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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海外的中
文书店也和国内的实体书店

一样，面临着发展的困境。
在澳大利亚，华人已成为第二大

人种，但中文书店却寥寥无几，只有
在悉尼和墨尔本有销售关于中国图书
的书店，但那里的图书也都是英译本。
除此之外，澳大利亚就再也没有成规
模的中文书店了。

这种情况在全世界范围内并不鲜
见。在法国，真正具有规模的也仅有两家
书店。据介绍，巴黎以前曾有十来家中文
书店，但许多书店后来都被迫关门。在加
拿大多伦多的几家“三联书店”也相继关
闭，其他一些书店也陆续停办。

同样，在东南亚等华人聚居的地
方，中文书店也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困
境。在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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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人和华侨的马尼拉
大岷区，中文书店也屈指可数。

为了维持书店经营，不少中文书
店都“另辟蹊径”。不仅仅出售图书，
还有其他具有中国特色的小物件出售。

日本东京
的一些书店，销售

剪纸、玉器、彩绘方枕等。美
国纽约的一些中文书店也同时出售文
房四宝，供喜爱中国文化的消费者选
购。这不仅方便了热爱中国文化的消
费者，而且增加了书店的收入。美国
费城华埠的费城新华书店出售中国民
族乐器与中国民族服饰，并且提供教
授民族乐器的服务。

尽管如此，中文书店仍然具有存在
的价值。中文书店在海外华人世界中还
是起着重要的精神维系作用的，尤其是
对知识分子来说，中文书店是与国内知
识界保持接触的管道。有些书店还会出
面召集文化活动，如举办讲座和书画
展，凝聚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

随着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会有愈来
愈多的中国人希望在海外也能感受到
自己熟悉的文化气息。因此，如何提高
书店的品位，加强书店的文化功能，改
善书店的经营水平，也成为海外中文书
店必须面对的挑战。 （崔亦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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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接受华文教育。
对于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教育来说，虽然

规模庞大，但是目前所面临的最关键问题是
师资力量匮乏。东南亚地区华文教师缺口达
三四万人，在很多地区，华文教师普遍
年纪较大，因为掌握汉语的年
轻人越来越少。由于
历史原因，
印

尼的华文教师出现了年龄断层，印
尼的华文教师中，年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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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等国家，近年来华文学

校的数量也有所上涨。仅美国就有
华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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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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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文教活动发布会所公布
的数据显示，英国中文学校目前已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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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华文学校之外，欧美国家
的中小学校也相继开设了中文课
程。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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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区中，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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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中文课，学习汉语的大、中、
小学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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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另据华盛顿应
用语言中心的调查显示，美国至少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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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所中学开设外语课，开设
中文课的学校所占的比例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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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开设汉语课程的学校日渐增多，但

是这远不能满足华人子女汉语教育的需求，
大多数华人家长会选择将孩子送到周末学校
学习中文。

在英国的华人社区，各地
区周末中文学校的
数量日益

上涨。但是，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周末学校
多数停留在松散的民间业余阶段，能够大规
模发展、专业办学的学校几乎没有。

由于这些华文学校多是非营利性质，收
入除学杂费之外，主要依靠华人社区和团体、
所在国政府或非政府机构的拨款以及个人或
商铺的捐助。资金来源不稳定，再加之教材
不统一以及师资队伍稳定性差等原因，使得
华文周末学校无法获得稳步地长期发展。

（马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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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国
家和地区，但海外票房和销
售收入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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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人民
币，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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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下滑了近一半。

在中国创下了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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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票房神话的喜剧电影《泰

囧》，美国首日票房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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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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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收入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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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业内人士认
为，“这种喜剧片北美观众肯定看不

懂，他们会觉得完全没有笑点。而在美国的华人会觉
得这种电影不是大制作，在家看就行了。”西方观众，
包括海外华人，对前几年流行的中国功夫片和动作
片也产生了审美疲劳。

近年来，华语片在海外市场的“失宠”越来越成
为普遍现象，在世界各大电影节的领奖台上，已经越
来越难见到中国影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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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三大国际电
影节主竞赛单元上，华语片未能拿下任何大奖。而在
奥斯卡，华语电影甚至连“打酱油”的机会都没有，连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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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无缘最佳外语片的提名。
相比华语电影的惨淡经营，更具“草根”气质的

相声艺术却在海外打开了局面。
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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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李菁、何云伟就将相声带到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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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德云社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两场相声专场演
出最高票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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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演出是同等价位，之
后，嘻哈包袱铺在悉尼和墨尔本巡演，场场爆满。

相声在海外走红并非偶然。“华人移民不断增
加，他们是海外相声的主流听众。学习中文的外国人
越来越多，不少外国人也开始学说相声，甚至有英文
相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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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郭德纲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开起了讲座，
成为中国相声在美国高等学府的第一讲，他还欣然
接受麻省理工学院“浮云相声社”的邀请，成为相
声社的导师。很多网友惊呼，老郭要把德云社开到
美国了！ （张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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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洲华人文化生活之困
本报记者 杨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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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时代还未诞生之前，海外华文媒体以报
业为主。对于身处异乡的华侨华人来说，阅读报纸
是他们掌握信息、填补精神生活的重要渠道。

按照地域划分，华文报业可大致分为东南亚、
美洲、欧洲和澳洲等几个板块。

马来西亚是海外华文报业发展较为出色的国
家。其现有华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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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华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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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虽然马
来西亚华人约占其总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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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

家华文报
的日销售量均已超过马来文报和英文报。

在北美、欧洲和澳洲的华文报业发展史中，不
断上演着淘汰与重组，并逐渐形成了以台港报系为
主体的格局。

台湾《联合报》的海外报系《世界日报》成立
至今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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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它是北美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
其版面内容包含三方面：美国政治、经济时事，中
国两岸三地的新闻，以及美国当地的华人资讯。
,0($

年， 《联合报》 海外报系落户欧洲，并积极
开辟当地市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它已形成
了一个全球性的庞大报业体系。

香港星岛新闻集团旗下的 《星岛日报》，是全
球发行网最大的中文国际报章之一。它在全球主要
城市都设有海外办事处，包括华盛顿、多伦多、温
哥华、伦敦、巴黎、悉尼等等，并在全球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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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发行。

然而，由于华侨华人对当地社会的融入与认
同，海外华文报业陷入困境，且日渐萧条。对于这
一现象，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深有体
会，他曾回忆道：“新加坡的华文事业凋零得很
快，较具规模的华文文化机构如今已经所剩无几
了。环顾四周，我们惊觉《联合早报》不知从什么
时候开始已成为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且已肩负起沉
重的文化象征意义了。” （邢若宸）

随着“文化中国·四海同春”艺术团走了
,(

天，去了
/

个城市访演，每到一处，一直抱着一个问题：生活在海
外的华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中华文化？他们所处之地，中
华文化的生态如何？这可能不是一个好问题，因为生活在
异国，本身就对住在国的文化有所亲近。这也不是一个容
易回答的问题，在多元的文化语境里，很难保存一种文化
的“纯洁”。

文化夹层中的华人

潘佳在阿德莱德生活了
.

年，除了生活、工作，她坦
言在阿德莱德能看到“文化中国·四海同春”这样国内顶
级剧团的演出并不多见。

其他演出也有，但作为新移民来讲，老外的演出她们
并不感兴趣，而国内演出团体来的机会并不多。

文化传统的意味在文化夹层中的这些个华人中产生了
意义。“其实春节对于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可能已经习以
为常，但对异国他乡的海外华侨华人来说，意义非比寻
常。”潘佳是北京人，刚来南澳没多久时，独在异乡为异
客的滋味让她体会到了中国传统节日对海外游子的重要
性。

阿德莱德虽“贵”为南澳首府，但规模并不大，人口
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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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左右，华侨华人只有五六万左右，华人社团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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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虽说平常也有不少文化生活，但很多是自娱
自乐性的活动，难登大雅之堂。

埃瑞克·冯也在南澳生活了
.

年多，“一年中能看到的演
出也就这么一两次。”他印象中上一次是谭盾来这边演出。

南澳也曾有过中文书店，但两年前就已经关闭。华文
媒体有一些，但有影响力的是《澳洲日报》、《星岛日报》

等为数不多的报纸，大多华文媒体还是靠赠阅。“华人要
想了解有关中国的信息，主要是依靠华文媒体。”南澳潮
洲乡亲会副会长李介仁告诉记者。

新西兰的和志耘从事了多年类似“四海同春”这样团
体的组织工作，据他的印象，专给华人的演出并不多，一
年中最多也就三四次。其中有一部分是港台歌手来大洋洲
开个人演唱会。

向东还是向西

范锴锐，在南澳留学的一位中国学生，北京人。我问
他，毕业后准备移民吗？小伙子一口京腔，“那肯定不
行，得回去，北京多好玩儿？这边没意思。”

同样的感慨也发自珀斯的王相凯，在那儿生活了几
年，相凯感叹，国外的生活是“好山好水好无聊”。

珀斯被称为“世界上最孤独的城市”，因为西澳首府
与全球任何一座大城市都不相邻，与悉尼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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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
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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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口中，华人有
,%

多万。
虽然生活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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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大家的圈子还是局限于华
人。彼此之间十分熟悉。“老外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还是
不适合中国人，华人也被‘同化’，相互之间往来不多，
只要一有聚会，就十分开心。”中华会馆的副会长陈挺介
绍。

听珀斯其他华人介绍，陈挺是少有的公派留学后又移
民至此的化学博士，在外国人的大型企业工作。很显然，
他只把那当作工作，骨子里还是对外国人有些排斥。

有人分析，华人的这种生存状态，是明显的一种缺失
感，是对于富含民族特点的中华文化环境 （即母文化）的
失落感。

在珀斯的演出现场，西澳福建同乡会秘书长丁少平看
节目看得喜笑颜开。这种演出对他来说，已好久没有看
到。

看到这些，听到这些，华人艺术家林祥培的举动就很
容易理解，为什么他一来到西澳，第一件事就是开一家卡拉
89

茶楼，专放中文歌曲，这本身就是排遣乡愁，保留对中国
文化的那份记忆。虽然身在西方，但心仍向东方。

华裔下一代的担忧

看一则文章，表说对骆家辉的印象深刻之语。他说：
“我以我的中国血统而自豪，我以我的祖先而自豪，我以
华裔为美国的贡献而自豪。但我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

在大多数中国人听来，这很刺耳，但确是事实。与一
位澳洲的朋友聊天，他说话更为偏激，“让海外华人传承
中华文化，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他的话也能理解，
也是像骆家辉这样的华裔二代、三代，他们没有像祖辈、
父辈那样与祖（籍）国有密切的联系，接受的又是异国的
教育，如何与中华文化产生文化认同？

林祥培有一个小孙女，“现在在上中文班，学习汉
语，在家我们也和她说汉语。”林祥培说。但随着她长大，
华文教育的问题又凸现出来，在西方国家，还没有专门为
华人设立的中学、大学。

这是个问题。
有人分析，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

:

美国人之所以为美
国人

:

并不取决于他的血统、种族
:

而是取决于他的文化。
这是有见地的认识。所以，文化中国的重建非常重

要，因为海外华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华人之所以为华
人”的精神世界。

书店超市门口的中文报纸

郭德纲与于谦在海外演出 （资料图片）移民更倾向于电子阅读或读住在国书籍（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