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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名美国华裔父亲因为给 !"岁的女儿洗澡而被剥夺
抚养权。在警方和儿童局工作人员上门强行要将女儿带走时，这
名父亲在情急之下从厨房抄起菜刀企图阻止，却被前来的警员掏
枪击毙。

过去，类似的事件也时有发生，由于不懂得文化和法律的差
异，不少华人在生活和教育子女的问题上频频触动国外法律的
“保险丝”。这样的悲剧提醒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学习和熟悉异
国他乡的文化和法律是非常重要的。

文化差异酿悲剧

在许多传统的中国家庭中，父母们大多相信“棒打出孝子”
是家庭教育的灵魂，而国外的法律却规定孩子不能受体罚。在国
内小惩孩子这般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外国人眼中却很容易被提升
到虐待孩子的高度。据美国《侨报》报道，纽约华社不断发生华
裔家长因打骂孩子或在抚养孩子过程中不慎伤了孩子，而遭到儿
童局的介入，由此被剥夺孩子抚养权的悲剧。

由于“虎爸”、“虎妈”们认为，苛刻的教育能培养出优秀
而听话的孩子，曾致使这种“微暴力型”的教育方式一度在海外
流行。据悉，今年 #月，纽约美东联成公所接连收到 $起涉及华
裔家庭“虐待子女”的求助案，这些当事人很有可能因此而失去
孩子的抚养权。遭到投诉的华人家长表示有苦说不出，认为自己
只是管管孩子而已。他们继承着中式传统的观念，相信“打是
亲、骂是爱”，却不明白怎么“教训一下”在国外就变成了“虐
待”。

今年初，意大利欧联通讯社曾发表一篇文章指出，在西方社
会，很多华人子女已经无法接纳中国式的家庭教育，这逐渐成为
了海外华人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据报道，移民赴美 %"多年的
林先生最近很无奈，儿子是第二代移民，在学校及媒体上早就对
家庭暴力知识有所了解，也知道如果被打骂就应报警解决。他曾
听儿子说，班上一西裔同学的父亲因打骂孩子被抓进监狱。

几年前，一部反映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电
影《刮痧》 问世，在全球各地观众群
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而影片
之外，现实版的“刮
痧”也在上演。
据西班牙

媒体报道，在西班牙海滨小城马拉加，地方检察院曾控告一名当
地生活的中国老人虐待儿童，原因是警方偶然发现老人的孙子身
上有“淤青和针刺的痕迹”，而这些伤痕正是这位老人造成的。
经调查发现，由于孩子经常呕吐，老人常在孙子身上进行针灸和
刮痧。可检方却以虐待罪将他告上法庭。

很多在国内司空见惯的行为，如刮痧、针灸，在海外却遭受
着由误解带来的纠纷。据 《世界新闻报》 消息，数起现实版的
“刮痧”事件都是由于对儿童实施了中医治疗手段。在西方国家，
保护儿童的法规相当严厉，新移居海外的华人在这一点上尤其要
注意入乡随俗，孩子生病时，最好不要自作主张自行处理。已经
出现的事例的确令人同情，但更应当引起重视和反思。
“刮痧”的教训之于不重视文化差异所引发的法律问题只是

冰山一角。这样差异确实让不少家长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面对照
顾子女和教育孩子时出现的问题，到底要如何拿捏好分寸，而不
引发悲剧，是海外华人家长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华侨华人，由于东西教育方式、家庭环
境、文化、伦理道德标准意识的差异，使得社会教育与华人家庭
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不少“误会”、“误解”导致出乎意料的事件，大多是由
于不谙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小事而引起的。据报道，有父母
疼爱孩子，搂着年幼子女一起睡觉，传到学校，会令子
女在猜疑的目光下无奈甚至无颜，家长也可能遭受
“侵犯子女”的嫌疑。且华人多希望子女成龙成凤，
很多“强迫式”教育成为了国外老师、同学眼中
的精神虐待。这些由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所导
致的微妙与敏感，不应等闲视之。

不少专家表示，移民到海外的华人应
该熟悉和尊重旅居国的法律法规、文
化和道德理念，学会按照国外的方
式和观念来思考问题，正视中西
文化的差异和教育传统的区
别。尽量沟通和包容，寻求
合理的处事之道，才能
避免误会和纠纷，避
开无谓的“碰撞”，
在异国他乡无
忧、安逸地
融 入 和
生活。

入乡随俗避误会

“洗澡”“刮痧”需入境问俗
聂传清 李艾鑫

漫画：孩子不打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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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海外这个特殊的环

境所致。出国旅游是一

回事，好山好水地游玩，

心情自然愉快，可是要在一

个国家扎根下来，却又是另一

回事，不仅要面临生存问题，还

要平衡自己的人生和职业理想，中间

层面还有很多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

大到找工作，寻找人生伴侣，小到搬

个家，修理家里的水龙头，都需要自

己去应对。所以，出国的 & 面是好

山好水好风景，'面却是无形有形的

压力和辛劳。

正是因为在国外时时保持着紧绷

状态，甚至到了有困难孤立无援的地

步，所以回国就是真正的休假和享

受。对于许多侨胞来说，每次回国，

都像进了个软绵绵的宽松的大沙发

里，相当舒适放松，完全不用操心。

虽然说国内生活有国内的难处，但是

这久违的回国度假却是许多侨胞大肆

放松的好机会。

有些高薪高职位的侨胞青年也会

面临不同程度的出国综合征。一名在

美侨胞在美国读完名校后，毕业后顺

利地靠毕业生计划进了一家著名会计

师事务所工作，但是工作几年后却感

觉到有无形的“玻璃天花板”。“比

如说，我们实习的时候招 !""名毕业

生，但是只有 (名是黑人和亚裔，白

人居多。工作之后，在任务分配上

面，还是会觉得有差别。上司会重点

培养白人，少数族裔所做的项目有时

候没有他们的好。”这种隐形的职场

压力，也许会造成另一种“出国综合

征”。最后，她决定放弃现在的公司，

回国发展。

因此，在海外生活，求生是第一

根本，生存解决了才可以谈其他

问题。苦中作乐，保持乐观

心态，是生存之道。要想

办法排解内心焦虑

感，否则就会影

响到身体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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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痧”教训要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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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大人说，‘如果你爱他，就把
他送到纽约去；如果你恨他，就把他
送到纽约去’。”华裔学生小姜说。

小姜的感叹不无道理。美国
纽约亚美法律援助处 （&&)*+,）
和非营利组织锡克联盟 （-./0

1234.5.26） 7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
半数亚裔学生在学校中遭受偏见
欺凌。而华裔学生是受欺凌群体
中的一员。

边缘群体受欺负

《世界日报》称，在一些华裔学
生属“绝对少数”的学区，他们被列
入“边缘群体”，受到大多数学生的
孤立；即便是华裔学生众多的学
区，他们的午餐钱被抢，搭校车时
遭遇“夹塞儿”亦是司空见惯；更有
不少新移民华人学生在校园被公
开称作“土包子”，遭受歧视。

半年前，!8 岁的男孩小东随
爸爸从中国大陆移民到美国。由
于他所在的美国中学鲜见华人面
孔，英文蹩脚的他很快成为同学

取笑
的对象。
有些同学不
仅侮辱性地叫他
“中国佬”、“书呆
子”等，还会有意无意
地推他，绊倒他，倒掉他的
午餐等等。

即使是从小在美国生长的华
裔，也免不了遭到欺负。!#岁华裔
小陈就是个典型例子。由于父亲工
作变动，她转到科罗拉多州的新学
校上学。在这所当地知名的高中
里，亚裔学生不超过(人，小陈很快
成为班上的“异类”。她的一举一动
都被同学嘲讽为“土包子”。

实际上，不少来美多年的新
移民学生表示“没有美国朋友”。
他们聚在一起，讨论最多的话题
就是如何抱团，合作起来，不被
欺负。

欺凌行为不少见

华裔孩子身为少数族裔，在
学校会经常受到比他们有钱或身
材高大的白人、黑人或者西班牙
裔人的欺负。一方面，父母在外
国忙着打拼，忙于工作，没有精
力顾及他们；另一方面，美国学
校也不大管孩子上课以外的行为。

亚太裔学生在学校里遭受欺
压问题由来已久，%""% 年布鲁克
林的拉菲逸高中就因学校欺凌问
题被关闭。当时来美仅两年的华
人学生郑小果，被 # 名非洲裔学
生殴打重伤住院，该地区华人联
合会为受害华裔学生争取权益，
积极与区议员合作，成功将欺凌
学生绳之以法，并促成教育局严
正评估拉菲逸高中的校园安全。

美国联邦司法部司法统计署
公布的数据显示，大多数美国学生
认为学校越来越不安全，每8名学
生中，就有一人遭遇过欺凌；每(名

学
生中有
一人承认，
自己曾有过欺
凌行为；在美国的
初中和高中，每个月有
%9:9万名学生在欺凌事件中
遭受肢体攻击；9#;的校园枪击
事件与欺凌复仇相关。而新移民和
少数族裔学生，更常常是欺凌事件
的受害者。

积极沟通保自身

华人学生在语言、环境的双
重压力下，往往表现得性格内向、
沉默寡言，很容易成为同学欺负
的对象。同学之间打闹是常事，
下课时，有同学故意伸出腿绊人
一跤、打球时故意朝脸上扔过去，
这些小恶作剧，时间长了，也会
给被欺负的学生留下心理阴影。

有教育专家称，遭遇欺凌的
华裔学生应及时向学校反映，寻
求学校相关部门的帮助。但部分
学校对校园欺凌案并不重视。如
果学校置之不理，还可以向当地
华人社团或执法部门求助，切勿
忍气吞声，息事宁人。

在中国学习的美国人布莱恩曾
在网上发帖，称他在学校的时候，尽
力不去理睬欺凌者的行为。如果欺
凌者发现欺负别人再没什么劲的
话，通常他们就不会再欺负你了。

当然，如果华裔学生在外国

受
欺 负 ，
千 万 不 要
独自忍受，要
积极和同学朋友沟
通，和学校沟通，和
家长沟通，运用制度武器
保护自己。

“ 作 为
归侨的后代，

我能帮助我父亲
实现自己的梦想，是

我莫大的欣慰。”姚镇日
前在北京对笔者说。
姚镇是北京星旋世纪科

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北京
星旋世纪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初创

不到$年的朝阳企业，“星旋式流体马
达”是他们现阶段的主要产品。这款集合

了诸多专利的技术成果，是姚镇的父亲姚其
槐历经%"年艰辛探索得到的智慧结晶。
归侨姚其槐，曾在日本精密自动化领域工作超

过%"年。星旋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全球首创星旋式流体
马达、发动机、压缩机项目。星旋流体马达比传统马达节

能$";<(";，可广泛应用于节能改造、汽车引擎、直升机发

动机，目前已进入实质性生产环节。
“传统的内燃机，是以活塞和曲轴连杆为基本单元的。在这一系列的运行过程中，各种

部件间的滑动摩擦会导致很大的能量损耗。”姚镇说，“而‘星旋式流体马达’，采用自主研
发成功的全滚动轴承转子结构，最大程度地减少了能量的损耗。同时还具有低转速、大扭矩等

多项优点。”
“星旋马达在工作时，多个小行星轮会像行星一样围绕主轴 （太阳轮） 滚动，因此我们为其命名

‘星旋’。我相信，待它真正旋转起来的那一天，会开创出一个新的未来。”
作为老一辈知识分子，姚老先生在海外获得成就后，决意把自己的成果带回祖国，在国内发展。然
而，如何把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更广泛地服务社会，这并不是老科学家所擅长的。

但老天赐给了他一个“黄金搭档”。姚镇大学时选择了和父亲一模一样的专业，但他很快发
现，自己真正有兴趣的领域并不是这个。“我并不像父亲那样痴迷机械工艺。倒是与之毫无
相关的管理与营销，总能唤起我的热情。”

“当初对于父亲的邀请，我其实并不是很热心。”姚镇表示，“但父亲%"年心血浇
灌出的科技之花，如果无人接手，将很可能被埋入故纸堆，难以像设想中的那样
造福于人类。”姚镇终于下定决心，帮助父亲实现这一理想。

如今，“星旋式流体马达”已被放入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
心，先后获得了国泰创投的百万级天使投资及京西创投的千万级风险投资。

“严格来说，我们已经不完全是一个初期企业了，因为我们的
研发工作已经完成，第一批产品已开始小规模量产。”据姚镇介
绍，星旋未来的产品会以全滚动轴承转子结构为核心构造，
陆续推出系列星旋产品。

“节能产品当今的需求量很广泛。现在接到的订
单数量也让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很是看好。”姚镇
高兴地说，公司预计$年内将达到!"亿元以
上的销售规模。

姚镇说：“未来，我们会成立
一个星旋研究院，高薪聘请中国
乃至世界各地的顶尖研发人
才，让智力资源团队化，
让星旋科技更好地实
现可持续发展。”

校园欺凌，对华

裔学生的伤害不可忽

视。

图片来源：互动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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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裔小姐大赛中

国区总决赛新闻发布会在

广东开平举行。本次大赛的总

决赛花落美丽的侨乡开平，总决

赛颁奖晚会将在开平市假日酒店

举行。“世界华裔小姐大赛”主

要服务于全球华侨华人，旨在促

进华裔族群大团结，自 %""9 年

起已成功举办五届，在全球具有

广泛的影响力。图为 !7 日在广

州华南农业大学举行的

%"!$ 世界华裔小姐大

赛海选。

刘卫勇摄

来自北京的华裔艺术家宋昕专门为纽约中央火车站创作的

以时空为主题的剪纸橱窗作品，日前亮相纽约中央火车站，并

将在这里进行为期一年的展览。据悉，该剪纸艺术展是纽约中

央火车站百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宋昕是 8位入选的艺术家之

一。宋昕表示，其 8幅作品涵盖了时间、灯光、大门、时钟等

与中央火车站密切相关的因素，希望人们从这些作品中能感受

到时间的流逝和中央火车站的百年传奇。纽约中央

火车站 !7!$年 % 月 % 日正式启用，是纽约著名的

地标性建筑，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火车

站。图为宋昕和她的作品。

阮煜琳摄

华裔艺术家剪纸作品
亮相纽约中央火车站

世界华裔小姐
大赛海选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