偉娟

始終工作

在僑界第

一線。

■越來越多

的華人華僑

以及留學生

選擇歸國創

業。

■靳羽西表示，她與

上海已結緣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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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上海成功舉

辦了世界博覽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