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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社会学家周敏成为美国两院院士

“中山是我求学之路的起点”
当地时间 2023 年 5

月2日，美国国家科学院

公布新晋院士名单，其中

有8位华人科学家当选，

来自中山、现任教于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

社会学系的周敏教授在

列。她向本报记者表示，身

为中山人，侨乡的语言优

势和文化背景为她开展海

外华侨华人及社区变迁的

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文/本报记者 廖薇
图由采访对象提供

周敏手捧周敏手捧20232023年新书年新书《《超越经济移民超越经济移民》》。。

身为中山人，周敏一直与家乡保持
密切联系。在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的消息公布后，她立即向本报记者转来
相关新闻报道。

“当消息证实时，我百感交集，震撼、
惊喜、兴奋、激动、不知所措。”时隔多日，
周敏依旧感慨。自 1984年她来美留学已
将近40年了，为了追求梦想，她努力克服
了语言和文化障碍，勤工俭学，服务生、清
洁工、车衣工以及保姆，她都做过，历经艰
辛。如今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艺术
与科学院双院士，欣喜之余，她又一次深
深地怀念起自己的父母。“他们的在天之
灵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和欣慰。”

周敏表示，自己之所以能在海外华
人社会研究领域中有所建树，与其本身
的语言优势和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她的
出生地广东中山，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她
在此度过了童年与青年，从而精通普通
话与粤语，并略懂一些四邑（台山等地）
方言, 而粤语和四邑方言是唐人街的通

行语，中山乡亲在美国华人中又占据了
相当大的比例，再加上父母辈的一些亲
友关系，“这对于我进行实地考察，开展
访谈和研究无疑是两大便利”。

周敏的父亲周磊明是土生土长的中
山人，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
中山独立团的宣传机构“天文台”的一名
游击队员，参与制作了中山的第一面五星
红旗（见方晓《关于中山最早制作的五星
红旗之考》）。中山解放那天，19岁的他与
战友们一同扛着五星红旗走在游行队伍
的最前列。但在周敏的印象中，父亲更像
是一名书生，书不离手。“我爸以前是念师
范的，想当教书先生，后来才参加革命。”

耳濡目染下，周敏从小也喜欢读书。7
岁时，出生于石岐的她考上了中山当时唯
一一所五年一贯制小学，16岁从中山市
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后，便被分配到中山糖
厂的子弟中学当老师，这在当时是令人羡
慕的“铁饭碗”。中山糖厂是中国轻工部的
直属厂，厂内文化气氛浓厚，工人待遇优

厚，周敏说，“我们那时住的宿舍是两人一
间房，带有洗手间。”

在糖厂入职两三个月后，周敏被派去
佛山参加为期3个月的英语速成培训班，她
的语言天分得到老师的肯定，“到大学念英
文”成为她的执念。功夫不负有心人，1977
年末，中国恢复高考，周敏如愿考入中山大
学英文系。大学毕业后，她留校在社会学系
担任助教，恰逢中国重建社会学之际，她有
幸为许多来中山大学讲学的英美社会学家
担当翻译，由此叩开社会学研究的大门。

“因为亲友在中山的关系，我经常会
在回国探亲期间，顺便在中山做一些关于
移民与侨乡发展的田野调查。”现为社会
学专家的周敏也与中山学界多有往来，她
指出，研究海外华人及其后裔对目前的国
际关系，有着深远意义，社交媒体和“大数
据”的广泛应用，使得社会学的前景更加
开阔，中国社会学研究也在努力与国际接
轨。她期待中外学者的交流更加紧密，更
多华人学者的优秀成果被世界关注。

她是屈指可数的
华裔女性社会学家

据悉，美国国家科学院（US Nation-
al Academy of Sciences）是美国科学界
最高荣誉机构之一，成立于1863年，是由
时任美国总统林肯授权创建的。当选国
家科学院院士被公认是美国学术界的最
高荣誉。迄今为止，美国国家科学院共有
院士2565名、外籍院士526名。今年共
有120名院士和23名外籍院士当选，周
敏是唯一一名社会学家，也是当选的8位
美籍华人学者中唯一的文科学者。

早在去年4月，周敏便当选为美国艺
术 与 科 学 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成为其中唯一
的华裔女性社会学家。此前她还曾荣获
2017年美国社会学学会国际移民分会杰
出职业成就奖，以及2020年美国社会学
学会亚洲与亚美研究分会杰出学术贡献
奖。

周敏于1982年获中山大学英语语言
文学学士，1985年和1989年在纽约州立
大学奥尔本尼分校分别获得社会学硕士
与博士学位，现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
会学系和亚美研究学系的终身讲座教授、
亚太中心主任。她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
国际移民社会学，种族与族裔关系，新移
民及其后裔，海外华侨华人，亚洲研究与
美国亚裔研究以及城市社会学等。其主
要学术著作包括：《美国社会学与亚美研
究学的跨学科构建：一个华裔学者的机
缘、挑战和经验》《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与
发展》《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
社区》等。她与另一位著名社会学家波特
斯一起创立了分层同化理论，并将社会资
本理论应用于移民研究，提出了族裔资本
理论。这些理论至今仍是解释移民职业
教育、社会流动等问题的重要理论。2015
年，她与李智英合著的《美国亚裔成就悖
论》，获得了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最佳学
术著作奖、皮埃尔·布尔迪厄最佳学术著
作奖、最佳亚美研究学术著作奖等四项大
奖。不久前，她又与学生哈桑·马哈茂德
（Hasan Mahmud）共同编著出版了新书
《超越经济移民》。

中山是她求学之路的起点

■突破传统剪纸，融入时代精神
梁杰康的剪纸工作室在东区花苑社

区，四周墙面挂满了大大小小、主题不一
的剪纸作品。7岁那年，梁杰康跟随父母从
日本回到祖国并落户湖南长沙。年轻时，
他当过知青、民办教师，通过村里的巧妇
接触到剪纸艺术，学着剪一些花鸟鱼草、
节日喜庆等传统图样。1988年回到家乡中
山发展后，他以儿子的爱好为创作主题。

2006年退休后，他带着相机在中山走
街串巷，从实景、书上、报纸上寻找创作灵

感与素材，用剪纸还原城市风光。“回到中
山以来，看到家乡的变化、时代的发展，都
想用剪纸把它记录下来。”梁杰康说。

“一开始只是剪剪步行街等实景，后来
我觉得要融入精神内容，创作开始有了变
化。”梁杰康说，农民丰收节主题剪纸在他
看来就颇具意义，这是他特意为首届中国
农民丰收节制作的100多幅系列剪纸作品，
将丰收节现场、梅州与中山标志性文化相
融合。广东省农业展览馆现场收藏了他10
幅作品，并发出展览邀请。“人一定要不断

提高思想境界、不断学习，关注国家时事。
剪纸也一样，要突破传统剪纸，宣传这个时
代的人事物，传递精神力量。”梁杰康说。

在新创作理念驱动下，梁杰康退休近
18年内，创作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盛世
中华”十四米长卷、“中山母亲河”岐江桥、
百牛图、全国两会、冬奥会吉祥物“冰墩
墩”、中山志愿者风采、中山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等作品，刻画家乡变化、时代印记，用
剪纸编写“历史书”。

■热爱社会服务，活到老剪到老
“剪纸艺术是我退休后选定的‘继续

就业’方向，最大的快乐就是做社会服务。
每做出一个新作品，就有一种满足感。”谈
及为何一直坚持剪纸，梁杰康说，儿子离
世前一直很喜欢他的作品，剪纸除了寄托
思儿情，也是作为归国华侨对祖国、对党、
对家乡的热爱。“我没想到，这些作品，还
有我对剪纸的坚持，能得到社会的认可。”

怀揣着回报社会的想法，梁杰康与文化

部门、社区、学校合作，开设公益课程逾800
场，先后孵化培育青年剪纸社团“剪艺社”、亲
子剪纸服务队等多个公益社团，服务居民群
众累计2万余人次。柏苑小学四年级学生陈馨
韵通过公益课程，跟随梁杰康学习剪纸一年
多，她说：“我们剪过十二生肖、节日、学雷锋
等主题。刚开始学的时候，要剪十几分钟，现
在最快三分钟可以剪一个。梁老师年纪这么
大了，还能一直坚持剪纸，真的很厉害。”

“社会有需求，我就愿意提供服务。包
括到港澳等地举办展览，参与新时代文明
实践宣讲活动等。”梁杰康说，希望趁自己
还能动手、精神状态尚可时，抓紧宝贵的
时间创作更多作品。

梁杰康透露，接下来将创作一组以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为主角的作品，紧扣每
个城市的特点与发展方向，目前已完成了
深圳、珠海两幅。“第三幅是中山，素材已
经收集好了！要把中山的东承西接、南联
北融、高质量发展和深中通道等元素融合
到剪纸中。”梁杰康说。

剪刀翻飞让时代精神跃然“纸”上
归国华侨梁杰康用剪纸艺术记录社会、传达爱国情，开设公益课程服务居民群众

一把剪刀、一叠红纸，记者见到今年77岁的归国华侨梁杰康时，他正在埋头专注创

作“七一”主题剪纸。几十年如一日醉心于剪纸艺术，梁杰康围绕民俗、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党史学习教育等主题创作了5000余幅剪纸作品，用剪纸艺术搭起粤港澳文化沟通

的桥梁、建起服务居民群众的港湾，其作品多次获国家、省级奖项。他曾获“全国归侨侨

眷先进个人”“广东省文艺志愿者先进个人”“中山市道德模范”“中山市十杰市民”“中山

好人”荣誉称号，今年被评为“中山榜样”。

本报记者 黄靖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