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十年来，张素久始终活跃

在中美文化交流一线。名将之女、

名校学子、知名侨领，在旁人眼

中，张素久的经历始终伴随着光

环。时至今日，张素久仍然忙碌在

各种活动间———组织中美青少年

文化活动、推动中华文化特色小

镇落地洛杉矶。在她看来，无论任

何时候，“友好”都是两国民间交

往的基调，需要依靠文化交流增

加对彼此的理解。

“我感到收获了很多爱”
张素久是著名爱国将领“和

平将军”张治中的小女儿，小时候

的性格就像男孩子一般。“所以当

时大家都叫四姐‘妹妹’，叫我‘弟

弟’。”张素久回忆说，四姐比她大

一岁多，两人总是形影不离。

温暖的家庭氛围给张素久塑

造了良好的成长环境。张素久父

母的感情很好，伉俪情深。张素久

回忆，母亲洪希厚虽然没有读过

书，但是把大家庭打理得井井有

条。“当时有人劝说我父亲再娶，

我父亲拒绝说，如果抛弃了她，如

何面对家乡父老？”

抗日战争期间，张素久的四

姐生病去世。“本来两个小女孩形

影不离，忽然只剩我一个，家人就

更加关爱我。”张素久回忆，当时

大姐负责照顾她，帮她培养良好

的生活习惯，还教她写日记、学英

文。“虽然我们相差 20 岁，但是一

直特别亲近。”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当

时，冰淇淋、香蕉还是“稀罕物”，

但张素久想吃时，哥哥姐姐都会

想办法带她吃到。“后来哥哥姐姐

出国学习，从美国回来还给我带

漂亮的衣服、裙子和洋娃娃。”说

起童年经历，张素久的语气十分

轻快。

到了上初中的年纪，张素久

随父亲工作调动去到新疆。在那

里，她见到了父亲为解救被捕共

产党员协调各方所作的努力，也

看到他的温柔细心。“父亲受周恩

来总理委托，到新疆后找到被盛

世才囚禁的一批共产党员，改善

了他们的处境，又帮助他们回到

延安。他们的孩子中，有几位至今

还与我有联络。”张素久说。

“父亲也是一个很有爱心的

人，那时候他穿袍子办公，小猫跳

到他的膝盖中间睡觉，他也不赶。

写字的时候，小猫跳上桌子看他

的笔尖，他也默许。”张素久回忆。

“可以说我是在充满爱的环

境里长大的，我从不发火和生

气。”在张素久看来，这样的成长

经历培养了她乐观、温和的性格，

也给了她很大的精神力量。

“学习之外的收获”
张素久在学习和运动方面的

天赋从小就显现出来。小学毕业

时，她考出全校第一名的好成绩。

5 岁时和哥哥学游泳，她学得又

快又好。“凡事我都喜欢研究其背

后的道理，思考究竟怎样才能掌

握正确的方法，遇到不会的事就

去学习，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做

法。”

读高中时，张素久来到北京，

就读于贝满女中，学习之余，她的

组织才华也逐渐浮现。

当时，她在贝满女中学生会

做群众文化部部长，带领同学们

做演出、办展览，与周边学校合作

组织舞蹈团、话剧团。“学习和考试

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困难，所以我

自然而然地去组织一些文艺活动，

在活动里培养出了比较强的组织

能力，这是学习之外的收获。”

1952 年，张素久考入清华大

学。学习之余，她仍然在学生会参

与学生工作。

大学里的第一个春节，张素

久没有回家，而是联系管弦乐队

和民乐队、在食堂布置场地、准备

舞会舞蹈、安排电影放映、准备活

动宵夜……一项项工作在张素久

的统筹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就连

吃饭的时候，都不断有人来和我

讨论活动的细节，每个人都很辛

苦，但也乐在其中。”

时至今日，

张素久仍然亲力

亲为地组

织文化交

流活动，

参与跨国

工作，坚

持跳舞，

每周游泳

两次。在她看

来，热爱思考与

学习的习惯、在学

校期间所受到的教育、在活动中

培养的组织能力和坚持运动的习

惯都为她日后的侨领工作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友好是

中美民间交往的基调”
获得留学机会时，张素久已

经 45 岁，在天津大学工作了 20

多年时间。经过半年准备，她在

1981 年 1 月 21 日踏上了飞往纽

约的航班。“那是我第一次出国，

在飞机上有一种不真实感，飞到

纽约上空，看到下面灯火通明，我

一下感觉到，这下是真的来到大

洋彼岸了。”此后，张素久留美工

作，从纽约到旧金山再到洛杉矶，

足迹跨越美国东西。

1992 年起，张素久在美国安

琪科技发展中心出任总裁。彼时，

中国经济高速

发展，与国际接

轨的需求日渐增

加。在科技行业积

累了颇多经验的张素

久开始组织短期赴美交流培训活

动。培训涉及证券、房地产、金融等

行业，有专家讲座课程，也有实地

考察环节。

1999 年，张素久接受母校邀

请，受聘成为清华北美教育基金

会会长。履职期间，她筹措资金、

创办北美清华教育基金会的网站

和《北美清华》杂志，为支持清华

校友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支

持。

2007 年，张素久被选为美国

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在

各类文化交流活动中，张素久逐

渐萌生了推动中美青少年文化交

流的想法。

2010 年，张素久发起成立了

美国青少年文化艺术协会，组织

中国青少年赴美国参加文化交流

活动。“协会成立后，每年会组织

700 至 900 名中国学生到美国参

与合唱团、舞蹈团、地质考察团等

活动。”张素久介绍，今年协会设

置了小记者团，邀请中国青少年

学生参观美国媒体工作，报道在

美期间所见所闻，截至目前已经

有 200 余名学生参与。

如今，张素久还有一个在美

国建设中华文化传播平台的心

愿。她希望能在洛杉矶地区组织

建设起一个中华文化的聚集区。

“就像来到洛杉矶就要去迪士尼

乐园一样，我希望发展起类似中

华文化小镇的文旅产业，作为在

美国展示中华文化的平台。”

“此外，我们也想吸引一批可

以长期展示中华文化的博物馆、

艺术馆，发挥集群效应。”张素久

说。

“打造文旅产业并不是那么

容易的事情，接下来可能还会面

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要解决。但就

像以前一样，一步步来，遇到问

题，就解决问题。”

（门睿 来源：中国侨网）

2013 年，马斌在巴基斯坦开

始参与慈善公益活动，一直坚持

至今。“我们开展教育、医疗以及

扶贫活动，在巴基斯坦 9所孤儿

院建立中文培训系统，在很多地

方设立医疗点。”

在马斌看来，参加慈善公益

活动能让他感受到帮助他人的快

乐，也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慰。

“中国医疗队，点亮克什米尔”
在纷争不断的克什米尔地

区，许多居民因白内障等眼疾而

陷入终生的黑暗。

不久前，马斌与中国医疗队

来到这里，为超过 500 名白内障

患者成功实施了手术，帮助他们

重见光明。此外，医疗队还为近

3000 人提供了眼科救治所需的

药品，极大地缓解了当地眼科医

疗资源匮乏的现状。

当中国医疗队的身影出现在

克什米尔，他们不仅带来了医疗

援助，更带来了温暖与希望。几位

深受感动的老人，用热情的拥抱，

向远道而来的中国朋友表达了深

深的感激之情。马斌说，在参与慈

善活动的过程中，这样温馨而感

人的故事屡见不鲜。

“中国医疗队的善举在当地

民众心中种下了感恩的种子。”马

斌分享道，在巴基斯坦的郊区，当

他乘坐出租车时，司机得知他来

自中国后，坚决拒绝收取车费，并

向他表达了深深的敬意和感激。

而当他的汽车或摩托车在途中遇

到故障时，路过的当地民众也会

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辞世前，

母亲把两个孩子交给我们”
2023 年 5 月，在巴基斯坦首

都伊斯兰堡，来自中国和巴基斯

坦的志愿者共同为该国偏远地区

的孩子们建起“中巴青年同心圆

小家”，为异地到伊斯兰堡求医的

贫困患病儿童家庭免费提供食宿

以及陪同就医等服务。

两个月前，一名来自巴基斯

坦的母亲在这里走完了人生的最

后一程。“她罹患口腔癌，生活已

经完全不能自理，小家给予她最

后的医疗帮助与临终关怀。辞世

前，她将最为珍视的两个孩子托

付给小家，现在，孩子们已成为小

家的一员。”马斌说道。

成立以来，小家已为 76名孤

儿和大病患者提供帮助，近20名孤

儿长住于此。马斌介绍，这些贫困患

儿渴望关爱，来自中国的志愿者每

周到这里值班，为他们提供帮助。

一名曾在小家居住的孩子

说，“我在小家中度过了生病那段

艰难日子，我内

心充满温暖，永

远不会忘记这

里、不会忘记各

位好心人。”

愿看到更多

中国社会组织“出海”
这样的小家正在全球范围内

陆续开设，华侨华人成为小家建

设、运营的重要力量。

马斌认为，华侨华人了解中

外文化，能更近地接触海外社会

中的弱势群体，了解他们的需求

与痛点，在开展慈善活动时，华侨

华人能够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设

计出更加贴合当地实际、更加精

准有效的援助方案，让爱心与帮

助真正落到实处。

马斌呼吁：“我们期待看到更

多中国的社会组织‘出海’，将中

国的温暖与善意带到世界的每一

个角落。”他强调，这些社会组织

应当设立具有可持续性的慈善活

动与资金项目，不仅解决眼前的

问题，更要着眼于长远，为海外困

难儿童提供持续、全面的帮助与

服务。（徐文欣 来源：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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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侨领张素久：活跃在中美文化交流最前线

乐于助人 收获宁静

张治中文化教育基金会主席、

旅美侨领张素久

居住在“中巴青年同心圆小家”的孩子与志愿者。受访者 供图

2010年 1月 1日，美国帕萨迪纳新年

玫瑰花车游行上的上海世博花车。受访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