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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乡 新 貌

侨 界 关 注

美国华裔儿童读物作家陈郁如——

用图画书讲述华人故事
杨 宁 次 拉

澳大利亚书法家协会王鹤——

让中国墨香流芳海外
杨 宁 刘欣欣

儿童读物是儿童教育中
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许多海
外华人儿童作家和插画家，
立足多元文化环境，致力于
为儿童书写独特且具有丰富
想象力的世界。

陈郁如，美国华裔儿童
读物作家，出版作品有图画
书《年兽》《西洋菜》《方便面
是怎样发明的？》等，这些作
品多以华人为主角，探讨文
化、创造性思维和身份认同
的话题。她与插画家陈振盼
合作的作品《西洋菜》荣获
2022年凯迪克金奖和纽伯瑞
银奖。

白鹭群飞烟树末白鹭群飞烟树末
近日，海南琼海迎来阵阵春

雨，农民加紧进行春耕生产，田野
里一派繁忙。白鹭也紧随耕作的
农民捕捉惊动的昆虫，构成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春美景。图为
近日，琼海市嘉积镇龙寿洋田园
公园，一群白鹭在水田里觅食。

蒙钟德摄 （人民图片）

“通往其他世界的窗户”

陈郁如从小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九岁
时便喜欢编写自己的故事书。大学毕业
后，她获得环境研究硕士学位，成为了一
名环境顾问，从事污染治理相关工作。

成家后，她选择辞职，在家养育两个
儿子，但她对阅读与写作的热爱从未消
减。给孩子们阅读图画书的经历让她决定
重拾自己的梦想。她参加了一段时间的
线上写作课程，并重返校园攻读了儿童
创意写作的硕士学位。毕业后，她努力向
编辑和文学经纪人投稿，同时积极参与一
些雇佣写作项目，以积累经验并获得出
版资历。

陈郁如的作品常与插画家合作推出，
其中便有与陈振盼合作的《西洋菜》。她曾
说：“我很幸运能与陈振盼和其他出色的
艺术家一同工作。看到一个以前仅存在于
我脑海中的故事通过插画变得生动起来，
真是一种神奇的感觉。”

《西洋菜》根据陈郁如的童年记忆改
编而成。陈郁如的童年在美国度过，那时
西洋菜在她的生活中并不常见。一次，她
的父母偶然发现它在水沟边自由生长，勾
起了他们在中国时的童年生活回忆。陈郁
如和她的哥哥被要求一起去采摘路边的
西洋菜，然而，小时候的她却不太情愿。她
当时确信，学校里的其他孩子，没有人会

愿意吃从水沟边挖出的蔬菜。这让她感到
尴尬和苦恼，故事由此展开。

在陈郁如父母去世后，她开始写一系
列关于她家人的散文。她不断修改《西洋
菜》的故事，多年后，终于将其改编成了一
本图画书。《童书中心公报》的星级评论称
赞此书：“巧妙地探索父母，尤其是移民父
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系和信息传递，为
孩子们提供了更多了解自己家族历史和
习俗的机会。”

书籍是通往其他世界的窗户。陈郁如
认为，阅读多元文化书籍，不仅能够让孩
子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还能向他们介绍与
自己截然不同的人，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
自己和他人在世界的位置，进而更好地融
入多元社会生活。

“希望被看到和被理解”

陈郁如深信，儿童文学的受众并不仅
限于儿童。和成人读物一样，儿童读物拥
有着文学的细腻和复杂特性。儿童文学，
包括插画书，实际上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
阅读。“曾有青少年和大学生购买了我的
书《方便面是怎样发明的？》，仅仅因为他
们对方便面很感兴趣。”也有许多父母写
信给陈郁如，说他们在给孩子读《西洋菜》
时，发现自己也可以与故事中的许多主题
产生共鸣。

陈郁如是二代美国华人，她的父母

到美国读书并定居。尽管她在美国出生，
但她总觉得自己是别人所描述的“永远
的外国人”。她在美国郊区的大学城里长
大，除了她自己家以外，镇上几乎没有其
他华裔家庭，她常感到异类和无归属感，
觉得自己属于两种文化，但又不完全属
于任何一种。

“我小时候读的书，几乎都是白人主
角，好像华裔美国人不存在或不值得被写入
书籍，直到我长大后，才开始看到书中出现
部分华裔美国人的形象。示范效应的缺失，
可能会限制他们的理想范围。”陈郁如说。

“这就是我选择为儿童书写文化故事
的原因。”陈郁如希望美国华裔孩子们能
拥有她在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镜像”书籍，
希望他们能够想象自己从事任何职业的
样子，希望他们感到被看到和被理解。她
与一位波兰籍的日本画家合作的图画书

《方便面是怎样发明的？》，就讲述了华裔
日本企业家安藤百福在海外成功创业的
故事。

“不同视角下的中国故事”

陈郁如的作品常被美国学校选用，用
以教授写作技巧、传播多元文化和培养学
生的社交技能。她也经常受邀到学校与学
生分享自己的作品，并积极参与教育研讨
会和作家会议，探讨文学作品的创作技巧
以及儿童读物在课堂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她的合作出版商“心喜阅童
书”也已出版《西洋菜》和《方便面是怎样
发明的？》等书籍。陈郁如认为，这些书可
以帮助国内读者深入了解海外移民及其
后代的生活。

《西洋菜》的简体中文版编辑周杰，在
第一次阅读该书时，就被其深深打动。这
本书获得国际大奖，引发热议，许多人更
关注其中的中国故事。周杰则在这本书中
看见了青春期的自己：“我觉得青春期时
的自己，和书中的女主角很像，我们都有
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敏锐的感受力，不断
探索着自己和世界。”

《西洋菜》在中国故事的讲述背后，更
深刻地探讨了家庭关系处理的难题，孩子
们心中的复杂情感往往难以向父母传递，
这不只是移民家庭，国内家庭也存在着相
似的困境。周杰相信：“它不仅仅是一个特
定人群的故事，更是我们大家的故事。”

令周杰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小朋友读
完《西洋菜》后，会和妈妈一起去路边采蒲
公英，一边还不停地说：“免费的！免费
的！”然而，就像《西洋菜》中的女主角所苦
恼的，免费的东西往往被视为是不好的。
周杰感慨道：“但这位小朋友并不会这么
想，这种童真是值得珍视的。”

“将华裔作家的优秀作品引进国内市
场，可以让人们看到不同视角下的中国故
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更多元化的象
征。”周杰认为，“一个好的故事，往往能够
跨越语言、文化和地域的界限，因为人类
的情感是如此共通。”

中国书法是一门源远流长的艺术，它不仅是文字的书写
方式，更是一种独特的审美表达。2012年，王鹤创立了澳大
利亚书法家协会，他希望与澳大利亚的书法家们一道，让更
多人感受到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

“他们都很喜欢中国书画”

2012年，在许多华人书法家的支持下，王鹤组建了澳大
利亚书法家协会。协会还吸引了不少其他国家的书法爱好
者。王鹤说：“这里就像一个温暖的家。”

每隔一段时间，王鹤就会与澳大利亚书画家协会一起举
办活动，将两所协会的艺术家创作的优秀作品以书画展的形
式展出。书画展吸引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观展人，有一次在画
展的开幕式上，就有一大半的作品被订购收藏。

书法家们高超的技法和灵活的笔触受到当地人和华裔的
喜爱，作品的购买者不乏澳大利亚本地人。王鹤积极为参展
者介绍书法作品，讲起每个字的结构时，总是滔滔不绝，他
笑着说：“他们都很喜欢富含魅力的书法和国画。”

尽管如此，王鹤说：“书法不是曲高和寡的艺术，尤其
是在海外，我们更不能让书法仅成为艺术鉴赏的对象，我认
为书法要走进日常生活，这样才能更好地传承。”

王鹤常常和协会成员在宝活公园支起摊位，现场挥毫，
吸引了路人的关注。在家人朋友筹办喜事的时候，王鹤总会
手握毛笔，以优美的楷体书写一份份传统的纸质请帖，他笔
下的请柬不仅是一种邀请，更是喜悦和美的传递。

“将中华文化以汉字串联起来”

“书法是写在纸上的语言，以汉字为主线，我们能够串
联起多姿多彩的中华传统文化。”王鹤说，“我希望将在澳大
利亚推广中华传统艺术的华侨华人团结起来，更好地传承中
华文化。”

“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传统文化形式多样，但多种艺
术形式都能以汉字为媒介而紧密融合。澳大利亚书法家协会
常常牵头举办文艺活动，邀请书画家、华人诗社、茶文化交
流会等组织参加文化沙龙，一同交流学习。

有一次，书法家、国画家与诗人们相聚于茶室。正值雨
天，王鹤提议以“雨打芭蕉”为主题，画家作画，诗人写诗
与朗诵，书法家书写，你方唱罢我登场。画家的笔触细腻，
诗人的字句鲜活灵动，朗诵的声音清澈而深情，书法家的笔
力浑厚，共同营造出一个诗情画意的场景。

王鹤和澳大利亚书画家协会会长邓学英还一同支持澳大
利亚华人诗人张立中创作的新诗体——百字诗。百字诗“十
字一行，十行一诗”，其形式齐整美观，韵律自由灵活，内
容雅俗皆宜。王鹤与邓学英用书法和国画为百字诗增添注
脚，与书画的融合让诗歌更添韵味。

王鹤说：“希望将海外华人创造的新艺术形式进一步推
广，让脱胎于中国传统的现代艺术得到更多人的喜爱。”

“欢迎加入我们”

在移居澳大利亚后，精通楷书、行书和草书的王鹤仍笔
耕不辍，出版了 《三百常用字精写》《写好楷书——全新解
密楷书结构》等书籍，介绍他多年书法研习的训练方法，还
凝结了他对汉字字形结构的解析和中锋用笔笔法的理解。尽
管他自幼喜好书法，但最初一直停留在初级阶段，总是不得
要领。在偶然得到了两位书法家的点拨后，王鹤才恍然明白
书法之理。王鹤说：“书法的学习过程中，一位好老师是十
分重要的。”因此，他也致力于将自己的经验通过书籍和言
传身教传递给更多人。

有一次，协会在华人社区授课，吸引了不少外国人。一
名澳大利亚年轻人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这看起来非常有
趣，我可以加入你们吗？”王鹤笑着回应：“我们当然非常欢
迎！”王鹤手把手教他怎么握笔、用中文写自己的名字，这
位年轻人感到十分新奇，还将自己写的字拍照分享到社交媒
体上。

春节期间，协会深入社区为居民写春联、福字，将浓浓
年味送入社区。广场上摆开了书案，墨香四溢。居民纷纷排
队等待，其中不乏外国人，协会成员还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春
节、春联和福字的寓意和贴法。

“梅花和牡丹是澳大利亚人最喜欢的书画意象，他们也
很开心能够收到来自中国的特别礼物。”王鹤说，“希望我们
的努力能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中国传统文化。”

加拿大曼尼托巴举办国际合唱节

近日，由曼尼托巴华星长城艺术团和曼尼托巴合唱协
会联合主办的国际合唱节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首府温尼
伯举行。

此次主题为“一起歌唱”的合唱节邀请了来自当地原
住民、菲律宾裔社区、法国裔社区、乌克兰裔社区、尼日利
亚裔社区和华人社区等的合唱团体参加演出。

本次合唱节组委会联合主席、曼尼托巴华星长城艺术
团团长刘钢表示，这是曼尼托巴华星长城艺术团首度与当
地主流合唱协会携手主办专业主题晚会，体现出当地华人
艺术团体已不仅融入主流社会，而且具备了一定影响力。
他表示，艺术团将继续深入与当地艺术行业协会合作，更
多地推广和弘扬中华文化。 （来源：中新网）

泰国中国国际学校举办校园开放日

近日，位于曼谷的泰国中国国际学校举办校园开放日
活动，向公众展示学校的办学成绩。

泰国中国国际学校是泰国第一所具有中文特色的国
际学校，学校开设涵盖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各层次的
中文教育国际课程，使用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
开展教学。学校在泰国营造中文语言环境，英语和泰语作
为辅助语言，让学生不出泰国即可接受中国的基础教育、
高中教育，拥有无差别的学习及语言环境。

当天的活动中，学生为参观者表演中国诗歌朗诵、中国
古筝、传统醒狮舞等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展示中文教学的成
果。学校校务委员会执行主席齐斌博士介绍了学校开展中
国课程教学的情况以及学校开办以来所取得的成果。

泰国华文教师公会主席罗宗正、泰国教育部民教委原
处长黄淑环对学校的办学质量给予高度肯定。

（来源：中新网）

纽约市警与亚太裔团体庆妇女月

近日，纽约市警总局在其下城总部与多个亚太裔社区
团体合作，举办妇女历史月庆祝活动。

本次活动系市警总局首次举办专门针对亚太裔女性
的庆祝活动，旨在突出女性力量及贡献。市警总局第一副
局长金塞拉致辞表示，来自不同族裔的女性在各行各业展
现着她们的能力，我们尤其见证了亚裔女性所作出的杰出
贡献。多样性让我们在共事时真正体验到了公平与公正，
而我们将继续携手前行。

此次庆祝活动由市警总局社区事务局外展小组华裔
女警官高志刚发起，她表示，“我在3年前加入警队，感觉亚
裔女警还是太少。作为亚裔社区联络官，我希望能够为社
区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也让民众感受到亚裔是一个杰
出的勤劳的群体。” （来源：侨报网）

厦大马来西亚分校到访侨乡福清

近日，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校长助理王华德带着马
来西亚华人对中华文化的憧憬，来到著名侨乡福建福清进
行交流参访。

福清是全国重点侨乡，海外福清籍华侨华人约 160万
人，分布在155个国家和地区。这几年，很多福清华侨后代
在家乡福清受到良好教育。

王华德说，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是中国首个具有独
立校园、独立办学的海外直属分校。这次来到著名侨乡福
清，深深感受到三福之地的福文化。“我们也传承嘉庚精
神，积极参与侨后代教育的工作，欢迎广大学生申请赴厦
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上大学。” （来源：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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