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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戴日基，由 2004 年起任职纽约中华公所主席助理，辅助过 7 任中华公所
主席，期间还曾担任史坦顿岛华⼈协会会长、史坦顿岛中⽂学校校长、曼哈
顿第三社区委员、美东联成公所财政、美东番禺同乡会秘书等。⼀直从事健
保全职⼯作的他，仍坚持在侨社与非牟利机构中身兼数职，忙得不可开交，
秉持的是⼀颗为社区服务的热忱。本周，我们来⼀起听听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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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戴日基(后)与联邦交通部安排赵小兰访华埠事宜。(图均为戴日基提供) 
 



 
2009 年，戴日基(中)获颁纽约区红⼗字会“年度义⼯奖”。 
 

 
2001 年，26 岁的戴日基(中)当上史坦顿岛中⽂学校校长。 
 



 
2008 年，四川汶川⼤地震，戴日基积极参与中华公所募捐赈灾活动。 
 

 
2011 年，经社区积极争取，孙中⼭铜像得以在哥伦布公园放置。图为揭幕典礼当日。 
 

我于 1991 年 3 月 17 日随⽗母从香港移民来纽约，那时候我 16 岁。由于早在移民来美前，
家⼈都听说曼哈顿唐⼈街帮派林立、治安差，年轻⼈容易学坏，再加上比我们早移民来的



我表哥⼀家就住在史坦顿岛，因此我们⼀下飞机，就住进了史坦顿岛，不知不觉⾄今已在
岛上居住了 27 年。 
  当时的史坦顿岛华⼈居民非常少，⼏乎都互相认识，就是⼤家聊天时提起某个⼈，其
他⼈都能说出他家在岛上的位置，甚⾄具体到住在哪⼀条街，这亦令我们关系⼗分密切，
时常互通信息，如介绍兼职之类。我亦正是因此⽽接触到史坦顿岛中⽂学校的教师⼯作，
然后才会⼀环扣⼀环，逐步进⼊了纽约侨社，这是后话。 
  由于当时岛上的华⼈居民很少，华裔青少年就也是屈指可数。在我所就读的⾼中
Tottenville High School，华裔学⽣占不到 5%，平日里经常⼀齐玩的华⼈可能就⼗来个。在
岛上⽣活的我们，很少会去曼哈顿华埠，可能⼀年就那么 3、4 次。每次同学们约去华埠
，就像过节⼀样，那时候又没有电话，就约好周末早上⼏点在渡轮站等，然后⼀齐搭船去
曼哈顿。到了华埠，我们就去⼤旺吃烧腊，去影音店挑选 CD、DVD，想起来也是相当欢
乐有趣的时光。但我那时候绝对想不到，⼗年后的我竟然会与华埠社区的关系如此密不可
分，亦想不到华埠的中华公所会成为培养我事业的摇篮。 
  机缘巧合下 进⼊纽约侨社 
  1994 年，我还在读⼤学的时候，有岛上的朋友介绍我到史坦顿岛中⽂学校教书，教粤
语。那时候讲国语的⼤陆移民还没那么多，粤语班依然占据中⽂学校的半壁江⼭。于是，
我每周六就到中⽂学校教粤语。教了⼤概三、四年之后，纽约中华公所英⽂班要请教师，
有朋友就推荐我去，因为我通晓中英⽂，又有⼏年教书经验。 
  在中华公所兼职英⽂班教师⼀年之后，我又被聘为中华公所暑期⼯计划(SYEP)的主任
，负责监管公所的 SYEP 计划。当时的中华公所，像现在的华策会、CMP ⼈⼒中⼼⼀样，
设有自⼰的 SYEP。从 1999 年⾄ 2003 年的 5 个暑假里，我每天都在中华公所⼯作，时不
时需向当时的中华公所主席伍伯祥、钟侨征、伍廷典汇报 SYEP 的状况。直到 2004 年中华
公所停办 SYEP，我就向当时的主席陈⽟驹请辞 SYEP 主任⼀职。殊不知，陈⽟驹主席竟
对我说： “你那么年轻，通晓中英⽂，又懂电脑，不如继续留在中华，帮侨社做点事” 。 
  “中华公所主席助理”⼀职，最初由钟侨征主席于其 2000 年那届任期开设，起初由李志
潜先⽣担任。但李志潜当时年纪已经较⼤，年过⼋旬。于是，陈⽟驹主席就让我与李志潜
⼀起担任“主席助理”⼀职，协助他处理公所事务。从此，我就开始了中华公所主席助理的
⽣涯，14 年来辅助了 7 任主席，分别是：陈⽟驹(2004-2006 年)，伍锐贤(2006 ⾄ 2008 年)，
于⾦⼭(2008 ⾄ 2010 年)，伍权硕(2010 ⾄ 2012 年)，吴国基(2012 ⾄ 2014 年)，伍锐贤(2014
⾄ 2016 年)，萧贵源(2016 年⾄ 2018 年)，并于本年 3 月迎来第 8 任、第 3 次当选中华公所
主席的伍锐贤。 
  接待政要 赵小兰最严谨 
  作为主席助理，我的⼯作范畴很⼴，亦很琐碎，反正就是帮主席处理各种杂务，为其
⼯作做好各项准备。要说具体点的话，我只能列举⼀些，如创建和维护中华公所的⽹站、
写信寄信、处理公所电⼦邮件、有政客拜访需筹备接待事宜、中华公所⼤型活动的筹备、
中华公所召开会议及举办活动时充当司仪等等。在职⼗⼏年来，有幸见识过很多⼤场面，
学到的东西也⼗分多，如马英九分别于 2006 年、2013 年以及 2017 年三次访问纽约中华公
所，我都参与了筹备⼯作。由于他每次前来的身份都不⼀样，接待的规格和仪式也都不⼀
样，很讲究，很严谨。 
  不过要说到最严谨，当属联邦交通部部长赵小兰在 2017 年回访华埠那次。每次有政
府要员来访，我们都需预先与纽约市警及其他部门协商安排好安保措施，制定⾏程时间表
。去年赵小兰回访华埠，其⾏程时间表精确到以分钟安排，如“1:12pm 到达中华公所；
1:14pm 开始演讲”，⼀点⼉都不能耽误，亦令我对专业团队管理及安排事情的严谨性⼤开
眼界。 



  避免会议出意外 顾不上礼节阻⽌彭博登台 
  多年来跟在中华公所主席身后，令我与不少政府要员都有过直接接触，亦发⽣过不少
趣事。彭博(Bloomberg)担任纽约市长的 12 年间，经常造访华埠，仅仅是农历新年庆祝会
，我印象中他⼤概也参加过 4、5 次，但每次来中华公所，他从来不⾛勿街正门，可能因
为安保原因，他必定从伊丽莎白街的后门进，然后从后台绕道进⼊礼堂。有⼀年，庆祝⼤
会已经开始，但彭博迟到了，已经有其他官员在台上发⾔，作为⼤会司仪的我，离远就看
见他与⼀众保镖⼤摇⼤摆地从过道⾛过来，并未意识到台上有⼈，正要⾛出台前。因当时
我跟他相距⼀段距离，⽆法跟他讲话，⼀时着急，亦顾不上礼节，立即瞪眼用⼿指着他，
然后做出“停下来”的⼿势，示意他台上有⼈。彭博与他的保镖们显然被吓到了，顿了⼀下
。彭博领会了，笑着点头，向我打出“OK”的⼿势。事后，我才意识到自⼰的⽃胆，竟敢
⼿指市长，还勒令他停下来。 
  因为加⼊中华公所 接触到更⼴阔的慈善服务空间 
  在中华公所的⼯作，令我有机会参与很多慈善公益事务，例如 2004 年南亚海啸及
2008 年四川汶川⼤地震，中华公所均发动侨胞捐款赈灾，公所内各职员及义⼯们皆日以继
夜，竭⼒募捐。此外，因中华公所与红⼗字会合作关系密切，受红⼗字会“博爱、⼈道、
志愿服务”宗旨的感染，我亦参与了到了红⼗字会的义⼯⾏列。当时，我除了要代表伍锐
贤主席参加红⼗字会董事会外，亦参与协助出现天灾⼈祸时纽约亚裔社区民众的安置⼯作
。有好⼏次半夜⼀两点，突然接到红⼗字会的电话，我便立即披上红⼗字会的外套，出门
前往意外地点。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次是 2007 年龙卷风吹袭布碌仑日落公园。
那次，我到达作为临时安置中⼼的学校，才得知急切需要被安排临时住处的华⼈竟有逾百
⼈。于是在接下来的⼏天里，我都频繁奔波往返于日落公园的临时安置点以及位于红勾区
(Red Hook)及⽺头湾的酒店，帮助翻译及安排灾民短期住宿。 
  此外，作为主席助理，我亦有幸参与到很多华埠的发展及改善⼯作。我经常代表中华
公所及主席，向各级政府机构反映、商讨及研究华埠的社区议题，如交通泊车、⾏⼈安全
、环境清洁、孙中⼭铜像放置哥伦布公园等。后来，为了能更加直接地参与社区发展及改
⾰议题的讨论和落实，我还加⼊了曼哈顿第三社区委员会。此外，我还热衷于参加很多非
牟利社区团体所开展的在健康、教育、选民推⼴等领域的公益活动，除了能够帮助社区之
余，自⼰亦获益匪浅。 
  中华公所于我⽽⾔，是第⼆个家。他给我提供了各种机会，让我有发挥才能、服务社
会的空间。由于我在中华公所任职的经历，令我的简历增⾊不少，使我在年纪尚轻时，就
当上了史坦顿岛中⽂学校校长、史丹顿岛华⼈协会会长等职位。以上这些都是⽆薪的义⼯
职位，但所积累的⼈脉资源及名声，对我的发展，则是⽆价之宝。 
  投身中华公所和华埠侨社⼗四载 
  以中华公所为中⼼的传统侨社，日常运作规矩繁多。中华公所主席助理⼀职，有⼀个
很重⼤的责任，就是向每两年换⼀届的主席，传递并解释这些规矩该如何运作，然后帮助
主席去贯彻执⾏，诸如七⼤或常务会议召开的时间议程事项、会议或宴会列席排位次序、
问候或介绍嘉宾的次序之类。⼀个新主席上任后，可能对中华公所的事务比较陌⽣，我就
要帮助其熟悉，当然，我只负责解释程序规矩，作重⼤抉择和做决定的⼈依然是主席。 
  经历 7 任中华主席，我最感激的有两位。第⼀位是提携我、给予我机会，于我亦师亦
⽗的陈⽟驹主席。他就像我的亲⼈⼀样，我们推⼼置腹、⽆所不谈。他与我分析侨社⼈际
关系，教会我很多做⼈的道理，最强调是要“诚恳”，我⼀直铭记于⼼。⽽另⼀位则是伍锐
贤主席，与陈⽟驹教我“做⼈”不同，伍锐贤主要教我“做事”。他通晓华埠历史、风俗常识
、派别渊源、侨社规矩，就像是华埠活字典，公事上有任何不解，他都能帮我详细解答。
此外，他严谨公正的办事作风，亦令我深感佩服。 



  担任中华公所主席助理⼀职，还令我有机会接触到华埠传统侨社的很多侨团领袖，亦
因此获得担任其他侨团职务的机会，如美东番禺同乡会秘书、联成公所财政等，我亦尽⼼
尽⼒服务。有时偶尔会被误解，我亦⼀直秉承“诚恳”和“问⼼⽆愧”的宗旨，不去纠结，⼀
笑置之⽽罢。 
 
来源：纽约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