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意大利人，你脑海中浮现的首个画面是足
球员？意大利面或比萨厨师？
　　一般人首先想到的，相信不会是穿着白袍，在
实验室里做研究的意大利人。不过，本地却真的有
一个这样的组织，集合了生活在新加坡的一群意大
利研究人员与学者，建立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也协
助初来乍到的意大利人更容易融入这里的生活。
　　“新加坡意大利研究人员组织”（the Group of 
Italian Researchers in Singapore，简称GRIS），虽然
名称听起来像是一个从事研究工作的团体，其实不
然，它是聚合了意大利研究人员与学者的社交团
体，并不进行研究活动。
　　GRIS成立于2008年初。背景是在这里的意大利
研究人员日益增多，GRIS的首要宗旨是为他们提供

一个社交与专业网络，让成员分享信息，讨论影响
大家生活的文化、科学、社会等课题。

初到本地者的接触点
　　GRIS协调员康文涵博士（Dr. Erik Cambria）说：
“我们这个团体的目标，是为刚到新加坡的意大利
人提供一个亲切的最初接触点，也为所有成员建立
社交与文化交流平台。”
　　该组织目前约有70多名活跃成员。他们通常每
两个月组织一次活动，有非正式聚餐、运动活动、
音乐会等等。平时大家主要通过LinkedIn与面簿保持
联系。康文涵举例说，他最近参与组织的活动就包
括克兰芝田园野餐、新加坡河划龙舟，以及在东陵
俱乐部庆祝意大利国庆等。
　　GRIS的成员主要来自各大科研机构及大学，他

们涵盖的研究领域包括了医药生物技术、工程、资
讯科技、经济、心理学等各方面。加入这团体完全
是自愿性质，GRIS也不收取任何会费。
　　康文涵说，他们的成员不仅是在本地工作的意
大利人，任何有共同兴趣的人也能加入，不论国
籍。这就包括曾在意大利科学及科技单位工作过的
人，以及有兴趣前来新加坡做研究的意大利学者，
还有成员的家人等。

促进两地科研合作
　　除了作为社交平台，康文涵说，GRIS会努力促
进新加坡与意大利两国之间的科研合作与投资。
　　他说：“组织也为在新加坡和意大利的GRIS成
员所进行的研究活动，提供合作与交流的机会。”
　　“我们将为会员建立一个资料库，包括各自的

研究方向与联系方式，让有兴趣合作的个人或机构
可以轻易地找到我们这些成员。”
　　GRIS希望扮演两国学术研究合作的催化剂，促
进两地之间的合作项目，激发创意新产品。它也会
鼓励新加坡和意大利的公司，对有利于双方的科研
项目进步投资。目标是提供独立及公正的咨询，善
用他们对两地的熟悉及理解，促进这方面的投资。
　　另外，他们也获得意大利与新加坡一些文化机
构的协助，偶尔会组织一些文化或科学活动。

文转第4页：“对新加坡一见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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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是意大利餐吃多了，
大家对意大利人的印象，除
了足球队之外，总离不
开餐饮业。本地有个
意大利人的组织，成
员们从事的却是低调
的科研工作。他们不时
举行聚会，地点不是在
冷冷的实验室内，而是
在餐馆聚餐，去郊外
野餐，在新加
坡河划龙舟
等。这些热力
四射的活动，
为的是给成员提
供一个交流与融入
本地社会的平台。

赵恺健／报道

意大利研究者组织

www.facebook.com/zbNOW

你“喜欢”我吗？
上我们的面簿，加入粉丝团

把握《现在》，放眼未来！

《新汇点》内页　

■李玮玲专栏：《长发的故事》　>>  p4 & p5　

不搞研究
GRIS经常为成员组织户
外 活 动 ， 例 如 到 郊 外 野
餐。（受访者提供图片）

iStock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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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韦材／文

　　Xiao别误以为是“笑”。这个Xiao是福建
话，意即“发神经”。
　　比如我，明明政府诊所有预约时间，却还
得在那里苦等足足一小时半，只好跑到对面草
地仰天长啸，但那绝对不是开心地笑，而是xiao
掉。
　　看完医生，去拿药，见每个人的药都是一
大袋一大包，大家上诊所就像上超市购物，这
种看起来就像“全民患病”的壮观景象，看得
我第二次xiao 掉。
　　当然还有第三次。
　　我以为政府诊疗所收费肯定是便宜的，看
看账单数目，嗯，也还算公道。但是当我看到
还没政府津贴时的那个原价，哇噻，原来我一
直都蒙受着如此庞大的恩宠？如此隆重的人情
压力咱们这些蚁民怎担当得起啊？那我们岂不
就是一直在欠人情了？既然是政府诊所，那就
名正言顺该实收多少是多少，“便民收费”本
来就是国家应提供的医疗义务啊，万一这些恩
宠突然有天名正言顺地不再宠了，那我们老百
姓又该怎么病下去才好呢？忧心忡忡，第三次
xiao掉。
　　那你现在明白了，其实这个Xiao也并非真
疯掉，就是一些比较敏感的人对比较敏感的事
物有比较大的反应吧了。
　　比如：你xiao了咩？穿5英寸高的高跟鞋去
爬山？

　　你才xiao，5英寸高跟鞋爬山，只要一有闪
失，就会有很多帅哥抢着来扶我，你懂吗？
　　所以这个xiao也并非严重的事。常常会听
到，就因为我们常常都会xiao。就如：“xiao
了？100块全部拿去买大，拜六一定会开这4
个字咩？”，或：“FB上面这些人准是xiao掉
了，人家出车祸还一直在那里暗赞！”又或：
“干吗你又再吞药，Xiao了？天啊你一定又是
读到那些又虚拟又玄不可测的数据了！”
　　傻人，通常就称“xiao eh”，意即“傻
的”。
　　比如：“喂，xiao eh，60块钱去剪一个头？
60块钱可以把全身上下的毛都剪光光了。”
　　发神经，就叫“ki xiao”。ki是福建话
“起”的意思，ki xiao，“起疯”，也就是发神
经。不仅人可以用，什么都可以用，比如说：
“我的电脑ki xiao了，一打开就可以看到80岁还
穿三点式摆post的婆婆”。
　　Ki Xiao，如今也实在太普通了。因为生活
在这里，种种压力太大，做人不稍稍ki xiao，实
在很难顶耶。
　　无论什么东西，从盐巴到住屋，价钱都会
突然间ki xiao地爱起价就起价，而且理由总是冠
冕堂皇的，这已经使本地又荣获冠军，成为全
亚洲（保守猜测）首个人民不稍稍发神经一下
都很难活下去的城市。

Xiao了咩？

活
动
看
板

典
型
新
加
坡

“典型新加坡”捕捉最具新加坡特征的景与物、人与事。除早报摄影记者
定期展示“典型新加坡”的一面外，也欢迎读者传来你们眼中的“典型新
加坡”，请注明拍摄地点、对照片内容的介绍，并附上中英文姓名、地
址，电邮到zbxhd@sph.com.sg，照片若刊登，作者将获得稿酬。

征稿启事

邻居间的那点事
四
合
院

郭
亮

　　总理国庆演讲谈到国人邻居间的和
睦相处，那些事看似鸡零狗碎，不值一
提，实际可见国人的风貌，往大了说，
还体现新加坡社会的整体和谐。这样的
话题首次出现在总理的国庆演讲上，的
确应该引起重视。
　　有句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
无论在中国还是新加坡，无论居住环境
有多大的不同，社会风气有多少的改
变，似乎邻里纠纷从未间断过。
　　小时候住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那
时大多数上海家庭都是房小人多，几代
同堂蜗居一处，极其平常。石库门房子
虽不似《七十二家房客》里描述的那么
夸张，不过户户紧挨，隔墙说话清晰可
闻，那是一定的。人多地窄，就容易产
生摩擦，争吵的原因，十有八九相似，
都是为了那一点点可怜的公用面积。为
了多占地盘，今天你放个破桶，明天邻
居将桶丢掉，换上自己的一辆旧脚车。
谁都想着时间一长，既成事实，自己就
比别人多了些使用面积。有时甚至还不
一定派得上用场，就是心理上觉得不能
吃亏。一来二去的，争吵就有了原由。
　　住的地方小容易发生争吵，倘有新
住户迁入，那争吵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老住户老邻居，同个屋檐下几十年，有
时还不一定拉得下这个脸。新住户一
来，原有的秩序一经打乱，便开始心生
不满，进而采取行动。而新住户怕的就
是一来就受欺负，厉害一点的必须先下
手为强，战火一经点燃，真不是三两天
灭得掉的，搞到警察上门也并不为奇。
或许像有人说的那样，狭小的居住环

境，对人的心理长期来说会产生一定的
影响，容易让人变得心胸狭窄，自私自
利。
　　我没有甘榜的生活经验，想象不
出，那孩子围着井台嬉戏，大人坐于室
外谈天，人人相熟，夜不闭户的场景，
会发生怎样的纠纷？应该是有但不常见
吧。天地大了，心胸该是宽广些的。
　　如今的新加坡环境不同了，组屋比
起以前的甘榜来，私人空间更大，互相
交流无可避免的减少了。说起来，彼此
陌生按理说不至于产生矛盾，可事实又
不是如此。工作关系近来接触邻里社区
较多，听了不少的案例。就像总理提到
的一些实例一样，邻里纠纷依然时有发
生，当然已经不是为了区区几分公用面
积的争夺了，为的是邻居练琴的噪音，
或是拜佛的烟熏。甚至听说有人买了转
售组屋后，居然要求将楼下的咖啡店拆
除。争吵的内容变了，可实质没变，还
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不受伤害。
　　人人都有享受生活的权利和自由，
一旦与他人冲突，应该怎么办？写到
这，我又想到总理演讲里提到另外一
点，他说：新加坡人看自己的国家怨气
越来越多，总是看到不好的一面，应该
多看看成功的地方。那么，如果国人在
和邻里相处的时候，可以多看到自己不
足之处，多想想自己有没有妨碍到别人
的生活，这样会不会有些帮助呢？
　　又或许可以先将争执搁于一旁，想
想老话说的：纸纸索书只说墙，让渠径
寸又何妨。秦皇枉作千年计，今见墙成
不见王。然后一笑置之，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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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封面

　　康文涵如今在新加坡国立大学
淡马锡实验室担任研究科学家，目
前还是单身的他，虽然只来了新加
坡定居一年多，但他表示他真的很
喜欢新加坡，也不会介意在这里开
始组织他的新家庭。他曾在英国、
美国、印度、中国等世界各地居住
与工作，但表示新加坡是他最喜爱
的地方之一。
　　他对于新加坡美食赞不绝口，
表示他乐不思蜀，几乎很少想念意
大 利 的 食 物 ； 而 即 使 他 想 吃 的 时
候，在我国也可以轻易找得到。
　　他对于融入本地社会感到非常
自然与不费力。
　　他说：“本地人一般都非常友
善，沟通也不成问题，但他也坦承
这可能是因为他懂得说一些基本的
华语，让他可能比其他意大利人占
了少许优势。”
　　唯一让他感到不太称心的是这
里的天气，不过自己也表示只要习
惯了就好。
　　GRIS不但让他更容易理解本
地社会，也帮助他接触到其他意大
利的研究人员，使他们成为了好朋
友，他甚至也和其中一个成员开始
了一项研究合作项目。
　 　 谈 到 本 地 人 对 意 大 利 人 的 看
法，他觉得本地人大多数对于意大

利人都有相当不错的印象。
　　他表示，他觉得世界各地其他
人比起新加坡人，对意大利人远远
有 着 更 多 的 误 解 ， 比 方 说 很 容 易
把意大利人与黑手党想在一起，甚
至还超越对于意大利人与意大利食
物的关联。本地人反而没有这种看
法，让他在这个社会中感到非常自
在。

狄伦：
本地多元文化的社会，有宾至如归
的感觉。
　 　 G R I S 的 其 中 一 名 成 员 狄 伦
（Roberto Dillon），一开始是通过
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当
中，意大利学者小社群的口口相传
才获知这个这个团体的存在。
　　他自从2005年初就来到了新加
坡 。 在 我 国 的 这 七 八 年 来 ， 他 起
初是在南大担任研究员（Research 
Fellow），之后到南洋理工学院担
任讲师，再以助理教授的身份任职
于美国迪吉彭理工学院（DigiPe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本地分
校 。 现 在 ， 他 则 在 詹 姆 斯 库 克 大
学本地分校（James Cook University 
Singapore）担任副教授。
　　如今已是永久居民的他，在我
国认识了一名中国籍的新加坡永久
居民，于是在此共结连理，如今已
结婚两年多了。

　　对新加坡
一见钟情的他
说：“我以后
可能会把父母

也接到新加坡一起居住，但目前仍
在考虑。”
　　本地开放与多元文化的社会，
让他一来到这里，就有宾至如归的
感觉。

建立新的关系
　　狄伦表示，GRIS这个团体虽然
主要是各种研究人员或学者所组成
的，但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主要
讨论的却不是任何学术课题。
　　他说：“我们这个团体主要是
偶尔一起吃晚餐、扩展彼此的网络
以及只是为了一起享受一段美好的
时光。当然，这个团体也帮助我们
建立新的关系，让我们可以互相从
彼此的经验中学习。”
　　同时，虽然他们的组织都是意
大利人在参与，但通过认识其他在
这里居住与工作的意大利人，也有
助于他们更好地认识新加坡与融入
本地社会。
　　他也并不觉得新加坡人对于意
大利人有什么特别的误解与刻板印
象，只不过，每当别人发现他是意
大利人的时候，足球与意大利美食
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接下来的话题。
　　狄伦还指出很有意思的一点，

那就是意大利人之间可能反而会有
对彼此的一种更强烈的误解与刻板
印象，比方说来自热那亚的人就非
常吝啬，而来自西西里岛的全都是
黑手党成员。在新加坡眼中，反而
没有对意大利人有这种先入为主的
印象。

最钟意食物是鸡饭
　　那么他本来对于新加坡人的印
象又是什么呢？
　　武侠电影迷的他说：“其实，
我本来以为这里的人都会是武功高
手！”可惜现实让他失望了。
　　那么，本地人的Singlish式英
语，对他刚来到的时候，是否会产
生任何困扰呢？他就立即以Singlish
回以一句“没有啦！”
　　他说，可能是因为英语本来就
不是他的母语，而他一向来也习惯
听到各种不同口音的英语，因此来
到这里听见一种不同的说话方式，
倒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困扰。
　　本地美食的多元化是很吸引他
的地方，但如果让他非得选一样的
话，他会选择鸡饭，他的原因就是
简单、美味而且并不会和西方人的
口味差太多，因此自从来到我国，
鸡饭就成为了他历来最钟意的食物
之一了。
　　不过他不忘加一句，“意大利
佳肴仍是我的首选！”

　　协和小学（Unity Primary School）一名男生Ryan因
为头发太长违反校规被剪的报道，让我感到既好笑又困
扰。
　　教师曾指示他把头发剪短，并每天提醒他。但Ryan
却没有照做。当口头指示无效时，教师给他一封通知书
交给父母，让家长知道孩子的头发需要剪了。Ryan没有
把通知书交给父母，当然也没有把头发剪短。
　　在参加小六会考口试那天，教师担心Ryan的不整齐
外表可能影响他的表现，便把他同其他两名也蓄长发的
学生叫出课室。她向他们解释她的担忧，然后问他们可

不可以让她把他们的头发剪短。他们同意了，她于是帮
他们剪头发。
　　我觉得教师这么做显示她非常关心学生。但Ryan的
妈妈却大发雷霆。她向报章投诉Ryan的经历并报警备
案。她声称儿子因为“觉得自己的样子很怪”，在事发
后两天不敢踏出家门半步。她得花60元带儿子回发廊重
剪头发。
　　她说儿子没有遵守校规，是因为患有让他健忘的阅
读障碍。我和我爸爸都患有阅读障碍，却不见得比常人
更健忘。

嬉皮士次文化
　　从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新加
坡必须对蓄长发采取严厉的措施。比
如，关卡人员不让蓄长发的男士进入新
加坡。这是因为长发是西方所谓的嬉皮
士次文化的一部分。新加坡政府不希望
这样的次文化在这里流行开来。
　　当时，坚持留长发的男人在政府部
门办事处受到鄙视。以英文、华文、马
来文及淡米尔文书写的海报警告：“留
长发的男人将最后才被接待。”
　　留长发的公务员会被公共服务委员
会召见。在企业界，一个得到总商会、
全国职工总会及新加坡制造商联合会支
持的运动也劝阻人们蓄长发。
　　在那些年代，警方注意到罪犯一般
都留长发。当然，这不是说留长发的人
都是罪犯。比较好的解释，是有犯罪倾
向的人模仿罪犯的长发和其他特征。
　　我于1980年代初在美国念书时，
看到许多非常聪明的人留长发，有些
还留有胡须，他们之中有些是哈佛大

学教授。我向来觉得留长发的男孩和男人看来很“娘娘
腔”，但现在却采取“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的态
度。
　　潮流改变了。新加坡现在对长发也没有以往那么严
格了。留长发的男士现在可以“毫发不损”的进入新加
坡，也不会在政府部门柜台受到不同的待遇。此外，不
论是在西方或新加坡，留长发已经过时了。
　　尽管如此，军营和学校对头发还是有一些规定。每
个机构对外表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定，但对保持头发整洁
的要求却是一致的。因此，协和小学对学生发型有自己
的规定并不叫人感到意外。

灌输孩子正确价值观
　　在我1960年代还在学校的日子，南洋小学和南洋女
子中学的规定，是头发不能比耳朵低超过一寸，裙子不
能超过膝盖以上一寸。
　　潮流已经不同了。南洋小学和南洋女子中学的教师
不再时刻注意学生裙子的长度，但学生的穿着还是必须
端庄。
　　对我来说，Ryan的妈妈对教师剪她孩子头发的反应
近乎歇斯底里。当家长和学校发出相互矛盾的信息时，
我们要如何灌输孩子正确的价值观？
　　Ryan服兵役时要如何适应？他总不能在违反规定
时要他妈妈出面保护吧？新兵首先要面对的是把头发剃
短，他妈妈不可能阻止吧？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所属的每个机构都有必须
遵守的规定。我们要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对规定无所适
从，还是在违反规定时尝试避免受到惩罚？
　　成长过程包括了接受社会对我们的限制，Ryan的
妈妈让他避免了从教训中学习，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好
事。

　　（作者是国立脑神经医学院院长，叶琦保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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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所属的每个机构都有必须遵守的规定。我们要孩子在
成长过程中对规定无所适从，还是在违反规定时尝试避免受到惩罚？

（作者是新传媒艺人，1994年来新，现为新加坡公民） 

　　新加坡的社区组织，在鼓励乐龄人士踊跃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同
时，也开办各种有益身心的教育文化延续课程、康乐活动，让他们外
出走动，提供一个平台，让乐龄人士与其他朋友互动交流。
　　在忙碌的新加坡，每天一早，我们不时也会在社区公园、联络所
篮球场、组屋楼下的多种活动场所看到乐龄人士耍太极、打拳术、
跳排舞等。在悠扬的音乐伴奏下，挥动四肢和摆动身躯，寓运动于娱
乐，在运动后和朋友作良性互动，这也是新加坡乐龄人士典型的生活
写照！

吴美兰／文·摄影

军营和学校对头发都有一些规定。新兵首先要面对的是把头发剃短。（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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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逸敏／文（特约）

（受访者提供图片）

　　今年8月8日，位于诺维娜专科中心（Novena 
Specialist Center）6楼的“心佳馨试管婴儿中心”
正式成立。这家试管婴儿中心是由本地知名妇产
科医生黄荣业担任医务总监，他在1983年成功培
育了亚洲首个试管婴儿。心佳馨试管婴儿中心属
于私人医疗集团心佳馨（Sincere），与去年成立
的心佳馨妇女专科中心坐落在同个地点，为求诊
者提供一站式医疗服务。
　　创办这家医疗集团的是从中国移民美国，再
移民新加坡的毕晓琼，有着丰富投资经验的她，
以往的投资领域包括房地产、医疗器材、生物科
技项目等，移民新加坡之后，她选择投资医疗服
务领域，也为提高新加坡的生育率助力。
　　毕晓琼10多年前从中国移民美国，2008年来
到新加坡，于2010年申请成为新加坡公民。2011
年9月29日，定居新加坡两年多的毕晓琼，携手本
地多名妇产科、乳腺科、妇科肿瘤外科、整形外
科等知名专家，由黄荣业教授担任医务总监，成
立了“心佳馨妇女专科中心”。

一站式医疗服务
　　谈及为何要在新加坡设立心佳馨医疗集团，
毕晓琼说是为让女性享有一站式的医疗服务，
包含了从检查、医治、修复到医疗美容，有关妇
科、乳腺科、乳癌、乳房再造、更年期跟踪预
防，女性子宫颈癌预防疫苗、手臂植入避孕膜
等。毕晓琼也捐巨款设立中国癌症基金会乳腺健

康专项基金，提高妇女对乳腺病的认识。 
　　基金会联合其他团体，组织各项活动，去
年10月15日，还组织了粉红集体登长城，来自新
加坡乳癌基金会的患者也参加了该活动。毕晓琼
说，自己要继续普及女性乳腺癌健康知识的公益
活动，在中国、新加坡及东南亚地区积极展开。
　　到了三八妇女节，由心佳馨医疗集团成立的
心佳馨爱心基金组织医生、护士志愿为新加坡低
收入家庭妇女提供免费预防乳腺癌和子宫颈癌健
康检查。支持机构包括公益金、新加坡保健促进
局和国家医疗保健集团等。今年的免费检查对象
是从家庭服务中心选出来的40名低收入和家庭遇
到不幸的妇女。
　　毕晓琼在美国生活了近十年，比较出发展中
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医疗条件差异，她说，最主
要的不同来自设备环境和诊所理念的极大差异。
她强调女病人尤其有特殊性，为了照顾隐私权，
“心佳馨”每间诊所都设置隔离设施，以及更衣
室、内部厕所。

生育年龄老化
　　目前不孕症夫妇越来越多，有怀孕后的夫妇
心存感激地戏称毕晓琼为现代“送子观音”时，
毕晓琼说，其实黄荣业教授才是真正的“送子观
音。”
　　素有亚洲“试管婴儿之父”美誉的黄荣业是
新加坡著名生育专家，于1982年率先引进试管婴
儿技术到新加坡，并在1983年成功培植了亚洲第
一例试管婴儿。1993年，黄荣业首创的小组卵受
精技术（SUZI）迎来世界上第一个使用这种微注
射技术的婴儿的诞生。同年，亚洲第一个用细胞

质内精子注射所诞生的婴儿也是黄荣业负责的。
过去几年，黄荣业治疗的患者从每个月15对夫妇
增至20对，他觉得这归因于夫妇迟婚、工作压
力、健康状况等原因造成不孕。
　　具有医疗工作背景的毕晓琼同意黄荣业的观
点，认为目前生育年龄老化是造成不育的重要
原因之一。根据卫生部的资料，2009年本地共有
1158名试管婴孩，比2007年的802名增加了44％。
另外，愿意接受人工受孕治疗的不育夫妻也大
幅度增加，2009年有3271名女性接受人工受孕治
疗，比2004年的1716名多了一倍。

为女儿决定移民新加坡
　　毕晓琼有三个孩子，小女儿出生在美国，为
了让小女儿能够学习中华文化，毕晓琼选择双语
环境的新加坡作为第二次移民的地方。她在美国
加州住了近十年，刚来新加坡便喜爱上这座花园
城市。新加坡城市建设优美，人民文明、街道干
净，和美国相比，在居住方面她没有感觉很大的
差异，更何况新加坡人都是双语，文化习惯相
近。
　　性格开朗的毕晓琼喜爱运动，平时打高尔夫
球，偶尔也骑马锻炼身体。她喜爱品尝佳酿和美
食，听音乐、和朋友唱歌，出外旅游。来到新加
坡已经近四年了，父母也在新加坡一起生活，好
客的她常常邀请新加坡朋友到她家聚餐，常和新
加坡的医生一同出国旅游，对本地员工也十分照
顾。她表示，她已经把新加坡当成新的归宿，因
为她和她的家人都非常热爱新加坡。每次海外归
来，一踏进新加坡樟宜机场，一种亲切感油然而
升。

从中国移民美国，四年
前再移民新加坡的毕晓
琼，有着丰富投资经
验。以往的投资领域包
括房地产、医疗器材、
生物科技项目等，移民
新加坡之后，她选择投
资医疗服务领域，也为
提高新加坡的生育率助
力。

对新加坡一见钟情

　　联合早报《新汇点》将在本周六（9月8日）下午与南洋理
工大学中国留学生会联合举办“移民政策与职业发展”讲座，
邀请了具有丰富职业招聘经验的猎头公司、商界及新加坡社团
负责人主讲如何面对新加坡移民政策的变化和就业前景，以及
如何了解和融入新加坡的社会与生活。同时，为让寻求职业者
能有更好的形象，也将有专业的造型师讲解打造最佳造型。
　　这是《新汇点》第二次走进大学校园举办活动。2009年9
月5日，《新汇点》与华新社团合作，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行
“新加坡工作面面观”讲座，吸引了近300名出席者。这次走进
南大校园，与南大中国留学生会联办，并得到南大校友事务处
的鼎力支持。
　　讲座将由联合早报网主编兼《新汇点》主编周兆呈博士担
任主席，包括三位主讲者，叶慧莲是亚鹰猎头公司的管理董事
及创始人，拥有超过18年的招聘行业经验。她将主讲“如何面
对政策变化和新移民就业前景？”第二位主讲者李秉萱博士，
他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理事 、
三江会馆会长，同时也在商场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是茶渊贸易
公司主席。他将主讲“如何了解和融入新加坡生活与社会？”
      来自报业控股出版的《女友》杂志的造型师王文弢毕业于
Lasalle艺术学院，曾协助为郑惠玉、范文芳、莫文蔚、赵薇等
明星做造型。他的讲题是“为就业面试打造最佳造型”。

　　时间：9月8日（星期六）下午2时30分至5时
　　地点：南洋理工大学陈振传讲堂
　　　　　（Tan Chin Tuan LT）
　　电邮报名：请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电邮到SU-
IUCPRCHINA@ntu.edu.sg
　　入场免费，并备有礼包和幸运抽奖。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复旦大学新
加坡校友会已于8月11日在社团注册法
令下，正式获准成立，即日起展开招
募会员行动。
　　据校友会筹备委员会成员李永乐
博 士 介 绍 ， 目 前 在 新 加 坡 的 复 旦 校
友，人数至少有数百位，他们包括自
费 或 公 费 前 往 复 旦 大 学 留 学 的 本 地
人，来自中国，目前长期居留本地，
业已成为公民或永久居民的新移民，
以及持就业准证在本地工作，或以留
学生身份来新的毕业生。
　　另一位筹委会成员张谦助理教授
指出，为数众多的复旦大学毕业生，
分布于文教、金融、工商等多个专业
领域，他们之间部分人士，时有利用
如春节、中秋等节假日聚餐，两年前

的一次春节聚餐，吸引将近一百名校
友出席，聚餐中多位校友提议成立新
加坡校友会，在获得热烈响应后随即
组 织 筹 备 委 员 会 ， 积 极 展 开 各 项 工
作，这项行动也得到复旦大学的大力
支持。
　　筹委会希望在本地的复旦大学毕
业生，都能积极加入校友会，借助校
友会平台促进校友之间的交流，以及
和母校及中国大陆和海外多个国家地
区的复旦校友会建立联系。招收会员
工作告一段落后，将召开第一次会员
大会，并通过选举正式成立第一届校
友会委员会。
　　有意参加校友会的复旦毕业生，
可投函至以下邮址：singapore.fudan@
gmail.com

复旦大学新加坡校友会招募会员

GRIS成员狄伦：

毕晓琼（中）和黄荣业教授（左）及亚洲第一例试管婴儿李健玮合影。

狄伦：这团体也帮助我们建立
新的关系，让我们可以互相从
彼此的经验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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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龄晨练

　　由新加坡华源会、直落布
兰雅俱乐部、Migrant Workers' 
Centre Singapore联合承办的
“心连心歌舞晚会”——为外
籍劳工援助基金筹款，将于本
月11日晚8时于新加坡大会堂
上演。
　　晚会精彩节目是由江苏省
侨联“亲情中华·锦绣江苏”
艺术团和新加坡华源会艺术团
联合呈献。江苏省侨联“亲情
中华·锦绣江苏”艺术团汇
聚了各艺术门类的优秀演员。
许多演员曾多次获得中国戏剧
最高奖“梅花奖”、“文华表

演奖”，中国木偶最高奖“金
狮奖”，中国曲艺最高奖“牡
丹奖”，中国舞蹈最高奖文华
舞蹈表演奖等荣誉。艺术团多
次应邀赴亚洲、欧洲、美洲、
澳洲、非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
区，进行了多场文化交流演出
活动，富有地方特色的精湛艺
术表演，获得当地华侨华人和
当地政府官员及外国友人观众
的高度评价和热烈欢迎。
　　来自新加坡华源会艺术团
的艺术家尹作发和周明伦也将
登台献艺，为这台晚会增添精
彩看点。

心连心歌舞晚会
为外籍劳工援助基金筹款

毕晓琼选择双语环境的新加坡作为第二次移民的地方。

走过三国移民之路

毕晓琼来新
“助生育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