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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诘问和感
慨：“为什么华人在国际上屡遭歧
视？”有人认为是中国人素质问题，
在我看来，除了少数人的素养问题
外，主要是因为我们跟外国人缺乏必
要的沟通和交流。尤其是海外侨胞，
在“融入”上做得不够好。很多侨胞
嘴上说融入，心里却犯嘀咕：到底怎
样才能融入到主流社会呢？

中 国 人 和 外 国 人 在 肤 色 、 语
言、文化、逻辑思维、行为习惯等
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如果不能很
好地“融入”，不仅自己难受，人家
也难受。从长远利益讲，不能融入
当地社会是一种“互害关系”。它导
致了狭隘的圈子经济和圈子关系，
加深了华人与当地社会的陌生感，
并使心灵和行为冲突加剧，继而影
响到生存质量和发展速度。在“融
入”这条路上，很多人走得很辛苦
但收效甚微，最终无奈放弃，固守
一隅，踽踽独行。

肤色、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
贵遗产，我们很难改变，但我们可以
在语言、逻辑思维、行为习惯上寻找
共性。在此过程中，语言是至关重要
的一环。中国有句古话叫“鼓不敲不

响、话不说不明”，凸显了语言的重
要性。很多同胞走出国门几十年，
张口还是普通话、家乡方言，见到
老外最头疼人家张嘴跟他说话。仅
此一点就已经关上了“融入”的大
门。

有人问我，意大利考驾照为什么
不用中文？也有朋友认为意大利取消
侨民母语考驾照是种族歧视。这种心
态是不对的，意大利当局的做法是出
于道路交通安全的考量。大量不懂意
大利语的侨民司机开车上路，基本路
牌标志都看不懂，出了事故连报警都
不会，路检时跟警察也无法沟通，是
这些问题迫使意政府调整了相关政
策。

我在罗马街头发现一个有趣的现
象：同样是打电话，大部分华人说的
是连我都听不懂的方言，而大部分黑
人兄弟说的却是意大利语。我几位罗
马尼亚朋友意大利语说得也很好，在
交流沟通方面，他们明显占了优势。
我们常常感叹华人的地位不高，却很
少思考内在的原因。

仅仅会说当地话，并不代表就可
以一蹴而就地“融入”了，我们还须
从行为逻辑上与当地人尽量保持一

致。没有了语言障碍，我们要仔细观
察身边外国人的行为逻辑：他们喜欢
什么、憎恨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些
都不需要花太多时间，通过平时的工
作生活就可以了解。只有越来越多的
华人走进当地人的生活圈，向他们讲
述中国故事和传统习惯，讲述我们的
爱与恨，他们才能多层面了解、理
解、喜欢中国人。

我有个意大利语老师，她身边
很 多 朋 友 并 不 理 解 她 学 中 文 的 用
意，也不了解中国人，只知道中国
贫 富 两 极 分 化 ； 有 人 钱 多 得 吓 死
人，却还在剥削同胞，有的穷人急
了就去抢劫，似乎中国除了小偷与
富翁，就没有正常人。但这位学过
中文的老师并不认同这些观点，她
认为中国人很善良、很聪明。这就
是语言和沟通的力量。

我有一些生意做得很不错的朋
友，他们不仅当地语言说得好、有
很多当地各阶层的朋友，而且热心
参与住在国的各种社交事务。通过
交往，大家彼此熟悉、相知，消除
了文化隔阂与冲突。由于他们真正
融入了当地社会，深谙并遵循了游
戏规则，没有侥幸心理，所以几乎

没有受到当地执法机关歧视性或惩
罚性的打击。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
常往来。如果华人与当地人老死不相
往来，“融入”便无从谈起，更不用
说弘扬中华文化了。就此而言，“融
入”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精神层面的
快乐和满足，而且是我们弘扬中华文
化必须跨出的第一步。弘扬中华文
化，不仅要在文化交流活动、中文教
育等方面做功课，更要依靠遍布各地
的广大侨胞言传身教，这样才能让外
国人源源不断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气
息，润物细无声。

在“融入”的过程中，我们不能
忽视平台的作用。中国使领馆、当地
华文媒体以及质量较高的华侨团体，
都是我们融入主流社会的平台。依靠
这些平台，我们可以及时了解住在国
的法律动态、涉侨政策以及当地社会
思潮等信息。依靠这些信息及时调整
个人或公司的发展策略，将会受益匪
浅。

融入，其实也很简单，就看我们
愿不愿意迈出智慧而勇敢的第一步！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欧洲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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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融入”

应迈出第一步应迈出第一步
林林 复复

近日，雅典举行庆祝国际母语日
活动。雅典中文学校代表中国团体，
与来自泰国、法国、德国、俄罗斯、
菲律宾等近 10 所当地国际学校的学生
一起参加了庆祝活动。

掌声响起时，中国“小演员们”
手拉手鱼贯而出，他们稚气的脸上露
出略带紧张的笑容。接过指导老师递
上的话筒，年纪最小的女生首先鼓起
勇气向全场观众用中文报出了自己的
名字。

在当天的演出中，雅典中文学校
共派出9名学生。他们穿上自己最喜欢
的衣服，在舞台上合唱了儿歌 《让我
们荡起双桨》。可爱又动听的歌声让众
多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中国孩子的现场
观众赞不绝口，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雅典中文学校负责人李芳向记者
表示，这是在希腊的中文学校第一次
与其他国际学校及团体进行联谊。希
腊的国际学校之间交流活动非常多，
但由于缺乏渠道和经验，中文学校的
学生一直鲜有参与。她说，希望通过
应邀参加本次母语节活动，能够开拓
中国学生的视野，并开启希腊中文学
校与国际同行间沟通与交流的大门。

当天活动中，来自不同国家的孩
子在装扮上颇费心思，众多表演团队
穿着狂欢节或者有民族特色的服装载
歌载舞，为现场观众带来具有浓郁异
国风情的精彩演出。

主办机构负责人苏菲亚女士在活
动结束后表示，传承和保持自己国家的母语，跟融合当地
的语言和文化同等重要。能够让更多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孩
子们聚首一堂，用自己的母语诠释本国的独特文化，共同
体验和感受希腊的风土人情，非常有意义。

（摘自希腊《中希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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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的活动现场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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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生的勇气

2004 年奥运会闭幕后，在雅典
奥组委工作的汪鹏同很多留学生一
样，面临着“回国还是留下”的抉
择。随后一次旅行中，他发现法国、
意大利等国有很多华文报纸，当地华
人竞相阅读，但希腊在这一领域是

“一片空白”。旅希华侨不懂希腊语，
对当地事务一知半解，亟须一份华文
报纸填补信息的匮乏。

希腊华人的历史不算长。用汪鹏
的话说，“我在那边十几年，基本算
是‘老华侨’了。”上世纪末，大批
来自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的中国人
纷纷到希腊“淘金”，带来了物美价
廉的纺织、服饰等小商品。华商生意
越做越大，希腊华人人数一度达到两
三万人。

为了满足华人新移民的信息需
求，汪鹏决定留下来办报。他用“两
手空空、两袖清风，饱有满腔热情”
诠释当年的“理想主义”。身为“穷
学生”，幸好有当地中国城股份有限
公司的资金支持，梦想终于在 2005
年元旦启动。

万事开头难。由于人手有限，报
纸上有些内容只能从网上整理。2006
年年初，几位创业伙伴相继回国发
展，采编、美工、排版、发报，全由
汪鹏一人负责。每周一，他骑着自行
车穿梭在雅典华人区，一家一家派
报。投递完后，又投入下一周紧张的
编排循环中。这种快节奏的工作，汪
鹏坚持了大半年。

“困难很多，也确实辛苦。”回忆
起办报初期的经历，汪鹏感慨万千。

“但慢慢听到读者肯定的评价，心里
很温暖，也给了我继续奋斗的勇气。”

成长的喜悦

度过最初“惨淡”的适应期，
《中希时报》 茁壮成长，在随后几年
中与《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国内多家
媒体开展合作，发展势头迅猛。采
编、排版、翻译外电，报社员工各司
其职。报纸从最初的双周刊改为周
报，从每期 16 版增至 32 版、48 版，
一度高达80版。

汪鹏介绍说，《中希时报》 是希
腊唯一的华文报纸，所以尽可能覆盖
新闻、社会、娱乐、体育、文摘等各
领域的资讯，广告其实并不多。由于
邮政投递速度较慢，在雅典华人区还
是采用人工派报的形式，这样也便于
及时了解读者对版面内容的反馈信
息。

2006 年 7 月，《中希时报》 走出
首都雅典，在希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
卡创办分社；2009 年前后，报纸还
一度覆盖到周边的塞浦路斯和保加利
亚。

作为华社的“信息先锋”，《中希
时报》 渐渐引起希腊主流社会的关
注。2008 年北京奥运期间，汪鹏每
天都会接受多家当地媒体的采访。除
中国使馆外，《中希时报》 成为希腊
社会了解华社的重要平台。汪鹏告诉
记者，“我们与当地媒体、政府频繁
互动，推动华社融入主流社会。在接
受希腊媒体采访时，我会为希腊观众
阐述一个客观的中国形象。”

《中希时报》 与随后创办的希中
网影响力日隆，汪鹏也成为凤凰卫视
驻希腊的特约记者。每当希腊华社或
当地社会发生重大事件，他都会深入
一线采访，自己拍摄、自己编辑，做
了很多视频报道。

困境中坚守

2009 年年底，希腊陷入债务危
机，经济形势急剧恶化，旅希华侨纷
纷回国。汪鹏介绍说，目前希腊华侨
不足万人，报纸订阅量受到巨大冲
击。以前很多广告来自希腊本地的汇
款公司、银行、航空公司等企业，但
现在经济不景气，报社的广告收入也
急剧下降。

在受众锐减与广告下滑的“两面
夹击”下，汪鹏坦言：“报社一直在
赔钱。为了满足印刷的需要，现在每
期只有 24 版至 32 版，因为实在印不
起。”

但直陈困境后，汪鹏斩钉截铁：
“我们会坚守这片阵地。除了每年 8
月例行停刊外，《中希时报》 从创办
至今，从未因任何困难停过报纸。金
融危机让很多周报变成半月报、甚至
月报，但我们会竭尽全力正常出刊。”

为了报纸的正常运营，汪鹏近几
年另辟蹊径，尝试将希腊橄榄油推向
国内市场。平日里工作繁忙，但希中
网、《中希时报》 微博、微信等平台
的资讯更新，他总是亲力亲为：“能
做一份华文报纸，能为希腊华社做出
力所能及的贡献，我心甘情愿。”

去年 11 月 4 日，《中希时报》 迎
来创刊400期纪念，汪鹏在微信朋友
圈中感叹：“这是 《中希时报》 400
期的日子，400份报纸排列起来，是
许多人青春流逝的一个纪念。”10年
之间，当年的青涩学生已步入而立之
年。华报扬帆爱琴海，诚如第400期
卷首语所言，“这里记载的，是古老
丝绸之路上最新发生的消息，是悠久
历史的最新延续，是今天的新鲜一
页，也是明天的殷切期望。”

华报扬帆爱琴海华报扬帆爱琴海
——访希腊访希腊《《中希时报中希时报》》总编汪鹏总编汪鹏

本报记者 高 炳

当记者打去电话时，汪鹏正在南京出差。前一天
晚上，由于时差的原因，他还“挑灯夜战”，审读报社
传来的最新一期《中希时报》的所有稿件。12年前，
刚刚大学毕业的汪鹏从南京出发，第一次坐飞机出
国，十几个小时后抵达爱琴海沿岸的美丽国度，开始
了两年的留学生活。“希腊是我的第二故乡。”谈及12
年旅希生活，汪鹏深情感慨。在此期间，爱琴海畔诞
生了第一份华文报纸，东西两大古老文明用这种“别
样的方式”融合交汇。

从去年年初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开始关注西班
牙当地的购物网站，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白领阶层。她
们利用工作之余直接在办公室就能“抢到”自己心仪已
久的商品，并且最后还只花费不到原价一半的钱。

和国内购物网站不同的是，西班牙这几个购物网站
有以下特点：一是
由品牌直接授权，
二是在价格上几
乎都以对折甚至
是更低的价格抛
售。因此，与其说
它们是购物网站，
不如更准确地说
是大牌云集的网

上折扣店。
在马德里工作的赵小姐最近才受同事影响开始网

购。她介绍说，现在这些购物网站还开发了手机版软
件，买东西更加方便。此前，网站上推出了新一季的打
折品牌，其中就有她中意很久却始终“囊中羞涩”的一个
顶级户外品牌。她兴奋地说，自己一直想买此品牌的羽
绒服，但专卖店里的价格就算在打折季也始终在 200欧
元上下徘徊，所以迟迟没舍得下手。而她最后在网站上
以总价200欧元买下了该品牌的三件物品：一件羽绒服、
一件冲锋衣、一个背包，瞬间节省了一半的花费。

尽管这些本土购物网站上的价格很诱人，但仍有
弊端。首先，存在“僧多粥少”的问题。很多人面对
自己钟爱的品牌时，不惜一大早起床去网上抢购。一
般来说，各品牌的打折期是5至7天，但有些热门品牌

的抢手货在第一天就基本售
罄。对此，网购高手小林调
侃道：“每次上网购物比炒
股还紧张。”

另一个弊端就是发货太
慢、等待太久。几乎所有网
站都是等该品牌打折期结束
后才统一调货，之后派往各个地区发货。一般来说，从
下单到最后收货至少需要半个月时间。

另外，网购后退换货是个麻烦的事情。因为没有实
体店，消费者无法亲自去处理退换货的问题，所以售后
服务只能完全通过网络进行。有如此之慢的发货速
度，可想而知，退换货的周期也会相对更长。

（摘自西班牙欧浪网）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一直给予 《中希时报》
巨大的支持。图为汪鹏 （左一） 与时任中国驻希
腊大使杜起文夫妇合影。

▼最新一期《中希时报》的头版

华 媒 广 角 ●西班牙

本文漫画均由本文漫画均由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华人开启“网购血拼”模式
赵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