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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佳节思乡味

中国人对食物怀有特殊的情感，它们不仅贯穿
于日常的蒸煎煮炸和柴米油盐之间，也根植于中华
文明的文化基因之中。食物对于远离故乡的海外游
子而言，绝不仅是果腹之需和口欲之欢，它更是华
侨华人寄托乡愁的重要媒介。

祖籍山东的李先生，如今已旅居美国多年，每
年春节他总会做一桌子鲁菜。谈到最怀念的家乡味
道，李先生说：“在美国总会想起母亲做的煎饼蘸酱
卷大葱，每年春节也只有吃到韭菜馅饺子才感觉算
是真正过年。”

每至传统佳节，海外华人情思愈浓，他们往往
通过精心准备的美食，来化解思乡情愫。祖籍晋江
的朱先生，上世纪 70年代就到菲律宾谋生，但离开
故土的时间越久，他对传统习俗的情结越深。每年
清明，他都会在自家佛台上点清香，并仿效晋江老
家的习俗，用面粉烙薄饼，包上花生末儿、浒苔或
胡萝卜、肉丝等做成“润饼菜”，以寄托乡情。

异国暖心解乡愁

对于每一个离开故土的华侨华人而言，也许可
能遗忘故土的人和事，但舌头和胃却让他们难以忘
记家乡菜和故乡味。过去，许多旅居海外的华侨华
人每每回国探亲总会带走很多家乡土特产：鱼酱、
辣白菜、地瓜箍……沉甸甸的都是乡思。如今，伴
随着“电子商务”席卷全球，在家中网购成为海外
华侨华人品尝家乡味的新选择。

“虽然罗马有很多中国超市，但中国口味的食品
还很有限，现在从网上买家乡特产方便多了。我爱
吃的老道外的扒肉、秋林的红肠、阿香婆辣酱都很
容易买到。而网购不仅能解馋打牙祭，也拉近了我
与家乡的距离。”在罗马生活的小王如是说。

除了网购外，华侨华人也把故乡美食带到了海
外，无论是去中餐馆享用美食，还是在家中潜心研

究传统食谱，为的都是满足“思乡”的味蕾。纽约的
肉夹馍和凉皮、日本的全聚德烤鸭、法国的川菜馆都让旅

居异乡的华侨华人尝到家乡的美味。而不少退休在家的居英
华人为找回熟悉的味道，可谓“不遗余力”，他们会为买一斤绿

豆面跑遍伦敦，也会为酿一缸合格的泡菜在家中守候一天调试温
度。

落叶归根了乡思

“少小离家老大回”，华侨华人年少从家乡出发，行走一生，无论脚步停在哪
里，总有一种味道提醒他们，家所在的地方才是终点。
“乡愁有时候就是想念家乡的味道。”在法国旅居30多年的吕阿姨，虽然经常到唐

人街吃中餐，但她还是觉得不过瘾。有时，她还会飞回广东汕头，去吃
地道的潮汕传统美食——“蚝烙”，以解乡愁。

华侨程老先生，离开家乡福建泉州 40 年后终于落叶归
根，隆重的祭拜仪式以及一顿丰盛的归乡宴完成了他对家

族的回归。“决定回乡定居，召唤我的不仅仅是亲情，
更有熟悉的味道”。程先生说道。

每个海外华人的舌尖都珍藏着一个故乡，每
个华人家庭的餐桌都给“家乡菜”预留了一个
位置。而离开故乡越远、越久，对熟悉的味道
越想念，乡愁就越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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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 《中国红遇见挪威蓝》 描写的浪漫异国恋情，还是歌曲
《漂洋过海来看你》吟唱的远距离爱情，跨越文化与种族藩篱的爱情依
旧绚丽绽放。

近日据外媒报道，去年韩国首尔市登记结婚对数是 13.862 万对，
其中跨国婚姻占到4%。每25对新婚夫妇中就有一对是跨国夫妻档。外
国人新娘中，属中国新娘最多，共1278人，高达39.7%，其次是越南、
日本、美国、菲律宾等国家。

韩国 28岁的主持人姜允浩 （音） 去年 9月与一名中国女性喜结连
理。两人在英国进修时邂逅，相恋7年终于修成正果，步入婚姻殿堂。

姜允浩说：“虽然我的太太还不太会说韩语，但我们一起生活没有
什么不方便的。我的家人还有周围的人没有因为我太太是个外国人而
阻止我们结婚。”

据韩国法务部出入境外国人政策总部消息，去年韩国的结婚移民
者首次超过15万人。其中，远嫁韩国的中国女性达到6.24万人，高居
榜首。

韩国男性对中国新娘情有独钟。中国国内多家婚介网站顺势而
动，推出系列服务，专门为韩国男性在中国觅得良缘而“穿针引线”。

随着人们对跨国婚姻愈发理解和接纳，韩国跨国婚姻逐渐深入到
城市中产阶级。韩国男性对以中国为主的儒家文化圈和东南亚等国的
女性格外青睐。中国新娘不仅在亚洲国家受到热捧，在欧美国家也很

受欢迎。为什么中国新娘的“桃花运”源源不断？
欧美男性认为，中国女性注重家庭，看重夫妻感情；体贴家

人，贤惠顺从；任劳任怨，厨艺精湛。
很多中国新娘远嫁异国收获了美满的婚姻和幸福的家

庭。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中国新娘被外籍丈夫虐待、子
女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在异国他乡惨遭不测。中国
新娘远离亲人和故土，“独在异乡为异客”，被误会
和歧视的情况不胜枚举。

人们不断寻找经营婚姻的“良方”，用
“心灵鸡汤”抚平矛盾，可是许多人可能
已经忘记，真爱才是“解药”。国籍和
人种并不是中国新娘在海外遭遇不
幸的真正原因，是否拥有真挚忠
诚的情感才是跨国婚姻能否成
功的关键。

跨国婚姻的双方都
应该主动用心去理解
对方的文化，为爱
情保温、为幸福
护航。

自 从
诸多个“李某

某”“×某某”出
现 之 后 ， 在 中 国 ，

“拼爹”现象也就见怪
不怪了，虽然有些病态，

但不管你承不承认，我们已经
处于“拼时代”。
最近本报转载中新网的一篇文

章，揭示了另外一个现象：在子女教育
成为新一波中国移民潮的重要驱动力的当

下，“拼时代”已经扩展到国外，拼爹、拼
妈、拼教育、拼学区房……“00后”新移民背负

父母的殷切期望，也把这种“拼”的文化“发扬光
大”。

据胡润 2011 年的一份虽然不新但能说
明问题的报告称，中国33%的千万富豪拥有
海外资产。他们投资海外主要有两个目的：
子女教育和移民。而移民的目的，也无外乎
子女的教育。

在华侨华人新闻报道中，诸如华人父母“孟
母三迁”，优质学区一房难求的故事已不鲜见。

在这场用脚投票、孟母三迁的大戏中，通常
为人忽略的一个问题是：家长自己，也是子女教育

环境的组成部分，究竟应该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纽约时报》 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撰文

指出，当讨论教育问题时，大家经常把焦点放在如何改变
学校教育方式、提高教师能力上面，但一直没有反思的
是：作为孩子的父母，在教育中应该起什么作用？

这话应该引起众多华人父母、即将成为新移民父母的
国人警醒：我们重视子女的教育，是否只是意味着大手笔
地购入豪宅，以便让孩子住得比在学校舒适？我们投资房
地产，是否只是为了增加收益，帮助孩子支付高昂的大学
学费？我们千里迢迢搬到学区内买房，是否只是为让孩子
上当地的好学校？我们夫妻两隔，男的在国内挣钱，女的
在国外陪读，是否只是为了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

太多时间和精力的耗费让我们没有太多的余地反思：
以高调的“拼”姿态能否融入当地社会？另一方面，为了
享受优质教育而舍弃家庭天伦之乐是否值得？

不肯给孩子花时间却肯给孩子花钱的爹妈，或许只是
想减轻自己不能陪伴孩子的内疚，未必能把孩子真正需要
的东西给他们。

对于父母来说，一个坏消息是，没有人天生懂得怎么
做父母。一个好消息是，人总可以通过活到老学到老的学
习，终身长进，甚至和孩子一起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说，
热衷于移民，还不如热衷于持续的学习。

正在“拼”的爹妈，忽略了啥？
杨子岩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岭南文
化中心地、近现代革命策源地和改革开放
前沿地，拥有深厚而广泛的侨务资源。在
广州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处处都能看到

“侨”的影子。

中国华侨第一村

在繁荣的广州市区，有一片充满异域
风情的住宅区。爱国路、团结路等充满爱
国情怀的路名与融合了中外风格的小洋楼
相 映 成 趣 ， 让 人 很 容 易 触 摸 到 这 里 的

“侨”情。这里就是始建于 1955 年的华侨
新村。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大城市第一
个最大型的华侨住宅区，这里花了10年才
建成。资金来源最初为华侨集资和政府拨
款，建成后吸引大批华侨以侨汇购买。

“我当年是被抱在怀里回的国。”华乐
街侨联主席何秀芳如今已到了退休的年
纪，她在华侨新村已经住了十几年了，

“我当时是随着父母从马来西亚回国，从
那时起，父母就一直住在华侨农场。如
今，父亲已经 90 岁，母亲也 85 岁了，他
们都舍不得离开农场。我在新村，看着这
里一天比一天更漂亮，觉得特别幸福。”

如今，华侨新村已经成为了集国际商
务、金融贸易、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特色
村落”，其社区侨务工作也开展得红红火
火，荣获“全国社区侨务工作明星社区”
的十几项荣誉称号。

这个小小社区是广州市侨务工作的一
小角。广州有侨胞、港澳同胞和归侨、侨
港澳眷属近 400 万人；全市侨港澳资企业
1.54 万家，占外资企业总数 70%以上；侨
捐项目 3500 多个，捐资超过 38 亿元人民
币；华侨文化史迹 150 多处。在这样一片
土地上，“侨”味处处飘香。

投资创业生力军

“上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我来花
都投资，朋友们都不理解。他们开玩笑问
我，花都有很多花吗？你为什么去那里投
资？其实，那时候条件艰苦得很，哪里有
花，全是烂泥地。”如今是飞达音响专业
器材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何欢潮笑谈当年，

“那时候，这里的农民也笑话我，说这个
老板真傻，为什么买了地以后雇我们来种
草呢。”

何欢潮在大陆投资创业初期的经历是
许许多多海外侨胞经历的缩影。“侨胞为
广州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广
州市侨办主任吕志毅介绍说，改革开放初
期，侨资率先落户广东，充当“领头羊”，全
国 第 一 家 外 资 企 业 就 是 侨 资 企 业 。
1978-1983年，广州市接受捐赠折合人民币
近5000万元，其中有陈德勋捐赠的价值100
万美元的瓦楞纸箱生产流水线；有邓琨、刘
浩清捐助，美籍华人、养鸡专家许志俭指导
办起来的广州第一个现代化养鸡场；何
贤、霍英东捐赠的番禺宾馆等。

“侨资的进入增加了外汇收入，支援
了在调整时期开工不足的企业，并引进了
一批先进技术、设备。不少华侨、外籍华
人科学家回广州讲学，进行科技交流，解
决 了 一 些 生 产 、 科 研 中 急 需 解 决 的 难
题。”吕志毅说，“侨资不仅带来了先进的
生产方式、技术和管理理念，更重要的是
促进了人们观念的改革和创新。”

全面深改新推手

2014年，中国深化改革元年，中国经
济开始向“升级版”迈进。如何围绕这个
大目标打好“侨”牌？

其实，侨务部门早已开始朝这个方向
努力。比如，“荣誉市民工作是广州侨务
工作的知名品牌。从1979年开始，分14
批共授予422位海外侨胞、港澳台同
胞和外籍人士‘广州市荣誉市
民 ’ 称 号 。” 吕 志 毅 说 ，

“2012 年授予的 23 位荣誉
市民，属世界知名人
士、专家和高管的
人员 14 人，比重
首 次 超 过 投 资
捐赠类，这
正是侨务
工 作
助

力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的例子。”
广州市侨联主席李瑜也介绍说，全市

侨联系统主动投身全面推进新型城市化发
展。比如，建立了联系新侨、服务新侨、
维护新侨、宣传新侨四位一体的关爱新侨
体系，积极参与广州的经济建设等。李瑜
指出，以新华侨华人、华裔新生代以及留
学人员为主体的新侨是全面推进新型城市
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要积极引导他们，推
动广州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围绕为推动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服务
和为侨服务这个主题，以“大侨务”理念
整合侨务资源，着力构建侨务引智引资新
平台，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华文教育和侨
务对外宣传工作，切实维护和保障侨胞合
法权益，努力开创广州侨务工作新局面，这
就是广州侨务部门为自己制定的目标。

题图1：1955 年 5 月 15 日，时
任广州市市长朱光主持了华侨新
村工地奠基礼，3000 多名中
外来宾见证了华侨新村动
工。图为朱光为新村题
写的村名。

题 图 2： 广
州市华侨外国
语 学 校 原
名 华 侨
小

学，是全国第一所由华侨捐资建立的学
校。何香凝亲自题写校名。图为学校
内的何香凝塑像。

题图 3：图为华侨外国语
学校内的澄溪图书馆，由澳
门华人领袖、原华侨小
学名誉董事长何贤捐
建。澄溪是何贤父
亲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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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
的

乡愁
吴亚博

无 论 华 侨
华 人 走 到 哪 里 ，

都难以改变“中国
胃”和“中国身”，而

“中国味道”更成为联接
华侨华人与祖 （籍） 国的桥

梁。伴随着纪录片《舌尖上的
中国》 第二季热播，新一轮舌尖

上的乡愁被再次勾起。

4 月 24 日夜，甘肃清水县温沟村舞台上演“轩辕鼓
舞”。该节目由黄帝开国图、先民生存谱、万邦和睦赞三部
分组成，主要展现民众自强不息的生存精神。清水县是中
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诞生地，有轩辕故里之称，位于甘
肃省东南部，属天水市管辖。

刘玉桃摄
图片来源：中新网

轩辕故里上演“轩辕鼓舞”轩辕故里上演轩辕故里上演““轩辕鼓舞轩辕鼓舞””

为跨国婚姻护航
陶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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