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迎接传统中秋佳节，弘扬中华文化，新西兰华人社团组
织的“新西兰首届华人龙狮大会”日前在基督城举行。当地华
侨华人及外国友人共 !""余人到场观看了精彩演出。

中国驻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李昕出席龙
狮大会并致辞。他指出，舞龙舞狮蕴含了中华最独特的传统文
化，寄托了民众消灾除害、求吉纳福的美好意愿。他希望此次
活动可以进一步增进中新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提高当地华侨
华人的凝聚力。

龙狮大会包括市区游行表演、晚会和技艺切磋等多个环
节。市区表演在基督城地震重建后的市中心进行。在南半球初
春的阳光下，锣鼓喧天，龙腾狮舞，威风凛凛的彩狮开道，多
条十几米的长龙紧随其后，腾空飞转，浩气冲天，展示了中华
民族和海外华侨华人奋发自强的精神面貌。

龙腾狮舞的精彩演出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观看、合影留
念。一位当地游客发出啧啧的惊叹：“演出实在是太精彩了。
中国文化里龙的形象与西方的很不一样，感觉很美，很威风。”
当他得知中国的龙代表了吉祥、尊贵和勇猛后，兴奋地直接加
入了游行的队伍。

随后的晚会更是精彩纷呈。“双龙戏珠”、“醉狮”、“梅
花桩觅食”等节目令观众大开眼界。栩栩如生的雄狮做出扑、
跌、翻、滚、跳跃、眨眼、搔痒等动作，引来阵阵掌声。由惠
灵顿龙狮团带来的国际比赛大奖作品“夜光龙”以其奇妙的设
计、默契的配合将整个演出推向高潮。

一位久居新西兰的老华侨说，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地
道的传统演出了，看到意气风发的舞龙舞狮，作为中国人他感
到自豪。

本届龙狮大会由新西兰侨艺醒狮团主办，表演团由来自奥
克兰、惠灵顿、克莱斯特彻奇和但尼丁的 # 支龙狮团队共 $"

余人组成。其中最小的只有 % 岁，最大的已年过花
甲。他们中有来自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第
一代华侨，也有当地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华侨。同
为龙之传人的血脉，将他们团结在一起。

舞龙舞狮在新西兰华侨华人中具有良好的基础和
传统，主要城市和较大的华人聚集区都有民间组织，
定期训练和表演。

主办方侨艺醒狮团成立于 &''% 年，致力于舞龙
舞狮的培训、交流和演出。近 !"年里，他们将舞龙
舞狮由早期的祈福活动，演变成集表演、武术、健身
和庆祝为一体的艺术形式，并得到了新西兰政府少数
民族文化基金的资助，为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贡献。

负责人乔治说：“我们海外华人希望把中华文化
展示给世界，把中华传统代代延续。舞龙舞狮在新西
兰得到了华侨华人的大力支持，很多年轻人加入训练
和表演，在活动中强身健体，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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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英国药品管理局给中医戴
上了“紧箍”。药管局不仅通知各中
医学会和大型中药店上报中成药库存
数量，同时表示，计划从明年初起全
面禁止中成药在英国的销售。由于中
成药零售收入目前占中医收入的三四
成，此项规定的实施无疑将给英国中
医业带来灭顶之灾。

无独有偶，马来西亚也拟出台
《传统与辅助医药法令》 及 《新药剂
法令》，对中医药业者带来冲击和挑
战。一旦新法令赋予执行，很多中药
配方和不可或缺的重点草药都将被视
为含有毒素的产品，不能再使用。

从“至尊之道”的 《黄帝内经》，到
“东方医药巨典”《本草纲目》；从深奥的脏
腑经络学说，到玄妙的阴阳五行理念，中医
行业历经了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不仅为中华
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贡献，也在传扬中华文

化的道路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海外辛苦经营的中医们，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为何
遭遇如此困局？

据专家介绍，中医诊所的生意主要包括针灸、草药和中成药。然而，中西医治疗
理念的差异使得西医难以理解中医的精妙，加之蓬勃发展的中医对西医带来的冲击，
西方对中医药的强行管制也随之而来。

英国药管局的管制并非将中医行业推入“死胡同”的唯一原因，在多个国家，金
融危机带来的收入减少、失业率飙升更使得中医行业雪上加霜。由于中医一直未被纳
入公立国民医疗保健系统，选择看中医必须自掏腰包。而囊中羞涩使得民众在生病时
偏向选择国民保健系统，顾客的锐减更使得中医诊所入不敷出，只得关门歇业。

中医收入的减少也带来了中医队伍的青黄不接。随着生意的清淡，越来越多有经
验的老中医选择退休养老，而年轻有为的中医们在生存压力下被迫转行。在严峻的形
势下，医师队伍的流散无疑是釜底抽薪。

中医海外告急，并不能打垮拼搏多年的中医们。巨大危机压迫下，各国中医们纷
纷选择团结一致，共同为行业的未来努力。

近日，英国中医师学会等四大中医学会聚集在一起，呼吁大家将中医行业面临的困
境告知药管局和卫生部。加拿大全国中医针灸联盟，也在积极促请联邦财政部修法，推
动针灸全面免税。马来西亚华人医药联合会总会推动成立内部医药协会，聘请专家加强
自身管理，发挥自我潜能。各国中医界已启动一系列措施，共同维护中医行业的利益。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传统精神不仅渗透在中医治疗中，更为中医界的未

来指引道路。当遭遇危机关头，海外中医们更应团结协作，共同努力打破困局。

图片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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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工作人员在调剂中药 来源：运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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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武清有一所和平之君儿童福利院，是由武

清区民政局、世界宣明会与美国慈亲基金会合资兴

建的为有特殊需要儿童提供养护、医疗、康复、教

育的福利机构，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由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的民办福利机构。目前在院儿童 113名，

均为社区有特殊需要儿童，院方为他们免费提供康

复服务。近日，笔者随天津市侨办工作人员一起走

进了福利院。 张 红 金红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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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华人：
龙狮大会迎中秋

袁 博 王 龙

据澳大利
亚 《时代报》

近日报道，由悉尼
TeamBondi游戏开发
公司“黑色洛城”开发

组制作、即将面市的“东方妓
女”（WhoreoftheOrient）游

戏引发了亚裔的反感和种族争议。
澳大利亚莫纳什市副市长、28岁的

华裔罗介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已经以公民个人的身
份向澳人权委员会投诉。

据报道，“东方妓女”是侦探冒险游戏“黑色洛

城”的续集。“黑色洛城”自2011年5月首发以来销量超过500万张，而“东
方妓女”则号称“讲述20世纪最鲜为人知的故事”，背景设定于 1936年的中国
上海。游戏名字来自旧时国外描述上海的谚语“东方的妓女，东方的巴黎”。

罗介雍说：“这个词是19世纪种族殖民文化的产物，容易勾起社区华裔老
人的痛苦回忆。我祖上是 1842年
来到澳大利亚淘金的，在那个时
候，华人在澳大利亚的生活是非常
悲惨的，所以当我一看到这个词，
就感到非常反感和愤怒。”

2009年，美国纽约州立法禁
止在官方文件描述中使用带有侮辱
性的“Oriental”（东方佬） 一词。
罗介雍说，澳大利亚当局应该多资
助有益澳中关系、促进两国相互理
解和相互繁荣的研究开发项目，两
国之间应建立更多的信任和文化理
解，而非增加分歧和敌对。

（摘自中新网）

澳游戏名引发亚裔反感

“我讨厌中文学校！”这句满腹牢骚的抱怨，并
不是来自艰难理解汉字笔画的外国人，而是出自成
长在美国的华人子女之口。讲汉语，写汉字，华人
第一代移民认为天经地义，但不少“华二代”却觉
得颇为头痛。

学中文 难
日前， 《纽约时报》 中文网一篇专栏报道，华

人家长从小让孩子学中文，但孩子越学越头大，怨
声载道，半途而废的不在少数。

一名王姓家长说，已经上高中的女儿从小学中
文，但每到周末去中文学校时，女儿就调皮耍赖，
能不去就不去。“我跟她讲中文，她就用英文回答，
中文能勉强用语言沟通，但读写完全不行。本想送
她去中文学校多锻炼，但孩子越学越痛苦，最后只
有退学了事。”

曾在某中文学校做过志愿教师的夏先生曾告诉
媒体，很多小孩子都是父母逼着来学中文，“不情
愿”全写在脸上。为了引起学生的兴趣，老师得绞
尽脑汁，甚至吹拉弹唱一齐上阵。

学习中文，一般是华人家长对孩子的要求，但
目的各不相同。有的家长觉得中文能力为简历加分
不少，以后找工作机会更多。孩子如果中文说不好，
还会阻碍和长辈的交流。回国省亲，姥姥姥爷亲亲
热热逗孩子，但孩子张嘴就是“( )*+, -.*+/0 12340

（我要橘子汁）”，只能让长辈们面面相觑，隔阂感瞬
间产生。

更多的家长是为了留住中华文化的“根”。就算
是移民到国外，他们也不想后代和中华文化断了联
系，而学中文、写汉字就是最基本的要求。

强扭的瓜 不甜
家长的殷切希望，孩子却未必理解。华裔导演

王颖的电影 《喜福会》 中，华人妈妈逼迫女儿学钢
琴，希望孩子能在舞台上大放异彩。女儿却在一次
失败的公开表演后，愤怒地对母亲喊道：“我不是
你的奴隶！你不能逼迫我！”

家长的一片苦心，经常被孩子认为“烦”、“没
用”、“啰嗦”。美国巴沙迪那小区学院中文部主任
魏瑞琴教授认为，多数中文学校是在周末或放学后
开课，其实孩子反感的是他们的休闲时光被剥夺。
另一方面，家长不把中文当作外文来看，觉得孩子
学好是应该的，对孩子表现好吝于鼓励，也难怪孩
子动力不足。

理念的不同，也导致孩子和家长对中文的重视
程度不同。第一代移民从小在中国成长，中国文化
基因深入骨髓，自然希望孩子能学习中文。但出生
在外国的“华二代”，从小接触西方文化，缺乏父母
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字可
能只是一种学起来费劲的语言工具。

找对方法 很重要
在外国近乎“真空”的环境中学中文，

孩子们对语言文化背景缺乏了解，很容易失
去兴趣。有家长每年暑假将儿女送回中国参
加夏令营，认识说中文的同龄人，孩子才有
点学中文的动力。“能交不少朋友”也是
“华二代”留在中文学校的重要理
由之一。

如何让教学方式活泼化，

也是家长和学校正考虑的问题。随着“中文热”在
全球的逐渐升温，“金字塔”教生字法、“可视化”
中文学习法等多种新奇的中文教学方式层出不穷。
通过对汉字和汉语进行形象化、趣味化的加工处理，
玩转中文对孩子来说也许没那么难。

海外华文教育的推广，还离不开国内机构
的支持。近年来，中国政府在人力、物力、财
力等方面不断加大对华文教育的投入，每年
培训汉语教师，组织海外华裔青少年回国参
加夏令营、冬令营，向海外华校提供教
材等，以中文为桥梁弘扬中国文化，给
许多华裔子女打开了“寻根中国”的一
扇窗口。

专家指出，要传承传统文化，父
母的灌输说教其实不如言传身教。
比如，逢年过节，在家里贴对联、
烧香、放烟花，都会是孩子儿时记
忆的宝藏。有些新移民的父母一
味地向子女说教，干巴巴的命令
讲了一遍又一遍，不如带孩子
看一次花灯，写一次对联。
把孩子带入一个华人文化
圈，或许才是传承文化传
统的好方法。文化
不是死的，应把灌
输式教育变
启发式教育，
学习中文也
是一样。

徐晨晗 张秀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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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带孩子们活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