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名业余作家，旅居海外
让我一度不能用母语来写作，感到
很痛苦。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人民

日报海外版。它对于旅居异国他乡的华
人游子来说，是一份特别贴心的母语读
物，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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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为之撰稿。我时常
惊喜地发现，自己在海外版上发表的文
章，被多家中文媒体和网站转载，使我
体会到用母语得遇知音的弥足珍贵。

我要感谢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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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回到祖
国，母校西南民族大学涅槃般的巨变让
我震惊和感动，于是，写了一篇 《我
看到了母校的巨变》，不久便在“读
者桥”版的“常回家看看”栏目发

表了。没想到这篇文章翻山越
岭，在海内外的校友中反响热

烈。
我现在是一名中文教

师，每年春节是我向美国学生、朋友
大张旗鼓地介绍中国文化的好时
机。我所在的明尼苏达州罗城的华
人，每年春节都要举行盛大的包饺子大
会，我总是乘机把我的学生们带去，一
边教他们包饺子，一边让他们感受中国
文化。除此之外，罗城梅育医疗中心中
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每年都要组织丰富
多彩的春节联欢晚会，这个活动已成为所
有民族共享共庆的一个文化盛事，而表演
的主角则是我所在的中文学校的学生
们，他们的表演无所不包，舞蹈、歌
唱、小品、乐器、武术等样样精彩。

今年春节，我的学生们还会表
演我编写的独幕话剧：“月亮
代表我的心”。我也会在俱乐部
进行“你对中国新年知道
多少”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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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用母语来诉说
黎 焱（寄自美国）

最近这些年，由于中华民族迅速崛起，
我们这些华侨华人在国外过得越来越扬眉吐气。
我通过坚持不懈地剪辑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文章，记
录下了中国走过的这条辉煌复兴路。

我的剪报里，搜集了“上天、下海、入地”专
题。上天，从神五到神九，从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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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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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有
“辽宁号”航母、“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最新型远洋
救助船；入地，是袁隆平创造亩产千斤水稻。不仅如
此，我还整理出“醉读报文”、“醒目万篇”两部整版
活页大集，内容涵盖书画、文学、诗词、名流、科技、
古今建筑、中华瑰宝等，是我每日的心理养护和精神大
餐。还有党的生日、国庆节、春节、中秋等重大节庆的
特刊专辑，让我永远不会淡忘那远去的历史和民俗文
化。海外版成了我们在外华侨心连祖国的桥梁和望远
镜，寄托着我们对祖国、对家乡、对亲人永远的深
情。

每逢春节，我都要和朋友聚在桌前，畅谈
祖国的变化，畅想祖国的未来，并出席一系列
节庆活动。曼彻斯特市春节最热闹的，是在中
国城举行的大型庆祝活动。在中国城广场四
周，有货摊、特色小吃、娱乐游艺场和舞
狮。而市政府广场上，一些身着白色中式服
装的中年男女，列成方阵表演太极剑，成了
一道亮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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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人在海外，可心里一直
惦记着祖国。而人民日报海外版正是我关注

祖国的经济发展、了解全世界华侨华人生活现状的
窗口。

最近两年，因为父母生病，我每年都会回国照顾父母
一段时间，因此我也亲身体会到了祖国的巨变。当我的父母双
双住院的时候，我准备给他们付医药费，可让我意想不到的
是，父母竟然有医保，最后只付了一小部分钱。而去社保站给
他们报销医药费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很多感人的事情，像一些
身患慢性病的农村老人，也可以加入医保，作为长期治疗的保
障，这的确令我非常感动。

转眼又快过年了，中华儿女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把年
文化带到当地。想起有一年，我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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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人，一起包
饺子、唱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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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家来美国的时间有长有短，
但有趣的是，很多年前的老歌，大家都记得歌词和曲
调。有的来美国几十年了，平时工作、购物都用英文，
可当我们聚会的时候，中文说得依然是那么娴熟、起
劲。

今年，我家收到旧金山河北同乡会的邀请，将
和侨团的朋友们一起过节、吃团圆饭。晚会现场，
我将用我的歌声，表达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用歌
声，送去我对新春的企盼和祝愿。

在这里，我还有一个美好的愿望：期待海外版
在新的一年里，多组织一些和海外华侨华人

的交流活动，增进彼此的沟通与了解，
以便互通信息，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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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只
回国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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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夜饭，还都是年底回国
出差正赶上的。前不久，我们公司刚刚
赢得了一个中国市场的咨询项目，同时
又有老客户急于在春节前去中国落实订
单合同。因此，我回国跑完业务后又能
赶到家乡天津过年了。

如今，美国几乎所有著名的跨国公
司和成千上万的中小型公司都在与中国

做生意，这些公司越来越关注中国
的春节习俗，最要紧的一点，是提

前弄清春节的休假安排。他们
都知道从农历的大年三十至正

月初六，是中国人一年中
最重要的假期，许多事情

在此期间不能办理，
需要提早或错

开。例如：需要从中国采购的东西，美
国公司会在春节之前，将发货计划安排
妥当、备足货源；需要在中国开的重要
会议，一定要错开春节这个中国人回家
大团圆的日子。

说到团圆，我的家乡亲人早已安排
好了年夜饭，盼着我归来，而我也真是
归心似箭了。

值此蛇年春节来临之际，我以一
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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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老读者身份，衷心祝愿
人民日报海外版越办越好，成为海外
华侨华人最喜爱的“乡音”。我
也在关注海外版关于“中国梦”
的系列报道，祝愿祖国更加
繁荣富强，为世界和平
与发展做出更大贡
献。

美国公司关注中国年俗
谷世强（寄自美国）

连续好几个春节，我都是在韩国和
同学们一起度过的。尽管韩国当地人也
过春节，但是他们的重视程度远远不能
和中国人相提并论，身边真正的热闹主
体是我们这群海外学子们。
“每逢佳节倍思亲”。中国驻韩大使

馆为了给在韩中国留学生和学者、汉语
志愿者教师们排解乡愁，在春节期间举
办各种活动，还给大家发放国际电话

卡。我们会在除夕之夜，通过电话
或网络给国内的亲人们拜年，感受
电话那一端的爆竹声声和欢乐的节

日气氛。
春节也是全韩中国学人学
者联谊会等中国留学生组

织最忙的日子，他们
自编、自导、自

演春节联欢晚会，邀请来自不同学校的
学人学者们欢聚一堂。虽然春节期间韩
国的天气非常寒冷，可这么多人能一起
过春节，处处洋溢着新春团聚的喜庆，
大家内心还是热乎乎的，每个人的脸上
也流露出喜悦的笑容。

春节将至，非常高兴通过人民日报
海外版这个广阔的平台，向国内的父母
和亲朋好友们问好，向祖国送上衷心
的新春祝福。

在新的一年里，我希望海外
版为海外读者和国际友好人士了
解中国提供更多的正能量，同
时，更加贴近读者，更
加关注海外华侨华人和
留学生的实际生
活。

海外学人喜迎春
张雷生（寄自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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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

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城的中文学校学

生，在春节前夕展示他们的剪纸作品

用绚丽的舞
姿迎新年

用美妙的歌喉唱新春

蛇年大吉 （剪纸）

张 标作

金蛇献瑞

五洲庆，日月

同辉四海新。在蛇

年 春 节 到 来 之 际 ，我

们———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

部，向广大读者道一声“春节快

乐，阖家幸福”！借以表达我们诚挚

的感激之情。与此同时，我们更加渴望

聆听读者的声音，了解读者在迎接春节

时最想做的是什么，最想说的又是什么。于

是，我们策划刊出《四海一家·心桥》专版，请

读者通过这个平台，传递自己的心声。

“开拆远书何事喜，数行家信抵千金。”唐代诗

人李绅在太平盛世得家书后喜极而泣。我们在收

到读者写来的“家书”时，心情更是难以用语言表

达。本版所选登的这
*

封读者来信，情真意切地道

出了他们对春节文化的理解，对与亲人团聚的期

盼，同时，也道出了他们多年来与海外版结下的深

情厚谊。

读着这些无比亲切的来信，我们不由得浮想

联翩：多少次，读者打来电话、发来信函或
+,-./0

，

以“海外版的忠实读者”身份，告诉我们哪些栏目

办得好，哪些版面做得漂亮，哪些报道读了很有感

触、引起共鸣，哪些文章被做成剪报永久收藏……

句句炽热的话语，总能让我们暖从心起：这是我们

得到的最好褒奖啊。

还有些读者，指出某某文章的某某字用错了、

某个段落少了一个“》”、某张图片不太清晰。惋惜的

语调，像是对自家人的责备：“这是咱们发往海外的

报纸，出错，影响多不好啊！”面对这样的批评，在愧

疚之余，我们心中升腾的是深深的感动———读者是

多么可敬、可爱啊！逐字逐句阅读海外版，并将此视

作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出错真真对不起读者！

与读者互动，让我们彼此心贴心。我们的报

纸，是为读者办的，“读者”二字的分量在我们心里

格外重。其实，我们与读者之间始终拥有一座桥，

一座沟通心意的桥。为了弄清读者最关心哪些报

道、最看重哪些版面和栏目，我们曾开展“读者问

卷调查”，得到了热烈响应，许多读者在表达对海

外版喜爱的同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我

们改进报道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我们曾多次开展“海外版在海外”、“我与海外

版”等征文活动，与读者互动、亲近。“读者桥”版的

几个常设栏目，如“我与海外版”、“常回家看看”、

“编读往来”、“海外纪闻”等，都是读者抒发感受、

倾诉心声的小园地。

我们亲近读者，读者也愿意和我们说心里

话———这是最令我们欣慰的。我们将努力使这座

互动之“桥”更加宽阔，也希望读者给予我们更多

的支持和帮助。

新春的钟声即将敲响了，我们在此给您拜一

个早年！

新春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让我们与您相约，

携手走向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