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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协早期历史华协早期历史华协早期历史华协早期历史    
- 伍孝序 - 

 

去去去去年秋天，陶永雷跟我讲，因为我是华协创始人之一，希望我把华协的历史，根据我所能记忆的，把它写下来。但二十年余年来，

人来人往，光凭记忆实在很难下笔，故一直拖到年后才把稿子交出来。内容如有遗漏等等，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原谅。 

 

我于 1971 年夏天自底特律到大溪城东北方 28 英里的 Belding 工作。当时我还是单身，在当地租了一个公寓住了下来。Belding 是一个

小城，人口只有千余人。公寓前后一片松林，晨间闻鸟叫，工余听松风。刚到此时，对于住惯了大城市的我，这里的一切好似人间仙

境，常令我心旷神怡。可是没过多久，寂寞孤独的单身生活使我渐感枯燥，开始盼望周末早日到来，好回底特律与那边的老朋友们吃

喝玩乐。我那时与大溪城的华人完全没有联系，根本不知道那里的情形。直到 1978 年夏天，我在 Rockford 买了房子之后，承朋友介

绍，才认识了当地的华人。当时在大溪城工作的有七家华人。除孙医生夫妇是二战后自国内来美的外，其余的都是台湾来的留学生。

由于大家背景相同，都是美洲中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大家很快就聚在一起。平时大家轮流在家 Potluck，吃吃太太们的拿手菜，高

谈阔论天下大小事，以解乡愁。这样的日子过了些时候，大家看到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来此间落脚，故于 1979 年提议组织一

个纯联谊的华美协会。由于大溪城的华人不多，将来的会员当然包括 Holand 及 Muskegon 的华人以壮声势，故定名为西密西根华人协

会，并推邹发森先生为第一届会长，任期为一年。以后由各家轮值。西密西根华人协会就这样诞生了。 

 

一九八三年在底特律发生了陈果仁事件。陈果仁为第二代美国公民，在汽车公司任职工程师。有一天与同事在酒吧消费。离开时被白

人误以为是日本人，而将他用棒球棍活活打死。原来在八十年代，由于日本车在美国抢了美国车的市场，导致汽车公司裁员，工人失

业，所以仇视日本人。这件事经媒体报道后，立即引起华人社会的关注。当该消息传到大溪城时，华协在许继学家召开了会员大会，

一致声援，并自由乐捐，作为日后诉讼费用。这就是华协第一次非联谊性活动。从此以后，华协就迈入了另一境界。 

 

一九八四年冬天，大溪城市美术馆有意请华协赞助办一个中国春节晚会。消息传来，大家均认为这是参与大溪城主流社会的一个好机

会。虽然人手不足，我们仍可全力以赴。经费方面除艺术馆补助一部分以外，我们又向 IBM 及芝加哥办事处等处申请赞助。会场布置

请来了在 Steelcase 工作的建筑设计专家游洪英负责。燕京中国城等餐馆捐助食品。节目方面有功夫表演、插花艺术、手拉面等特技，

及古筝演奏、拜年礼仪、写中文名条等。同时请来 Lansing 密西根州立大学的中国乐团演奏国乐。台湾制造的小神通电脑的紫微斗数

西密西根华人协会史 

编者按 西密西根华人协会（简称华协）从成立到现在，已有二十七年的历史了。弹指一挥间，华协也

从早期的几家华人家庭发展到目前大溪城地区颇有影响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少数族裔组织。其中有几代

人的不懈努力和许许多多无私奉献者们的心血和汗水。本编辑有幸从华协不同时期的见证人处征得数

稿，特编此特刊，让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华协的历史有一了解。同时也借此机会，对所有为本社区作出

过贡献的同胞们，不论是否仍然健在，均表深深的敬意。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有了今天华协的规模

和地位。了解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承接历史，使华协在弘扬中华文化、致力中西文化沟通、参与社区建

设、提高华人形象及造福当地同胞等各方面都能更上一层楼。 

西密西密西密西密西西西西根华人协会根华人协会根华人协会根华人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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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体为来宾算流年命运。来宾只要将生日输入，电脑就用中文输出，然后由工作人员口译内容。来宾们对电脑可以中文输出大为惊

讶。最后压轴戏是历代服装表演，从西施到民国旗袍一应俱全。当晚有来宾八百多人，盛况空前。 

 

三年后，华协再度赞助艺术馆举办中国画展，展出了两岸近代中国画家张

大千、欧豪年、李可染、程十发、徐悲鸿、齐白石等的作品，数量不多，

但极具代表性。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华协通过了由彭贞贞提议的公路领养活动，并选定能

见度良好的路段，一直养护至今。 

 

光阴似箭，转眼间会员们的子女都到了入学的年龄。先是家长们各自为政

在家中教授中文。那时适龄的小朋友只有十个左右，于是有三位妈妈发起

成立中文学校。她们是邱兹蓉、罗秋璧及蓝毓台。中文学校于 1991 年在第

一任校长邱兹蓉家开班授课，学生大约有十来人，采用注音符号教学。 

 

同年，由蓝毓台编辑、打字、印刷及付邮的华协通讯创刊号正式发行。 

 

到此，华协有了中文学校，领养了一段公路，还有了自己的通讯。要把事

情办得更好，我们必须自辟财源。于是张炯煜提出参加大溪城每年六月初

的艺术节小吃摊位义卖小吃的建议。一群热心公益活动的会员公推张炯煜

为总干事，于 1993 年秋天开始筹备小吃义卖。经过九个月的准备，终于在 1994 年夏天顺利推出。由于餐饮工业需要大量人力，在人

力资源严重不足的条件下，大家全家总动员，大人管烧烤，小孩管叫卖帮忙，三天下来，除偿还每家预垫的 200 美元外，尚有盈余。

自此以后，每年靠着小吃义卖的盈余，华协为中文学校添置了电视等教育工具，并资助公路领养及 PBS（公共广播服务）的教育电台

等公益活动。 

 

二十余年来，华协日益壮大，从开始的七家人到几百人。我们乐见华协扩大活动范围，透过华协我们可以将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关怀与

爱心更好地付诸行动。 

 

伍孝序为初期华协会员之一，现已退休，定居加州圣地雅哥 

 

 

小资料 
历届华协会长历届华协会长历届华协会长历届华协会长    

第一届  78-79  邹发森 

第二届  79-80  叶柱熊 

第三届  80-81  刘於基 

第四届  81-82  许继学 

第五届  82-83  伍孝序 

第六届  83-84  李保均 

第七届  84-85  林    政 

第八届  85-86  陈立恒 

第九届  86-87  张炯煜 

第十届  87-88  郑顺中 

第十一届 88-89  柯敏昂 

第十二届 89-90  王禹九 

第十三届 90-91  吴建泰 

第十四届 91-92  熊兴国 

 

第十五届 92-93  蓝毓台 

第十六届 93-94  陈宏琪 

第十七届 94-95  金建辉 

第十八届 95-96  陶永雷 

第十九届 96-97  倪培民 

第二十届 97-98  周披星 

第二十一届 98-99  吴    江 

第二十二届 99-00  刘    磊 

第二十三届 00-01  安    超 

第二十四届 01-02  王明德 

第二十五届 02-03  章贤信 

第二十六届 03-04  文    颖 

第二十七届 04-05  胡    啸 

第二十八届 05-06  蒋进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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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溪通讯大溪通讯大溪通讯大溪通讯    创刊号创刊号创刊号创刊号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五日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五日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五日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五日    

 

    

大溪城华人协会概略大溪城华人协会概略大溪城华人协会概略大溪城华人协会概略    
 

        大溪城是美国五大湖区的一个美丽的城镇，有水乡泽国之誉，也有典型的世界民族熔炉之谓。在这里各国文化都有相辅相成的融

合衬托，中国人也在这小小的城市里散发着涓涓的、淡淡的中华文化芬香，不是强烈的令人窒息，但谁也不能忽视中华文化在这小城

镇的存在。我们这群中国人远在七十年代就彼此往来，相互交换着祖国的信息，三朋七友，虽非经常相聚，但逢节期假日，大家欢聚

一堂，一解乡愁，更可痛痛快快用中国话交谈，畅所欲言。其中乐趣，真非个中人无以理解。 

        我们中国人的数与质也随着大溪城的成长而茁壮。第二代华人的出现，给与全体华人新的鼓舞，我们开始有成立一个永久性组织

的构想。默默地传播中华文化，已经不切实际需求。我们不但要做国民外交工作，并且要为新生的一代奠定中华文化的基础。我们的

组织终于在一九七九年春节正式成立，并命名为“大溪城华人联谊会”。第一届会长由邹发森荣任。十二年来，历经各任会长（叶柱

熊，刘于基，许继学，伍孝序，李保均，林政，陈立恒，张炯煜，郑顺中，柯敏昂，王禹久，吴建泰）的辛苦经营。我们中国人也为

这小小美丽的城镇润上了中华民族的特色。下面是值得一提的几件事： 

 

� 美国卡特政府与中共正式建交，本会会员接受大溪城报社专访，并列入头版新闻。 

� 一九八三年底特律陈果仁事件，本会不但签名并且捐款支援，希望能给与公平的审判并遏阻种族歧视。 

� 一九八四年大溪城艺术馆欲筹募基金，特地邀请本会在春节期间，举行中国之夜，借以征求会员。本会亦提供各项节目，如

中国历代服装表演，中国功夫，国乐演奏，书法表演等等，并有此地数家中国餐馆提供中国食物，以宴嘉宾。此次活动非常

成功，不但帮艺术馆筹募到所需基金，本会也捐款一笔，以供添购有关中国书籍。艺术馆并颁给本会感谢状，由会长伍孝序

代表接受。 

� 一九八七年本会再度受邀帮助大溪城艺术馆举办中国近代画家选作展览会，除本会提供各项表演及活动外，并有此地数家中

国餐馆提供中国食物，以宴嘉宾，再度获得好评。 

�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天安门事变，我们华人联谊会集思广益，共同上书报社，详述中共屠杀争取自由民主的学生、工

人、并呼吁美国爱好自由民主人士，支援中国民主活动。 

� 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华人联谊会上书西密西根州参议员Carl Lovin及Donald Rolgal，和众议员Paul Henry，表达华人的沉痛

及关怀，要求他们代表大溪城华人致电总统，紧急救援在逃亡的天安门事变学者、学生，并作成四项具体方案，希望美国政

府参考实施。 

 

        十二年来，我们大家都为中国在这小小的城镇发挥我们的传统文化，每一份子，都尽了自己的本分。有的是用中国的针灸医道，

传播中国的仁心仁术，有的是本着兢业精神从旁促进中美贸易，有的是在大学里春风化雨，有的是学以致用，从事专业工作，各有所

成，有的是服务社会，有口皆碑。更有病理专家，傲立医学领域……不论哪行哪业，在群众眼中，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深深了

解，不论我们衣着如何适时适地，不论我们英文说得多么流畅，我们永远是炎黄子孙，我们也永远为身为炎黄子孙而自豪。 

  

- 蓝毓台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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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协点滴往事回顾华协点滴往事回顾华协点滴往事回顾华协点滴往事回顾 
- 陶永雷 - 

 

编编编编辑魏毅要我写一下华协历史，这个题目对我有点太大。其实我并不是来 Grand Rapids 最早的，因而对华协成立初期的情况并不了

解。老伍是元老，早期的事就请他来写。我这里讲点我到 Grand Rapids 以后，主要是自己参与较多的那段时间的情况。这段时间还有

其他一些事情，请钟教授专文介绍。 

 

我 90 年秋到 Grand Rapids 之时，经常参加华协活动的只有二三十家。只要去一次，所有的人就都认识了。那时华协活动并不多，可

每次几乎都是家家必到。除了定期聚餐以外，有时还组织外出游玩。帮助外来华人在本地安居乐业历来是华协的传统。我家也是受益

人之一。初来乍到之时，我们人生地不熟，一下子结识了这么多朋友，非常开心。当时参加的有些活动至今难忘。 

 

那时华协的活动比较简单，主要是聚餐的形式。平时大家各忙各的，这些活动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见面的机会。后来逐渐增加了表演节

目。开始时是孩子们在台上表演一些小节目，父母在台下开怀大笑，热烈鼓掌，基本上是自娱自乐。后来渐渐才有越来越多成年人表

演的节目。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问一位国内来的老人，说“您看我们这水平比农村的宣传队如何?”他只是摇了摇头，什么也没

说，看来不敢恭维。这几年我们居然到了能举办专场演出的水平。和那时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华协的工作一直由多人分担，各司其责。那时人少，年复一年的改选，几乎人人都有机会，颇有点“皇帝轮流作, 明年到我家”的味

道。选举则非常简单，虽然没有人自告奋勇，但也决不会百般推却。华协成员多为专业人士，尽管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精益求精，却

似乎不是当领导的材料。而华协的选举像是点石成金，多数人一旦当选，很快就风风火火，有声有色地干了起来，不由人刮目相看。

看来并不是不行，而是没有机会。 

 

华协在多年中形成了一定的组织方式。在我当会长时，基本上是萧规曹随，维持现状。而其他人却是在不断改进，有所创新。几年下

来，就可以看到华协活动的水平又有了显著提高，上了一个台阶。华协能有今天的规模，实在是一种积累的效应。是许许多多人持续

努力的结果。 

 

华协的活动几乎都与政治无关。但也有例外。比如，在 Vernon Ehlers 初次竞选国会议员时,钟桂楠教授请他到自己家中为大家讲解他

的政见。想起来很好笑，到场的不少人其实并没有选举权。而 Vernon Ehlers 却把这看作是争取选民的机会，非常认真。他当选后不

久，应邀出席我们的春节聚会时，一再向大家致谢，说是你们帮助我竞选成功的。他还相当坦率地回答了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虽然

他的一些观点我并不赞成，但是，钟教授一手促成的我们与国会

议员间的直接联系却使大家受益非浅。后来有人为身份和其他一

些问题直接或通过钟教授找到他时，他都很帮忙。 这是一件事，

还有其他几件事也都与钟教授有关， 详情在他的文章中另有介

绍。在维护华人权益和促进华人参政的方面, 钟教授始终是不遗

余力。 

 

在华协成长过程中， 办中文学校是一件大事，大家倾入了大量的

心血。华人历来重视孩子教育，由此可见一斑。中文学校开办初

期有过一点波折，但还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我当过一任校

长。那时学生人数不多，经费紧张。除了协调与学校所在地的教

会的关系外，我把很大的精力都用到寻找胜任而又稳定的教师上

了。安排不开时， 自己还要去代课，很是伤脑筋。记得当时吴始

年教授亲自出马，解急于燃眉， 教了一年最高班的课程。而且是

分文不取，多次谢绝我们的酬谢，相当仗义。中文学校在汪明教

授任校长时，有了长足进步。在他和后来几任校长的努力下，把

学校管的井井有条，办的生动活泼。几年下来，学生人数几乎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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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翻，经费和师资都不再成问题，学校面目为之一新。今年，徐海英老师班上的几个孩子考 SAT II 中文考试得了满分，中了状 

元。孩子争气无庸置疑，而老师的精心培养也是功不可没。让孩子最终能通过 SAT II 中文考试是吴教授任校长时为中文学校制定的目

标，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到成果了。 

 

华协通讯也是华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华协一样，通讯的成长也经过一段过程。创刊之时，倪培民教授为通讯书写刊头，还亲自

撰写了不少文章，通讯能以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形式延续下来，起点高是一个重要因素。现在, 通讯不仅定期出版，而且还时有专

刊。题材也越来越丰富多彩，很多文章都是作者写的专业所长或个人亲历，有很好的可读性，成了社区华人的重要信息来源。 

 

与华协成长过程有关的人与事还很多，不能在此一一写出。我只是想到哪就写到哪。不及之处，还请见谅，需要指出的是，这几年华

协发展很快，活动很多，规模和影响也大，涉及到的人与事就更多了，应该另有人专文讲述。 

 
 

 

 

 

 

往事往事往事往事随笔随笔随笔随笔 
- 锺桂男 - 

 

之一之一之一之一：：：：    广播电台播放种族岐视节目广播电台播放种族岐视节目广播电台播放种族岐视节目广播电台播放种族岐视节目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七日，大溪城的一家电台公然以种族岐视的口吻嘲笑越南裔。当一位越南裔人士打电话表示异议时，该电台方案主

持人不但未道歉，反而以中餐馆的名字侮辱之。此举引起其他大众传播者的反感及亚裔社区的愤怒。笔者身为社会工作学教授，深知

此事事关重大，应以社会事件的个案来处理。经过证据的收集和分析，确定为种族歧视个案，却与传播媒体有系统性的关联，并非某

一个人的无意伤害事件。经与社会工作学院的院长 Dr. Berkouwizs （犹太裔美人）商讨，他认为绝对要肇事者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

生类似事件。他本人表示愿意协助，并介绍其他族裔的领袖人士，如非裔美人及西班牙裔美人。笔者随后召开了亚裔社区领导人会

议，共同分析个案，并研讨计策。大家一致要求电台每天公开道歉，为期两周。道歉内容如下：“On March 17, 1992, during the evening 

broadcast, remarks made by the radio personnel were considered as offensive to Asian communities of the West Michigan.  The radio station 

wishes to express its deepest regrets for any offenses or concerns that may have unintentionally caused.” 

 

各亚裔社团派社区代表（含不同年龄、性别及职业），陪同笔者及赞助社区领导人（黑人团体，西班牙裔团体，及民权人士）等一行

十多人前往该电台要求正式道歉。经过两个小时的协商，要求得不到解决。最后笔者做了下列声明后离去：1、以双方的共同利益来

保证社区的和谐。2、对方依约道歉并保证不再重复类似事件（未要求把方案主持人开除）。3、此条件只在24小时内达成协议方为有

效。过了24小时，事态的发展笔者不能预料并负责。 

 

为自己计划的战略时刻表 – 24小时，老实说真不好

过。在那段时间内有电视台要求采访，欲探知亚裔社

区的态度与方向，有亚裔社区内的人士要求马上示威

抗争，有更多的人通过电话建言。记得当时的笔者以

诚敬之心祷告，求神不要让我领导亚裔及民权人士为

种族歧视而上街抗争。因为这不是我的专长或所好。

但道德勇气却迫使我必须如此行。 

 

十六个小时过后，终于收到了对方的回应，愿意如要

求道歉。此后我立即分派各社区负责人按时收听该电

台的道歉声明并向我回报。记得有一天，电台未按规

定时间播出道歉声明。十五分钟内我就收到了回报，

当即去电要求立即按时播放。对方从此谨守诺言，在

其余的时段中皆按时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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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事件对我的启发及后续影响包括： 

1、 有关团体荣辱、权益的事项理当组织社区以团体的智慧、力量及资源来共同解决社区问题。广询专业人力的建言以决定策

略。这些专业人员应包括律师、社会工作者及相关专业人士。 

2、 对在本社区遭遇患难时伸出援手的个人与团体（黑人团体、西班牙裔团体、民权人士和学者）必然谨记，感谢在心，随时给

与互助的援手，来共同建立美好的社会。迄今亚裔中心仍与其他少数团体维持合作互助的关系。 

3、 慎用团体策略。策略的运用需要团体的智慧并反应亚洲本体文化才能成功。例如，不应不得理不让人，而应能网开一面，不

致人于背水一战，化敌为友。这是我们中华文化及亚洲文化的优点。 

4、 从现实中学习教训。许多当年参与电台事件的领导人后来都成为亚裔中心的董事，为社区服务至今。 

5、 亚裔中心于1986年自设自制亚裔时间（Asian Hours）电视节目，作为介绍亚裔文化的大众媒介。困于财力与人力，停顿多年

后于2005年才又重播。 

6、 2005年，亚裔中心举办了全亚裔社区的需要调查，以利社区服务方案的设计与实施。华协及华语教会率先完成了社区需要调

查，在此表示感谢。 

 

之之之之二二二二：：：：从自助到助选从自助到助选从自助到助选从自助到助选    
电台事件之后，笔者深感与主流团体合作的重要。为此召集各亚裔社区领导与国会议员Paul Henry相识。后者成为亚裔社区需求的代

言人。亚裔人士的移民及其他问题常常得到他的帮助。可惜他英年早逝。有一天， Vern Ehlers，时为Michigan State Representative，突

然到我办公室来拜访我，很客气地告诉我说：“我听说您是亚裔社区的领袖，我特别来拜访您”。在经过半个多小时的促膝长谈之

后，我发现他也曾是加尔文学院的教授，平易近人，是一个非常虔敬的基督徒。他很坦然地告诉我，他要竞选国会议员。我也很谦虚

地告诉他，我们亚裔社区需要一位国会议员作我们的代言人。他很诚恳地说愿为此效力。我们的友谊、互信、互助就此建立。多年来

亚裔社区内凡遭遇什么困难或个案，每次不管是书信求助、面访、或电邮，他都很热心地协助解决。我见过许多政治人物，但我还不

曾见过如此亲切而诚恳的民意代表。他甚至积极地鼓励我参政，认为亚裔人士缺乏参政意识。 

 

之三之三之三之三：：：：从助选到竞选从助选到竞选从助选到竞选从助选到竞选    
一九九八年，在多方的考量下，笔者决定竞选大溪城社区学院的董事。笔者曾有幸受邀参与大溪城社区学院所举办的Diversity 

Committee，因此而认识他们的一些董事并受邀参与新校长的选拔委员会。我们选出了一位西班牙裔的校长。我与他们相处得也很融

洽。后来我又得到鼓励去参选他们的董事。在下述的动力下，我决定参选。 

1、 亚裔及其他少数族裔的教育者、学生、专业人士及居民缺乏代表为他们的不公待遇发言。 

2、 国会代表及我所在的GVSU的校长正式书面支持竞选。 

选举结果，笔者仅以二千票之差落选，虽败若荣，学习到许多宝贵的经验供以后有志参政者及亚裔选民参考： 

1、 选票大都来自认识我的、听过我的讲演、或看过我主持的Asian Hours节目的人。也有部分来自我的简单握手拜票。 

2、 亚裔教育者给了我很多的支持与协助。 

3、 缺乏竞选经验，毫无竞选班底是我竞选失败的原因之一。其他当选者皆有他们的基本票源。如果我重新竞选的话，我会有更

多的准备、投入、策略与网络系统。 

4、 亚裔选民对政治、投票、参政的漠然态度值得商讨。许多亚裔人士仍然视竞选者为有钱人，花钱买权赚钱。事实上，在美国

竞选是为了表达选民的意见，因此竞选是选民为竞选者出钱出力，以便竞选人当选后为他们的利益说话。 

5、 未全力以赴，把校董一职视为部分时间工作，缺乏那背水一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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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中国农历新年 

晚宴及文艺演出 
 

西密西根华人协会主办西密西根华人协会主办西密西根华人协会主办西密西根华人协会主办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同庆狗年同庆狗年同庆狗年同庆狗年    
2222 小时的文艺演出及地道的中国新年晚宴小时的文艺演出及地道的中国新年晚宴小时的文艺演出及地道的中国新年晚宴小时的文艺演出及地道的中国新年晚宴    

必将让您流连忘返必将让您流连忘返必将让您流连忘返必将让您流连忘返    
 

时间：二零零六年二月4日，星期六 

晚宴：五点三十至七点三十 

文艺演出：七点三十至九点四十五 

地点：Forest Hills Northern High School 餐厅及礼堂 

门票：会员成人每人五美元，儿童（5-10岁）每人三美元，五岁以下免费 

非会员成人每人十二美元，儿童（5-10岁）每人五美元，五岁以下免费 

 

门票及 2006 年华协会员登记及更新可在晚会之前进行，具体联系如下： 

• 中文学校：联系人晋宇，电话 974-0832  

• 华语基督教会： 联系人王莉，电话 447-0987 

• 华人足球队：联系人 Matt Wang， 电话 475-5125  

 

 

 

 

 

                 

 

Bayside Garden 花园装修花园装修花园装修花园装修    ----    住家商业住家商业住家商业住家商业、、、、公寓旅馆公寓旅馆公寓旅馆公寓旅馆、、、、出租代管出租代管出租代管出租代管，，，，大小工程均可承包大小工程均可承包大小工程均可承包大小工程均可承包。。。。服务服务服务服务

包括厨房浴室包括厨房浴室包括厨房浴室包括厨房浴室、、、、水电安装水电安装水电安装水电安装、、、、隔隔隔隔间油漆间油漆间油漆间油漆、、、、土库改建土库改建土库改建土库改建、、、、地下喷水地下喷水地下喷水地下喷水、、、、屋顶翻新屋顶翻新屋顶翻新屋顶翻新。。。。院内院外院内院外院内院外院内院外，，，，价格价格价格价格

低廉低廉低廉低廉，，，，质量保证质量保证质量保证质量保证。。。。24242424 小时电话小时电话小时电话小时电话 616616616616----990990990990----1132 1132 1132 1132 方先生方先生方先生方先生    

Bayside Garden Home Renovation – Properties big or small: residential properties, 

kitchens and baths, electrical installation, painting and framing, basement finishing, 

sprinkler system and roofing.  Satisfaction guaranteed with reasonable price. 

Interested please call 616-990-1132, 24/7, Alex 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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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回应 

仝莉 
 

两天前，华协主编打来电话说，新的一期华协通讯搞好了，还有回应我的文章，特给我一个预览机会。我觉得很荣幸，赶紧一睹

为快，就这样一口气拜读了吴始年教授回我的文章，如雷贯耳，似东南亚海啸，卡翠娜飓风，把我本来就很糊涂的大脑，彻底砸成一

摊浆糊…… 

待略微醒过点味儿来，却让我止不住笑出声来，这都说些什么啊？莫名其妙。 

我写那篇小文，无非是想从文化的层面上探讨一下儿可能影响我们华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因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多是我

个人的困惑和思考。希望与大家分享和探讨，并希望得到解惑。可是本人实在愚钝，读了您逐句逐条的批语，还是不得要领，我自己

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答，反而更加糊涂了，抖胆战战兢兢地问一句，那您要说的观点是什么呢？是我们已经属于主流社会，完全可

以随心应手，安居乐业了？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屑加入？安于现状不也照样享受中产阶级的生活？何必同流合污？还是根本就不承认美

国有主流社会呢？这些问题也留给大家去探讨吧。 

不过我真的很感谢吴教授能在百忙之中如此仔细地审阅我的文章，而且很有激情地加以逐条批复，就像一位严格认真的教授批改

一个差等生的试卷，只见满篇红叉叉，气不打一处来，实为恨铁不成钢而已。老师的苦心，学生心领了。 

我是学理工的，又是一个家庭妇女，确实对人文，历史，政治经济等知识所知甚少。但是还是知道很多文科领域的概念是模糊

的。诸如主流文化之类，就不好用一两句话清楚定义。但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并能感受得到的。如果我说主流文化是多数人认同的价

值观和行为规范， 可你偏说到多数人是多少？是 70%还是 80%？而且总能找出反例来反驳，那不纯属是抬杠嘛。 以后本人还可能发

一些儿奇思乱想，假如还有这个自由的话。但我要在此事先声明，所写文章即非新闻报道，也非纪实文学，更非学术论文，纯属一己

之见。泛指而论，不针对任何人。 如果有提及的人物，时间，地点等项，完全可能未作严格确认，故不提供所谓确切定义和任何证

据。敬请原谅。若有误导，恕概不负责，特此声明。 

我的观点很明确，作为移民，文化的冲突和认同，是我们这一代人甚至下几代人都要面对的现实。这是毫无疑问的。如何尽力创

造一个有利的社会生存空间，以得以安居乐业，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心的。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一个外来文化中，你不去了解人家这

个系统是怎么运作的，不去学习人家的文化，人家的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和处事方法，行吗？！我所能做的就是对外 keep open mind, 

不但要学习，还要主动地学习，在交流与共处中彰显我们中华文化的精华。赢得周围的接纳与理解。对内还是要不断反思自身文化的

劣根性，（对不起，我知道有人不愿意听），我依然认为对自身的反省是自我更新的能力。即便我们仍生活在中国的本土文化中，都

需要并且一直在对自身文化进行不断反思，调整和定位，更何况我们现在生存在外来文化中。  

我很高兴我的一篇杂想引发很多反响，争论是好事，只要是善意的，建设性的。如果各位多读几遍吴教授的文章，你不难发现其

实我俩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只不过他太求胜心切了，我每提到一个论据，他就找一个反例来批驳我，反例都是成立的，但是对我要阐

述的问题不 make any points. 结果就成了抬杠，怪好玩的。其实他批驳我的事项，很多也是我想讨论的问题，闹了半天都是同一战壕

里的战友，那我还有什么要争辩的呢？ 

最后，我又不禁要发怪想，假如这劲头都用在对外上，对外来的歧视和不公正，我们都能如此敏感，拍案而起，挺身而出，团结

一致，那我们华人融入主流社会则为期不远亦！…… 

纯属画蛇添足，千万别 take it personal! 
 

 
          
 编后语 

随着本期华协通讯特刊的出版，我的编辑工作也就此结束了。感谢众会友及广大读者的厚爱与支持，使我能够顺

利地完成今年全年的华协通讯的编辑任务。编辑的过程也是我向大家学习的过程。每次收到一篇新的佳作，都让

我欣喜不已，从中受益匪浅。同时也让我深感不配，承担编辑之职实在是班门弄斧。由于时间及水平有限，每期

发出之后总会发现不少错误，留下很多遗憾。若有对不住投稿者之处，还请见谅。华协是大家的华协，社区也是

大家的社区。我真心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投入到社区关怀和建设中来，群策群力，共同建设我们美好的大家庭。愿

华协通讯越办越好。我在此向所有读者拜个早年，祝各位家家幸福，岁岁平安，事事如意，步步高升。 

 

本刊编辑：魏毅 

刊头题字：倪培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