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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故宫 登长城 吃烤鸭 学剪纸 打腰鼓

全球华人青少年暑期来华“寻根”
本报记者 杨子岩文!图

来自全世界 "" 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的青少年 #

月 $ 日至 " 日集聚北京，拉开了 $%&' 年“中国寻
根之旅”夏令营活动的序幕：欣赏祖（籍）国的
秀美河山，体验各地的风土人情，品尝风味各
异的美食佳肴。时间虽短，但这种情感像一
粒种子，慢慢孕育，最终会把根深深地扎
根在中国的土地。

(%岁对人生来说，只有一
次。

林钟鸣和张彤的 (%

岁生日，过得有些小激
动：同年同月同日
生，相见的几率并
不大。

“在温哥
华，平常生
日都是跟
父母一
起
过。”

林钟鸣活泼好动，边说边打手势扮酷、搞怪：“没想到能
在团里找到与自己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

更让人难忘的是，他们的生日在祖辈父辈曾经生活过
的土地上度过。

这两位加拿大华裔青年刚刚参加完潮州的夏令营活
动，又来到北京参加了“中国寻根之旅”的大型集结营活动。

团里的伙伴们之前大多都不认识，且年龄有差异，但
相处了十来天，已经熟得不得了。因为来中国机会并不
多，他们觉得大热天游故宫、逛颐和园并不累，反而一切
成了“新鲜”。“故宫里人很多，比加拿大热闹很多。”
“颐和园里景色很美，下次有机会，我一定还要来。”大家
七嘴八舌。

眼见记者来采访，他们有意要在外人面前秀才艺。在
之前的潮州夏令营，这些孩子真是学了不少东西。其中最
拿手的就是打锣鼓。因为手头没有现成乐器，主打的小伙
就用遮阳伞当鼓槌，椅背当鼓，后面的朋友以掌代点，为
我们表演，已经学有小成。
“我们只学了 )天，今天没表演好，我们可以给你看

*+,-.。”团里的小帅哥并不满意，拿着自己的苹果
“秀”他们之前录得一段比较好的视频。

不少女孩子也大大方方地把自己的剪纸拿出来，供记
者拍摄。

学中文有了紧迫感

林钟鸣和张彤只是众多故事中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 多人的队伍，每天都有一些小惊喜。吃饭的时

候都会有一些小高潮掀起。不过大部分人都是通过这种游
览形式，细致地感受着这个祖辈父辈成长过的土地。

薛雅洁是蒙古国第五代华裔，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得
非常流利。“乌兰巴托有十几家中文学校，我从那里学会
了中文。”此次夏令营活动让她印象深刻，“以前对中国
不太了解。只知道自己是华裔。这次学到了好多，导游的
讲解我都在仔细听。”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各国都掀起学习中

文的热潮，学习中文对于侨胞子弟事业发展也极为有利。”
国侨办主任裘援平在接受专访时介绍。

来自缅甸的林明荣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从事中缅翻译
工作。缅甸与中国的紧密联系使得他这样有双语优势的人
特别吃香。

随行的林月娥中文则讲得并不太好。由于跟小伙
伴们交流，缅甸语是小众语言，她只能也尝试着
跟大家学汉语。“现在觉得学会汉语很重要。
至少应该能交些朋友。”

“当年我们学校第一批参加夏
令营的小营员现在早已大学
毕业。有一位学生，现
已在著名大公司
从事法律工
作。正

是因为他参加了‘中国寻根之旅’而后
又坚持学习中文的那段经历，让他通晓
两国语言和文化，为事业打下了基础。”
悉尼中文学校的许易老师多次带队参加夏令营活动，对
“中国寻根之旅”的作用有更深的认识。

“我们做家长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子女们学习汉
语、了解中国文化的同时，让他们比当地德国人多掌握一
门语言，以后好找工作一点。”波恩华侨中文学校家长会
的副会长李朝刚如是表示。

一种文化的洗礼

在夏令营开营式上，来自美国的尹卡表达了自己的困
惑：出生在国外的他第一门语言是中文，但他也因周末要
上中文学校而不能参加朋友的派对而沮丧，也不理解黄皮
肤、黑眼睛的自己为什么要比别的同学多学一门课。

当他寻根到爷爷的老家———山东广饶县的尹家村时，
他明白了“村里的人和我有着同样的血统，这里就是我的
根。”学习中文也不是一种负担，“因为当每一个民族的
后裔都能将本民族的文化发扬光大的时候，世界才会精
彩纷呈。”尹卡说。
“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举办的一个品牌性活动，自
&///年以来，已成功举办六届。
“其实国侨办不仅举办了夏令营，还

有冬令营。再加上各地侨办每年搞的
一些活动，每年参加的人数达到 '

万人之多。&/// 年至今，先后
有 &"万海外华裔青年和港澳
台地区青少年参加这个活
动。”裘援平介绍。
“为什么叫中国

寻根之旅，就是
踏着祖父辈
的 足 迹 ，
亲眼看
一

看祖 （籍） 国的发展变化，领略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化，特别是感知作为中华儿女的这
份骄傲和自豪。”

在随行的采访过程中，我们不
时地问一些同学“什么叫做根？”
大多数第一次来中国的同学都
没能说清，但并不妨碍中
国文化在他们心中种下
了一粒情感的种子，
慢慢孕育，最终
会把根深深地
扎根在 中
国的土
地。

不同寻常的生日

和谐互助、乐在其中，这是社区生活的真谛。华人社区
通过丰富的生活方式，提供一个休憩的港湾，一个中华文化
的绿洲，一个温暖的家。

社区格局，细节的感动

中国特色，是华人社区最显著的标志。除了商场、公园、银行、医
院等基础设施，多数华人社区遍布销售中国商品的超市和各菜式的中餐
馆。澳大利亚奥本市华人社区的一家名为“熊猫餐厅”的中餐馆，陈设是熊猫
主题的画框、玩偶和餐具，菜单全部标有中文，菜品更是地道的“川味”。

在多伦多，每 0个居民中就有 &个华人，基于此，当地政府出资在华人社区
建立了社区中心，聘请专门人员为社区华人提供“双语”生活服务（包括普通话、
粤语和闽南语），组织白人志愿者为新移民介绍如何融入加拿大生活，还为社区
居民提供保姆照看老人和小孩。社区会定期举办短期语言培训和就业指导活动。
“不懂英语没关系，在这里一样可以愉快生活”，家住北约克的周女士说。

社团活动，甜蜜的归属

在旧金山，华人根据职业形成了很多团体，如会计师华人协会、-1 工程
师华人协会等，协会串联成一张行业人际网络，介绍工作和分享经验。还有根
据兴趣爱好形成的驴友协会、摄影协会和根据籍贯和母校形成的睦乡会、校友
会等社团。在众多华人社团中，总能找到你的“归宿”。

每逢佳节，华人社团便会在社区中组织丰富多彩的节假日庆祝活动。在皇
后区白石镇，每逢清明，社区华人会相约一起放风筝；而中秋节则会聚在一起
亲手制作和品尝月饼。“巴伯”（234456）肥皂剧协会更会在节假日组织“会
员”围在一个电视机前收看中国的电视剧和娱乐节目，氛围很是温馨。刘女士
开心地说：“《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开播了，我一集都不落下！”

最热闹的自然是春节。大年三十，北约克社区的华人们都会在一起吃团圆
饭，并一同观看春节联欢晚会，年初一更是有盛大的新春派对。这些活动也得
到了加拿大政府的充分重视。

线上社区，延伸的触角

随着 764(8%时代的深入发展，专属华人的虚拟社区在各国应运而生。在
华人线上社区不仅能获取租房买房、招聘、网购等信息资源，也通过看帖发帖
倾诉心声、获知快乐。这是社区生活的另一种延伸。
“我们谱写枫下的传奇，在这异乡大地，相遇相识相依……”这感人至深

的歌词来自于“相约加拿大”网上社区（77789:5;<8=:>）的主题曲。?:5;<还
组织华裔小朋友参与义演，也通过卖一些票来补贴排练、剧场场租等费用，维
持日常运转。对于这种“图个热闹”的做法，网站工作人员林先生说：“我们
把线上社区的工作真正当做一个职业去做，不图盈利。只要华人能在社区中找
到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就乐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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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端午节“伦敦、香港龙舟同乐日”华人社区活动。

图片来源：华语广播网

近日《华闻周刊》报道了一则关于在英华人
“奶爸”引风潮的消息。其中一位本科和硕士均
就读于清华大学的郑先生，用“现在和孩子在一
起生活得很开心”总结他甜蜜的“奶爸”生活。

据了解，旅英华人家庭中也有不少男性选择
担起“全职奶爸”的角色，即使这与中国传统观
念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想法大相径庭。

女性在职场上叱咤风云，男性在小家里柴米
油盐，这种夫妻角色的大逆转，的确给很多家庭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毕竟男性很难在鸡毛蒜
皮的家务琐事中，找到事业上的成就感。而女性
也因觉丈夫在事业上落自己一程，而感到懊恼。

这样的心理，在“奶爸”家庭中并不罕见，
然而几位旅英华人却不以为然。

另一对毕业于名校的孙姓华人夫妻，留学英
国后均找到了不错的工作。但孩子的降临，使得
必有一方要选择放弃事业，回归家庭。这一次又
是丈夫自愿挑起了育儿的重担。

之所以英国的华人家庭较之国内更能欣然接
受“奶爸”角色，自然有其独特的原因。一方
面，英国经济、政策等方面的支持，让华人“奶
爸”即便在放弃工作的前提下，也
能维持不错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
观念的突破和转变，和一个开放多
元的舆论环境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在事业上
崭露头角，妻子的收入略高一筹已不
再罕见，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丈夫心
甘情愿退居二线当“奶爸”。一方面他
们认可妻子在事业上的成就，能够为
家庭带来更大的经济保障。另一方面
他们也肯定自己在教育子女过程中
同样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事实上“奶爸”在育婴方面也
的确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研究表
明，男性在幼儿性格塑造和安全保

护很是擅长，他们也通常因更具创造性和幽默感
而给孩子带来无限的欢乐。

除此之外，英国包容的舆论环境也让华人
“奶爸”们不觉尴尬，他们不必忍受闲言碎语的
非议，相反在一种宽容的社会认可中，获得一丝
自豪感。

虽然“奶爸”在华人群体中，是“非主流”
还是“主旋律”还难以预料，但他们却引领了一
种新的思潮。事实上，重要的不是“奶爸”、
“奶妈”谁当家，而是在一个需要分工的家庭里，
夫妻双方能否结合各自的优势，进行合理的角色
调配。与此同时，不因外界大环境和他人而左
右，欣然享受这一角色所带来的满足与幸福。

让世界

了解中国，

让中国了解

西方。由瑞

典华人总会主办，

中国驻瑞典大使

馆、中国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等单位大力支持的

“(@&'瑞典中国节”在瑞典首

都举行盛大节日庆典。

当地时间 # 月 ( 日A) 日持续 ' 天的中

国节，以中国文化展览、文艺汇演、美食汇

展和中国旅游文化，以及著名企业商业展示

等丰富内容呈现，以清新形象体现活力中国的积极进

取精神。

北欧时报供稿（中新社发）

在英华人“奶爸”

活得挺“潮”
陈 曦

图片来源：深圳热线

瑞典中国节
盛大开幕

“往家里寄钱”一直是在外工作
华人的传统。在福建广东等沿海省
份，出国打工汇款贴补家用的现象
相当普遍，“一人在外，全家不愁”
的丰厚报酬驱使着沿海居民们去海
外“掘金”，小小一张汇票漂洋过
海，能大大改善家里生活水平。这
几年，去海外读书、就业、定居的
华人群体不断壮大，中国逐渐成为
接受海外移民汇款的“大户”。

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
(%B(年全球海外移民向本国汇款达
到 "')%亿美元，其中中国移民汇往
家乡的数额达到 00% 亿美元，仅次
于印度（C%%亿美元），远远高于排
名靠后的墨西哥和菲律宾 （()% 亿
美元）、尼日利亚（(B%亿美元）等
国。世界银行的官员指出，上述金

额只是基于银行或转账公司等提供
的数据，实际的移民资金流动规模
可能会更大。

华人在海外稳定工作后，不仅
养活了自己，也帮国内家里减轻了
经济负担。在马德里工作的杨女士
就是一个例证，她 (%%'年来到西班
牙读博，顺利在当地大学找到一份
工作，就此定居下来。由于丈夫和
孩子仍然在中国，她的一部分工资
都要寄回国内，改善家庭经济状况。

“欧洲的工资水平比国内高很
多，教书的工资还算丰厚。虽然不
能常常见到丈夫、孩子，但我一个
人在这边花不了太多钱，剩下的一
般都存起来，一部分寄回去，也为
家里解决一点问题。”杨女士对笔者
说。

随着越来越多的汇款从世界各
地飞往中国，除了经营国际汇款业
务的华裔银行，不断有国际汇款公
司选择进入华人社区，争夺这块连

年增长的蛋糕。侨汇通汇款公司华
裔市场经理张云曾接受媒体采访表
示，华裔新移民承担着抚养在中国
的家小的重担，因此无论人民币升
值与否，都必须每月按时汇款回乡，
以便支付家人的生活费用。

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在海外取
得高学历，他们更容易找到高薪酬
的工作，移民工资的增长或是汇款
持续增加的原因之一。以前中国华
人去海外大多从事较为低端的工作，
唐人街通常是吸收海外华人的主要
就业市场。但随着中国华人教育水
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能
更好适应国外环境，海外华人的就
业领域也逐渐由蓝领向白领转移，
更多的华人有能力为家里承担起更
多的责任。

中国成接收移民汇款大户
高双骥

游故宫

加拿大华裔青少年在表演打锣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