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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中国网络上开始疯传“十八得了”超级妈妈标准。对于
不少华人家庭来说，移民来澳大利亚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给孩子

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而再好的外部环境也替代不了父母
特别是妈妈对孩子的教育，于是，培养孩子过程就成了

“拼妈”的过程，很多妈妈拼的就是一个教育理念和自
身的综合软实力。华人家庭究竟如何“拼妈”？教育

学家对华人间的“拼妈”又是如何看待的？

“十八得了”超级妈妈标准流行

“拼妈”，有关子女的教育和发展，
有关子女的幸福感。

近日，在网上流传开一个被
称为“当妈新标准”的顺口溜

“十八得了超级妈妈”：1、
下得了菜场，上得了课

堂；2、做得了蛋糕，
讲得了故事；3、教

得了奥数，讲得了
语 法 ；4、改 得

了 作 文 ，做
得 了 小

报 ；5、
懂

得了琴棋，会得了书画；6、搜得了攻略，找得了景点；7、提得了行
李，拍得了照片；8、想得出创意，搞得了活动；9、挣得了学费，付
得了消费。最重要的是，扛得住情绪崩溃，熬得过岁月沧桑。

在悉尼的华人社区，不少妈妈都是这样的超级妈妈。不少华人妈
妈表示，在移民的生活环境里，因为更多的要靠自己，所以这些“当
妈新标准”对于她们来说，其实也就是平常的标准。

“除了这些标准以外，在这里，妈妈们要会开车，因为需要接送
孩子上学和参加各类兴趣补习班；身体要好，因为没有老人看管、保
姆帮忙，夫妇双方如果一人病倒全家都会乱套；形象要佳，以身作
则，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先把‘你自己’练成什么样的人；厨
艺要好，因为孩子天天都要带午饭上学；沟通能力要好，不单和孩子
沟通，还要和学校的老师沟通，这一切，以英文口语佳为前提；善于
学习，因为要不断吸收新鲜育儿观念、提升自己，储备更高级的‘拼
妈’资本。”一些华人妈妈如是说。

现在，妈妈们在孩子的教育中发挥很大作用，因此也出现了各种
类型的妈妈，比如推妈 （不断敦促孩子的妈妈）、淡定妈 （气定神闲
的妈妈）、焦虑妈 （总是担心孩子这不好那不好的妈妈）、放养妈 （让
孩子自由发挥的妈妈） 等等。这些妈妈们拼的是教育理念、智慧、耐
心、抗压力、时间等。

“虎妈”比“澳妈”有更多关爱

在不少华人家庭中，妈妈成为教育子女的主导力量。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许多移民妈妈们尤其是来自亚洲的妈妈们对

孩子要求非常严格。但是日前一份全球性的研究报告显示，移民妈妈
们并非只会训导孩子，她们拥抱孩子的时间也比澳洲本地家长多。她
们用于关心孩子的时间比澳洲出生的妈妈多3小时。来自非英语国家

的移民妈妈们每周要多花近1个小时的时间照料孩子的饮食、洗浴
和医疗保健。在看电视、看DVD及打游戏上，移民孩子比澳洲

本地孩子每周少花1小时。
调查结果指出，虽然移民妈妈们会花更多时间给孩子

们读书，并对他们进行有组织的培养，但她们也更有
可能为孩子提供情感上的支持。与本地家长相比，

移民妈妈在年幼子女身上投入的时间更多。据分
析，来自非英语国家的母亲由于英文水平有限

或对澳洲文化知识了解不多，她们可能想通
过投入更多时间照顾孩子来弥补。

华裔教育专家史双元教授谈到，
重视教育是亚洲的传统文化，许多

妈妈们宁愿牺牲自己的时
间、精力等去教育

孩子，也希

望通过这种牺牲让孩子达到她所预想的目标，让其感到荣耀。一位华
人妈妈坦承，移民来澳，她将生活重心从以前在国内的工作岗位转向
了家庭，也正因为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孩子身上，无论是其学术成
绩还是性格培养，所以如果孩子有的地方做不好，她会感到非常沮
丧，包括对孩子和对自己的失望。

“拼妈”虽是进步但应适度

史双元教授认为，相对于“拼爹”，“拼妈”是非常大的一种进
步，也是一种合理的转变。“拼爹”拼的是父亲的权力和财富，是一
种不良和不公的社会现象。但是，每个人都有妈妈，只要愿意，人人
都可以“拼妈”。对于这样为孩子的教育全心全力付出的妈妈们要鼓
励和感谢，因为不管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她们尽了自己的力量去教
育孩子，给予他们良好的成长环境去发展。

但是，过度“拼妈”没有必要，因为最终还是需要孩子自己的独
立自主的发展，最终还是必须得“自拼”，让自己拥有更自主、更独
立、更优秀的性格，也才更能让孩子获得和把握真正的幸福。

史双元教授认为，不要“拼爹”，也不要“拼妈”，要鼓励孩子
“自拼”，因为孩子最终才是学习的主体。 过度地“拼”易让孩子在
青少年时期失去快乐，容易造成腼腆、害羞和恐惧的心理。如果学习
过度，则没有时间进行自我开拓、自我发现和设计，而这些，最终都
是孩子成长步入社会所需要的能力。

史双元教授表示，不管是拼什么，
为人父母者都应该知道孩子

快乐学习是最重要的，
应 该 让 孩 子 健 康

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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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海南侨乡
第一宅”的琼海蔡家大
院自从 2013 年 4 月开始
保护性整体维修翻新，
目前整体维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据了解，建于
1934年的蔡家大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
侨居印尼的富商蔡家森所建。大院由一座庞大而
完整的二层三厅四合楼房组成，外观酷似城堡，
颇有东南亚建筑风格，堪称中西合璧。博鳌亚洲

论坛举办十多年来，海内外游客对博鳌乡村多有
探寻。留客村蔡家大院因此颇有知名度，先后接
待了日、美、意等多国首脑，许多游客也慕名前来。

图为3月25日拍摄的焕然一新的蔡家大院。
骆云飞摄

海南华侨“第一宅”修缮完成

日前，纽约华人社
区频频传出华裔青少年离家
出走事件。这些青少年大多是
十几岁随父母移民美国，由于语
言障碍，初入异国他乡，生活学业
均遭遇“水土不服”，加之青春期的叛
逆心理，使得他们对周遭的现状不满，于
是，选择离家出走成了一些华裔青少年的

“救命稻草”。他们用人间蒸发的方式告别了看
不懂的教科书，对“缺爱”的家庭挥挥手，一走
了之。令人不安的是，这些华裔青少年大多已经不
是第一次离家出走，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走又被
寻获，有的甚至出走成“瘾”。

“十几岁才来美和父母团聚的华裔青少年新移民身
上存在成长脱节”。纽约玛摩利医疗中心精神专科主治
医生陈张栩指出，许多华人父母一般先行赴美打工，
而将子女放在中国寄养，这些青少年多数由老人带
大，用父母寄回的钱，在老家被爷爷奶奶宠着。但长
到十几岁后移民来美和父母团聚，生活环境大改变，
见到父母辛劳工作，艰苦生活，产生极大心理反差。
而且很多青少年来美后直接上初中或高中，但英文水
平太差，学习跟不上，压力大，又正好处于青春期，
容易产生逆反心理。

而在国外特殊的环境下，这些华裔青少年的逆反
心理，往往得不到家长和老师们的关注和引导，由此
导致华裔青少年离家出走现象频频发生。

华裔青少年离家出走现象已成为华人群体中一个
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如何“留”住孩子，父母和家
庭是最重要的因素。

对于许多海外华人移民而言，生计都是一个家庭
的重中之重。因此，许多华人家长整天忙于工作，将
子女的教育完全寄托于学校和老师，忽视了子女言谈
举止的变化。有的家长甚至以“打是亲、骂是爱”的
老传统方法教育正值青春期的叛逆子女，在教育的过
程中，与他们缺乏真诚的交流，久而久之，导致矛盾
爆发。

新移民父母不要整天忙于工作，既然让小孩来

美 ，
就要多
花 时 间 与
其 沟 通 ， 了
解 其 心 理 变
化，及时开导；对
于有厌学等叛逆心理
的青少年，不妨让其参
加教会、小区机构等做义
工，多和不同人接触。

新移民家庭生活压力大，家
长再忙也应该抽出时间和孩子交流
互动，在玩耍过程中，了解孩子的思
想情况、他们学习状态如何、交了哪些
朋友，了解孩子的兴趣爱好并与其一起培
养。

此外，在拥有多个子女的家庭中，家长也应该
注意，不能因为照顾年纪较小的孩子而忽视对年纪较
大孩子的关心，尤其是对于那些从小在国内生活、长大
后来到父母身边的华裔青少年，他们经历过“缺爱”的童
年，当出国与父母团聚后，正值青春期，敏感程度会比其
他时期更强烈。作为父母更应该时刻让他们感受到家
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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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巴西的文化中心，里约热内卢目前拥有大约500名
街头涂鸦师，这些艺术天才可以在一夜之间让城市的某个
角落呈现崭新的面貌，而悄无声息的行踪更是令这个群体
显得愈发神秘。29岁的华裔青年格罗耶，就是一名拥有16
年街头涂鸦经历的里约涂鸦师。

上世纪90年代，街头涂鸦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在圣
保罗得到普及并流传到里约，年轻的格罗耶被这种充满个
性的绘画方式所吸引，在里约街头开始了涂鸦的尝试。

在具备了一定的涂鸦相关知识后，格罗耶追随着几位里
约的街头涂鸦先锋人物，才逐渐认识到巴西街头涂鸦的含
义：“涂鸦是嘻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
画面：以一个街头涂鸦师正在喷绘为背景，前面有一个在打
碟的DJ，一个歌手说唱rap并表演口技，还有一个人正在跳
街舞，这就凑齐了嘻哈文化的五大元素。所有人都可以涂
鸦，其作品可以以任何一种方式呈现出来，比如说它可以是
一句口号，可以是一个广告，也可以是一句示威的标语，或
者仅仅是为了传达一条讯息。所以它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由的
绘画方式，它还能和音乐融合、与舞蹈融合，甚至可以给青
少年带来启发，它能把在场的人都带入到一种欢乐的聚会的
气氛中。”

此后，掌握了涂鸦技巧的格罗耶开始了“神出鬼没”
的涂鸦生涯。在里约博塔弗戈的一个街区，格罗耶指着一
家洗衣店门口的蓝色涂鸦告诉笔者，这是他在洗衣店关门
后的一个晚上画的，第二天不知情的店主来到门前，非但
没有因为这个事先没有通知的行为感到生气，还十分喜欢
格罗耶的作品，并邀请他把店里的墙面也装饰一番。就这
样，格罗耶通过涂鸦在当地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并通过
涂鸦喷绘广告、装饰以及设计服装等，成为了一名职业涂
鸦师。他说：“涂鸦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创作，如果你一心只
想着钱，是不会有好的作品的， 街头会把一切都看在眼
里。当一个涂鸦师把它心中的东西画出来时，他会感到满
足、会很幸福，真实情感都会自然流露。”

每个涂鸦师都有自己的个性，通过涂鸦作品他们

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对于格罗耶来说，涂鸦不止
意味着在某个地方搞创作，也不仅仅是在作品上留下那
个专属于自己的 logo，通过涂鸦可以传递的理念还有
很多很多：“我经常参加贫民窟举办的一些活动。当
我在贫民窟里涂鸦的时候，周围会围着许多孩子，
因为这是件很博人眼球的事，他们还会叫来自己
的家人和朋友一起看，因为涂鸦对他们来说非
常新鲜。我也去少管所给不良青年表演过涂鸦
——实际上我就是一个在街头长大的孩子，
街头教会了我一切，在涂鸦这个领域我也
是自学成才，所以当我在创作的时候，
会很自然地同周边的人建立友谊，会学
习他人的长处，也会和其他的涂鸦师
协作。所以那些青少年在目睹这个
过程的时候，是能够从中学到一
些东西的。”

里约市最近新批准了一项
允许街头涂鸦的法案，政府
的态度给了涂鸦师们很大
的鼓励。现在，格罗耶正
在参与里约地铁涂鸦的
一个项目，经常和其
他 涂 鸦 师 一 起 工
作。在他的眼中，
里约的涂鸦界一
定会在未来发
生一场变革。

““神出鬼没神出鬼没””的华裔涂鸦师的华裔涂鸦师
郭 技 文/图

格罗耶的3D立体涂鸦

受现代数码印刷技术的冲击，加上
盈利持续降低，位于加拿大温哥华市华
埠、已经营104年的传统中英文活字印刷
老店图新轩印务局，于 3 月 28 日正式结
业。年过八旬的业主林月琼感叹道：“都
用计算机了，无人再用铅字排版和印
刷，是时候结束了！”

百年老店结业，也吸引了许多市民
慕名前往参观，有人购买用于印刷的铅
字模板，以作收藏纪念，其中不乏热爱
中华文化的洋顾客。

在温哥华市热闹的缅街夹佐治东街
路口附近，商铺和食肆林立，各式招牌

令人眼花缭乱，当中的图新轩印务局白
底红绿字的中英文招牌，虽然有些简
单，但却很醒目。

图新轩印务局所在的两层楼房呈狭
长形状，店铺的最前端是柜台，地上堆
满了数十个存放东西的纸盒。穿过柜
台，则是用于作业的铅字铸排印刷机，
和一排排的铅字箱。

店主林月琼来到店铺，进行结业前
的收拾工作。她坐在一把木椅上，默默
地整理着文件，把那些曾经传承中华文
化、见证华侨勤奋历史的物品，小心翼
翼地存入纸箱中。

林月琼说，该印刷店 1910
年成立后的数十年间生意一直
兴隆。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因
计算机出版开始普及，这里的
生意渐渐衰落。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许多机器再也没有启动
过。

林月琼坦言，早在2012年底
就萌生退意，但却三度延迟结
业，因许多机器需要处理和转
手，现在终于结业了。她说，还
未想好未来的打算，总之要退休
了。她透露，部分店内的印刷机
器将捐给博物馆，零星铅字模块
和图章则会出售给公众。

一家名叫旺记的
“大牌”中餐馆在伦敦
中国城很有名气。虽然

这家餐厅没有豪华、精致
的装潢，但是便宜公道的价

格、分量十足的食物使其在
坐拥众多优秀中餐馆的伦敦中

国城站稳脚跟。
网友“混血家”在描述他的

“旺记”经历时说：“怀着忐忑不安
的心情走进旺记，迎面而来的不是笑

脸迎人的服务员，而是‘没有表情’的
华人老伯。老伯只问了‘几位’，便继续

做着手边的事情并说‘走到最里头有座
位，自己坐’。”

网友天星觉得，“旺记是中国城里最便宜
的餐厅，但是便宜的代价就是服务态度不是很

好”。他说：“我刚放下筷子，就有人过来收走了
我的盘子，问你吃完没有，当时的感觉很不舒服，

但是想想这么便宜，也就算了。”
让人惊奇的是，虽然旺记的“服务态度差”，但是

生意却越来越红火。每天在旺记门口排队的顾客络绎不
绝，在享受“虐待”的同时还可以享用美味的沙爹鸡和猪

肉炒面。
据悉，旺记中餐馆正打算改善其服务质量，这意味着其

“独特的”服务风格将不复存在。旺记负责人承诺将在店面重新
整修后雇佣态度更好、更有礼貌的服务人员。这让一些已经习惯

这种服务方式的老顾客表示“多少会感到失望”。一个旺记的粉丝
还在知名美食点评网站上写到：“如果旺记的服务态度变得‘更友好

了’，我会很不习惯，很失望的。”

“无礼”服务成招牌
英 巧

百年印刷店：

“是时候结束了”
张 誉

温市百年老店图新轩印务局于温市百年老店图新轩印务局于33月月2828日歇业日歇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