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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慰藉思乡之情

“还是吃饺子吧，就是不蘸陈醋不够味儿……”在英国格拉
斯哥的一个儿童活动中心，李娜 （化名） 一边带着孩子玩耍，一
边和从国内到英国帮她带孩子的婆婆讨论晚上吃什么。旁边一位
妈妈问李娜：“您是中国人？是哪个地方的？”一番攀谈下来，两
人都特别激动。“在国外碰到说中文的都觉得很亲切，没想到遇
到的还是说家乡话的，我们都来自晋中，实在太巧了。当时感觉
特别难得。”李娜说。

认了老乡的李娜从此在格拉斯哥多了一个朋友，平时不仅一
起约着带娃玩耍，还一起交流家乡食物制作心得。“每次一见
面，我们就打开了话匣子，熟悉的小吃，曾经去过的小店，发生
在家乡的人和事……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李娜说，正是方言慰
藉了自己的思乡之情，打开了情感宣泄的闸口。

已在意大利居住了 17 年的肖健是华裔二代，家乡在福建明
溪。“在海外待久了，一听到有人说家乡方言就倍感亲切。”肖健
还记得前几天在父亲餐馆的一幕，一位同乡长辈到餐馆就餐，还
用方言和父亲叙起了家常——儿子订婚，家庭琐事，“感觉特别
自然亲切”。

肖健也常参加同乡聚会。“大家吃着家乡的食物，用方言猜
拳喝酒，唱着带有特有的方言韵味的歌曲……那时，故乡似乎就
在眼前。”

承载乡愁的文化记忆

说起身在异国他乡说家乡话的经历，有的是因为居住地的同
乡较多，说家乡话的机会较多；有的是偶遇同乡，说家乡话让彼
此更加亲切；有的是家人之间一直用方言交流……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校董麻卓民看来，乡音是维
系老乡感情的纽带，是承载着乡愁的文化记忆。

1992 年，麻卓民和家人从福建来到西班牙巴塞罗那定居。
“巴塞罗那的青田人特别多，老乡在一起都是讲青田话。遇到讲
青田话的同胞，自然感觉特别亲近，大家也有着相同的思维方
式，很容易交流。”麻卓民说，“这与青田历史相关，青田是山
区，早年比较贫穷，很多青田人没有学过普通话。我1955年读小

学时，老师还是用青田话讲课。上世纪80年代，我在瓦伦西亚遇
到一位青田华侨，他1923年就到了法国，1927年旅居西班牙，几
十年过去，还是说一口青田话。”

据麻卓民介绍，青田华侨在欧洲分布较广，尤其在西南欧，
青田华侨占的比重较大，青田话的使用仍很普遍。“我们也常说

‘会说青田话，走遍天下都不怕’。”
麻卓民还记得，在他刚到巴塞罗那时，当地绝大部分中餐馆

都是青田人开的，“就连为餐馆送货的西班牙人都会用青田话说
‘水’‘牛肉’”。

肖健的家乡明溪和青田一样，是侨乡。“每次在国外碰到明
溪老乡，就会自然地用方言交流，用家乡话来表达思乡之情。说
到家乡的往事和如今的发展，即使旅居国外多年，我仍然感到十
分自豪开心。”肖健说，“在我看来，在国外说方言，有独特的文
化意义。”

下一代还讲方言吗？

相关专家认为，方言不仅是一种人际间的交际工具，是一个
人与某一居住族群的天然纽带，更是一个人与生俱来所拥有的语
言坐标，饱含着与众不同的历史地理基因。

在异国他乡，方言不仅拉近了交流者之间的距离，还是让人
寻找身份认同的载体，更有一些依托方言而形成的社区。“值得
关注的是，华裔一代、二代说方言的比较多，再往后的华裔三
代、四代会方言的就少了。”麻卓民和夫人在家里说青田话，和
子女交流也用青田话，但和孙辈交流时用普通话，“这也是根据
孩子们的语言学习状况做出的调整。”

肖健的子女作为华裔三代，能听得懂家乡话，但不会说家乡话。
“他们在家里常说的是普通话。希望他们能学好中文，了解中国。”

家在美国波士顿的美美来自珠海，已在美国生活几十年。她
和先生及先生的父母交流时讲粤语，也喜欢到波士顿中国城的餐
馆“喝茶”。“点单、聊天都用粤语，碰到熟人也是用粤语交流，
觉得特别放松。”美美说，“我的大儿子能听得懂粤语，也能说粤
语。但小儿子就只听得懂粤语，却不会说粤语了。”

就此，麻卓民认为，下一代能不能讲方言，是顺其自然的过
程，不能过分强求。“我希望他们能学好中文，只要会中文，就
能找到回家的路。”

（本文配图来自网络）

我是巴基斯坦人，中文名字是哈希卜。
在我很小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龙

争虎斗》，对我影响很大。我很欣赏那部电
影，电影中的中国武术很吸引我。

从那以后，我开始关注中国，并对与中国
相关的一切事情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正是
这种好奇心将我带到中国文化世界中。

时光流逝，我长大了，还知道了汉字。那
些奇妙的方块字，与我们国家的文字完全不一
样，每个汉字背后都有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从
此，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汉语。汉字虽
然难写，可真的很美！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
多，在我们国家也常见中国制造的商品。

所有这一切对中国的印象，都坚定了我学
习汉语的决心。

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的提升，我认为
学习汉语非常有必要。因为只有学会汉语，才
能更好地了解中国。

在中学阶段的教育结束之后，我选择汉语
作为我大学本科期间学习的专业。

我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对汉语和汉字的热
情也一天比一天强烈。当我从国立现代语言大
学中文系汉语中级班毕业时，新来的中国老师
鼓励我们多和中国人交流。听了老师的话，我
不放弃任何一次与中国人交流、提升汉语口语
水平的机会，见到中国人就想拉着对方说话。

如今回想起来，初学汉语的那段时光真是
很有意思，也很庆幸自己能一直坚持。当然，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学得越多，就越觉得
自己还有很多欠缺与不足，这也使我更加明确
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那时我在想，今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到中国亲
眼看看。幸运的是，我终于等到了这样的机会。

2003年，我申请到了中国政府奖学金，获
得了到同济大学学习汉语的机会。

2005 年 4 月，伊斯兰堡孔子学院正式成
立。在相关机构的共同努力下，伊斯兰堡孔子
学院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巴基斯坦中国语言和
文化交流中心、汉语水平测试中心、汉语教师
培训中心以及中巴民间交流的重要平台。

2007年，从中国学成归来，我成为孔子学
院的老师，至今已工作十余年，大家都说我是
名副其实的“元老”。

在伊斯兰堡孔子学院教汉语的时候，我们
的目的是加深巴基斯坦学生对中国文化和语言
的理解，增进双方友谊。具体来说，主要的工
作内容包括汉语言教学、文化交流、汉语教师
培训、组织汉语水平考试等。

我负责的常规工作包括：伊斯兰堡孔子
学院汉语教师常规教师培训的组织，汉语水
平考试报名及考试试测，本土汉语教师招聘
组织及面试，伊斯兰堡孔子学院及国立现代
语言大学中文系教学经验交流会前期筹备、
组织及总结工作，“汉语桥”比赛巴基斯坦
赛区组织工作等。

我很感激每一份工作给我带来的成长，
正是通过每一次的不懈努力，让我成为了更
好的哈希卜老师。

近 20 年来，巴基斯坦的汉语教育情况发
生了巨大变化。在我学习汉语时，还没有“中
巴经济走廊”，也没有“一带一路”倡议，学
汉语的年轻人出路并不多。但是随着两国合作
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项目落地巴基斯坦，
为当地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汉语热”也在
巴基斯坦持续升温。

如今，我已经从一个 20 多岁的小伙子变
成了一个40多岁的“中年大叔”，但我希望自
己能继续努力，为传播中文及中国文化，为增
进中巴两国友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孔子学院汉语
教师）

我是尼日利亚人，家中共有5
口人——父亲、母亲、妹妹、弟
弟和我。我有很多朋友，其中有
两位来自中国。朋友羽洁今年 15
岁，家人在上海。另一位朋友丽
丽的家人在香港。

我有很多同学，其中一位同
学叫宜初，她也是中国人，今年
15 岁。每周四，我和她一起上中
文 课 ， 练 习 中 文 听 、 说 、 读 、
写。我很喜欢学中文，因为这门
语言非常有趣，而且发音不同于
英语。

我们在英国寄宿学校读书。
我常和朋友们一起吃午餐，我喜
欢 吃 面 条 和 牛 肉 ， 喜 欢 喝 苹 果
汁；羽洁喜欢吃米饭和牛肉，喜

欢喝牛奶和果汁；宜初不喜欢吃
英国餐；丽丽非常喜欢吃烤鸭。

我喜欢我的朋友和同学。
（寄自英国）

作文角作文角
《学中文》版自创立以

来，收到并刊登过许多华
裔青少年及外国中文学习
者的中文习作。随着“中
文热”在世界范围内持续
升 温 ， 投 稿 作 者 日 渐 增
多 ， 也 更 趋 多 样 化 。 其
中，既有低龄幼儿，也有
耄耋老人；既有将中文作
为了解中国的桥梁的学习
者，也有将中文作为就业
加分项的学习者……虽然
他们的国籍、年龄、职业
不同，学习中文的初衷各
异，但他们都在努力掌握
这门语言，也希望了解其
所承载的中华文化。

来稿中既有措辞生涩
的初学之作，也有纯熟圆
润的深思所得。本版自今
日起，开设《作文角》栏目，
选登其中的中文习作，以
展示作者们学习中文的点
滴心得，为他们搭建通往
中文世界的文化平台。

开栏的话

我和我的朋友
费涞璐 （14岁）

我和我的朋友
费涞璐 （14岁）

费涞璐近照

从学中文到教中文
哈希卜

说起乡音，故乡就在眼前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在网络问答社
区知乎上，有一个
提问：“当一个人在
异国他乡时，听见
乡 音 或 者 方 言 时 ，
会是一种怎样的感
受 ？” 答 者 众 多 。

“ 熟 悉 、 亲 切 、 惊
喜”是使用频率较
高的词。在异国他
乡，熟悉的乡音勾
起 的 是 浓 浓 的 乡
愁，也瞬间拉近了
偶遇者的距离。

我的故乡在世界的东方，文化源远流长。即使身在异乡，我也记得
方块字的模样。中文是非常美的语言，汉字字形是美的，发音是美的，
这门语言的一切都是美的。

虽然我在海外出生长大，但我不会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我曾经参
加中国寻根之旅活动，参观过人民大会堂、首都博物馆；游览过长城、
故宫、天安门、鸟巢、水立方等景点；品尝过京城美食，比如北京烤
鸭、炸酸奶等。更让我感到幸运的是，我认识了很多和我一样来自世界
各地的同学。从他们身上，我学到许多，也收获了美好的友谊。在中国
的每一刻我都非常珍惜，这段经历对我来说非常宝贵。

我本来计划今年暑期回国参加更多活动，可是，席卷全球的新冠肺
炎疫情把我们变成困在笼子里的小鸟，想飞也飞不了。刚开始我非常不
习惯，感觉很忧伤。幸亏中文学校组织了很多线上活动，当地学校也安
排了网课，让我插上了网络翅膀，又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了。感谢中文
学校的老师们教我很多知识，陪我度过 3个月中的每个周末。我知道学
好中文对于华裔青少年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和中国文
化，还对我们的未来有很大帮助。

我的葡萄牙老师跟我说，中国的抗疫经验值得全世界借鉴。短时间
内建起医院，居民都自觉待在家中，疫情很快得以控制。我跟老师说，
这就是中国力量！中国特色！那一刻，我感到特别骄傲。

（寄自葡萄牙）

身在异乡，
我也记得方块字的模样

韩雨桐（12岁）

说起海洋，你会想到什么？
如果是我，我会想起那朵朵浪花
拍 打 在 岩 石 上 动 听 悦 耳 的 海 浪
声，会想起那些居住在深海可爱
的海洋生物，会想起那岸边金黄
柔 软 的 细 沙 …… 就 是 这 些 美 好
的 景 物 ， 构 成 了 名 为 海 洋 的 美
丽画卷。

海洋不仅美妙如诗，梦幻如
画，而且还给人类带来了许多便
利以及好处。比如，有些食用盐
就是从海水提取加工而成的。

从能源资源方面来说，海浪
可以帮助我们发电，而且它产生
的能量是可再生的，并且不会对
大自然造成污染。

不仅如此，海洋也是个旅游
的好去处。每当到了夏天，在烈
日的炙烤下，如果能和家人在清
凉的海水里游泳，那是多么享受
的事情啊。

其实海洋像个温和包容的母
亲，可她有时也发发脾气，若真
发起火来，那可就糟糕了！比如
海啸、风暴潮等就会产生巨大危
害 。 虽 然 大 海 有 令 人 可 怕 的 一

面，但如果没有大海，海洋里的
生命就无家可归了。

世 界 海 洋 是 一 个 连 续 的 整
体，虽然人们把世界海洋划分为
几个大洋和一些附属海，但是它
们之间并没有相互隔离。海洋是
一 个 完 整 系 统 ， 对 污 染 物 有 搬
运、降解等净化能 力 ， 但 这 种
自 然 能 力 并 不 是 无 限 的 。 海 洋
污 染 是 一 个 国 际 性 的 问 题 ， 保
护 海 洋 环 境 是 我 们 大 家 共 同 的
心 愿 。 让 我 们 从 现 在 做 起 ， 为
了 保 护 海 洋 环 境 尽 自 己 的 一 份
力量。

（寄自西班牙）

从我做起，保护海洋吧
陈靖雯 （1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