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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熙坤雕塑艺术展在美举办
本报电 “中国艺术家眼中的美洲：袁熙坤雕塑艺术作品展”日前在美

国华盛顿美洲艺术博物馆举行，并于当天举办了“认知的融合：探讨中国和
美洲文化交流的实践”领导圆桌会议。

展览由北京金台艺术馆策划发起，并携手美洲国家组织、美洲艺术博物
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华盛顿市政府艺术与人文委员会共同主办，各组织
代表和文化机构近百人参加了开幕式。展览自5月9日起至8月1日对公众开
放，为期近3个月。

展品由亚伯拉罕·林肯 （美国）、西蒙·玻利瓦尔 （委内瑞拉）、何塞·马蒂
（古巴）、圣·马丁 （阿根廷）、加西亚·马尔克斯 （哥伦比亚）、杜阿尔德 （多
米尼加） 等12尊美洲国家英雄人物雕像组成，由中国著名造型艺术家、全国
政协常委袁熙坤创作。这批雕塑均已永久安放在北京朝阳公园国际友谊林
中。多米尼加外交部副部长纳莉在开幕式上为袁熙坤颁发了由多米尼加政府
授予的荣誉奖牌，感谢袁熙坤多年来为加深多米尼加共和国与中国的文化交
流所做出的贡献。

袁熙坤 30年来已应邀为 152位国际政要写生创作了水墨肖像画并获被绘
者签名首肯。

近日，孔子学院 （简称孔院） 拉丁
美洲中心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正式揭牌
成立，这是继美国中心之后，孔子学院
在全球成立的第二个地区中心。今年恰
逢孔子学院建院 10周年，回望孔子学院
从无到有、由少聚多的发展历程，海外
华侨华人用付出和智慧浇灌出孔子学院
在“墙外姹紫嫣红”。

积极打造“中国名片”

根据国家汉办官方网站提供的数据
显示， 从 2004 年 11 月第一所孔子学院
在韩国揭牌至 2013年年底，全球已建立
440所孔子学院和646个孔子课堂，分布
在 120个国家 （地区）。孔子学院已成为
推广汉语和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的“代言
人”。

10 年间孔子学院对促进中外文化交
流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同窗口让更多
人有机会接触并学习中文，体会中国文
化的璀璨夺目。

孔子学院在招聘志愿者时，需要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通过集中强化培
训，志愿者要求不仅能够讲授先秦诸子
学说、唐诗宋词，也能开办中医、武术
等特色课程，还有书法、剪纸、茶道等
方面的绝活。不少当地华侨华人积极参
与孔子学院建设，加入讲师和志愿者团
队，成为“真实的中国读本”和“可爱
的民间大使”。

华侨华人基于对中国文化和外国文
化的双重理解，改良授课方式，将唱
歌、绘画带入中文学习课堂，寓教于
乐、饶有趣味。

据报道，美国马里兰州孔子课堂中

文教师张女士举例说，美国小朋友熟悉
电影《花木兰》，孔子课堂会向学生讲述
花木兰在中国的原型，再教授学生背诵
北朝民歌《木兰辞》。在调动学生积极性
后，《木兰辞》自然念得滚瓜烂熟。

亲身体验“故乡情”

海外华侨华人把孔子学院看作精神
家园，并把它当作子孙后代学习祖国语
言文化的重要场所。

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华侨华人经常
参加当地孔子学院举办的庆祝活动，与
海外学子欢度佳节。据外媒报道，中国
传统节日重阳节庆祝活动曾在非洲博茨
瓦纳大学图书馆举行，该活动由博大孔
子学院发起，当地师生及旅博华侨华人
纷纷响应参与。猜谜游戏、筷子夹花生
比赛等文化活动，不仅让华侨华人身在
异国他乡感受到“家的温暖”，也架起了
当地人了解中国文化的桥梁。

此外，许多华侨华人将自己的孩子
送入孔子学院，希望“华二代”能在成
长中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把根
留住”。

孔子学院的足迹遍布全球。当地外
国民众把孔子学院当作了解中国、学习
汉语的首选之地，华侨华人则把孔子学
院当成了“娘家”，踊跃参与孔院组织的
丰富活动。

创新应对“语言战”

孔子学院对外构建世界了解中国文
化的平台，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中
国文化。同时，它已经日渐成为中国文
化外交的重要手段，有助于中国在国际
上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在当前各国竞相传播本国语言文化
的趋势下，全球“语言战”的竞争日益
激烈。孔子学院的建设面临机制完善、
资金投入等多方面挑战，其办学模式和
建设规划均有待调整与创新。

针对不同人群的需求因材施教是
“金点子”。据报道，第三代华裔美国人
李桂婷家住偏远地区便从中获益。由于
父母不会说汉语，当地又没有开设汉语
课程，所以父母希望她接受中文教育的
想法一直未能实现。如今，李桂婷就读
的圣克莱尔高中开设了孔子学院的高水
平远程汉语课，使她在短期内提高汉语
水平。

也有华侨华人建议孔子学院借鉴德
国歌德学院的经验，设立专职教学人
员，避免中方教师“走马灯式”变动，
影响教学质量。

孔子学院不仅旨在推广汉语，更向
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10 年发展，
成绩斐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图片来源：国家汉办官方网站

买来一条锦鲤放进办公室的
鱼缸，鱼儿蔫蔫的，俨然没有先
前活蹦乱跳的劲儿。原因是，鱼
儿适应新的水质和环境相当艰
难。鱼犹如此，人也这样。进入
一个新的国家，要适应新的文化
环境，总会有些磕磕碰碰。

据日本媒体报道，近年来，
在日华人遭遇“文化细节”冲突
事件越来越多。近日，一华人母
亲在网上晒女儿和同学一起学游
泳的照片，意外招来批评。而前
不久，中国大妈在纽约一公园跳
广场舞则被粗暴拷走。

纵观华人遇到的问题，可以
看出，大多都是因为不了解所在
国家的文化和社会情况，无意识
做了“错事”。华人母亲在网上晒
孩子的照片，在中国人看起来无
可厚非。但是在日本，人们担心
照片会被有恋童癖的人利用。华
人母亲不知情，因而遭到其他日
本孩子母亲的冷眼。大妈跳广场
舞在国内仅仅是遭人非议，最多
不过是找社区协调。但是在极为
讲究规则和秩序的美国，就会被
粗暴拷走。

很多华人“犯错”并非因为
素质低，中国文化也不是不讲文
明的文化。然而，华人在国外生
活，忘记了一条规则——入乡随
俗。

任何群体，都对新加入的非
本群体成员有怀疑、排斥的心
理。特别是当新来的成员对原住
群体的生活、工作构成影响甚至冲击的时候，双方细小的
摩擦有可能被放大。在一些国家，华人集中在一些城市，
影响较大。华人勤劳，善于经营，敢于拼搏，占据了较多
的工作机会和社会资源。这时，华人的“不当举止”就会
格外显眼。此种情况下，入乡随俗，对自己行为稍加约
束，与所在群体“保持一致”以获得认同，是求生之道。

也许有些人会抱怨，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华人，这些国
家为何要对华人如此“苛刻”。但毕竟是客居他乡，“做
客”的要有做客之道，尊重这些国家的社会心理、习惯
等，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任何国家的文化精神实质都是追求文明、礼貌、平等。不
让晒女儿泳照是出于保护，不让跳广场舞也是为了公共秩
序，华人能理解，不会动辄以种族歧视评论这些摩擦。

不过，客居海外，华人不求所在国家以宾客之礼相待，但
需要合理的自由和必要的尊重以及双方更加心平气和的沟
通。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各退一步，海阔天空。

华人是“民以食为天”的民族，对
食物更有“色香味”的要求。拥有 22年
餐饮业经验的大马华裔赵兰芳，每年新
年期间都为双溪大年一家屋业发展公司
创制一个吉打州最大的七彩巨型鱼生，
供新年捞生喜庆用途，而这个“庞然大
物”每年也成为了庆典的焦点，吸引出
席者争相拍照留念。

图1：赵兰芳完成马年的巨型鱼生杰
作。

图2：以各种食材构成的骏马图形。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4马年春节联欢晚会上，那首 《时间都去
哪儿了》 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无数父母和子女
都感慨落泪。“父母已老，而今又离家”，这首歌
更触动了远离故土的华侨华人最柔软的内心。

陪伴父母的时间去哪儿了？守候妻子、孩子
的时间去哪儿了？只顾忙工作而忽视家人的华人

“失陪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家庭的爱与责任。

陪伴成奢望

人们曾这样刻画“失陪族”的画像：工作时
间长，每天工作时间超过 10 小时；休息时间短，
周末经常被加班占据；在外面侃侃而谈，在家中
沉默寡言；对外人谦卑随和，对亲人声色俱厉
……原本最亲近的家人却变为最熟悉的陌生人。

刘阿姨的女儿与女婿定居加拿大多年，如今
受女儿之邀，刘阿姨来“发挥余热”照顾刚出生
不久的孩子。女儿女婿整日忙于工作，匆匆忙忙
也不苟言笑，刘阿姨从来也不敢多问。每天女儿
女婿上班后，整个家就空荡荡的，洗衣、做饭、
照看外孙女成为她生活的全部，寂寞和劳累可想
而知。

在美国的第二代华人梁先生，如今子承父
业，一直从事外贸生意。他是生意上应酬高手，
推杯换盏于酒桌之间，引吭高歌于歌厅酒吧，但
在家庭中却时常缺席，没时间陪孩子去海洋馆，
没时间陪妻子购物聊天。整日整夜忙工作而忽略
了对家人的精神关怀，错过了许多与家人相处的
美好时光。

“失陪”有原因

“我爱我的家人，我想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
活。”这是英国华侨陈先生为自己不得不“失陪”
给出的理由。

的确，快节奏的生活，激烈的职场竞争成为
形成华人“失陪族”的主要原因。而将物质财富
作为衡量幸福感的唯一指标的价值观，也造成了
如今的“失陪”现象。

新生代“80后”华人小王如此归纳失陪现象
增多的原因：“工作地点离家太远，早出晚归难见
妈妈一面；工作压力太大，需要经常加班才能完
成；人情往来太多，天天晚上都有赴不完的约
会；等终于有了假期，只想轻轻松松睡个懒觉，
陪家人坐下来的时光越来越短。”

而父母对孩子“失陪”的包容，子女对父辈
“失陪”的理解，又加剧了中坚一代的“失陪”现
象的加剧。

别让家人空等

不论工作压力多大，都不应丢掉对家庭基本
的责任感，不能让家人空等，也不该让幸福“失
陪”。

处于事业初创期的旅西华人李先生在谈到家
人时总有深深的愧疚：“每次深夜回家，孩子已经
熟睡，桌子上一副残棋，他一直等我陪他玩。早
上我在补觉，孩子已经去了学校，有时突然发

现，好久没有听到孩子的声音，确实挺对不住
他。”

谈到父母时，华人“失陪族”也深表关心不
够：“有时候想给国内的父母打个电话，不巧又来
了工作电话，心里想改天再打，但直到父母念叨
好久没跟家里联系，才意识到父母对自己的思
念。但有时候却又忙于工作，用‘嗯嗯、好好、
知道了’来应付父母。”

对孩子来说，有父母的陪伴才能更好成长；
对老人来说，有子女的陪伴才是最大的安慰。步
入中年的“失陪族”，是社会的中坚，家庭的支
柱，他们总是努力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而辛苦
和忙碌，却忽略了家人们最缺失的，其实正是他
们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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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遍地开花

华侨华人功不可没华侨华人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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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学生表演旗袍秀孔子学院学生表演旗袍秀

孔子学院老师指导外国孩子剪纸孔子学院老师指导外国孩子剪纸

据外媒报道，在海外，有这样一个华人群体，他们
离开了国内原来的生活轨迹，开启了崭新的海外生活；
他们将家庭的未来筑于异域他乡，梦想为孩子打造一个
更美好的未来……他们前赴后继来到英国，成为华人世
界的“陪读父母”。

据了解，目前在海外的陪读父母主要分为三类，其一
为以监护未成年人为主的陪读；其二，孩子虽已成年，为照
顾孩子起居的“溺爱式”陪读；其三是投资移民式的陪读。
据业内人士透露，近几年“投资移民式”陪读父母人数呈上
涨趋势，未来或将保持继续上涨的势头。

以监护未成年人为重心的陪读父母在规律的生活之
余，也享受着自己的海外生活。来自台湾的 Annie 陪 10
岁的女儿于去年来到伦敦，入读某私立小学。Annie早晨
7 时起床，送女儿上学，下午 4 时出门接孩子，周而复
始。她表示，陪读之外的生活也很丰富，她对摄影很感
兴趣，正筹划着报班学习摄影。

而那些孩子已成年，但仍为父母牵挂的家庭则选择
了照顾孩子起居的“溺爱式”陪读。在国内退休的王女
士因放心不下远在英国读大学的儿子，毅然加入“陪读
妈妈”一族，照顾儿子起居。她表示，“我退休了，来英
国既可以照顾儿子的生活，又可以‘监督’儿子在金钱
上不必要的支出。”

彭先生选择了英国 100万投资移民专案，他说：“我
想为女儿创造最好的教育环境。英国的教育理念让孩子
从小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孩子可以接触到不同文化背
景的小朋友，对于从小锻炼其社交能力大有裨益。”

然而孩子在外、父母陪读的模式并不一定能得到所
有家庭的支持，许多家庭中的
老人认为孙子孙女远在国外，
会渐渐不如在身边时“感情
深”，而且华人父母两地分居
也常常让陪读的华人父母深感
孤独。

在压力与质疑面前，更多
的父母以孩子的前程为重，为
了给孩子创造最好的教育环
境，中国父母们努力战胜着内
心的摇摆，选择海外陪读的这
条漫漫长路，在日复一日的陪
伴中，淡忘陪读之旅的辛苦，
翘首子女学业有成的幸福。

图片来源：留学无忧网

“失陪族”常对家人这样说话
图片来源：工人日报

大马华裔厨娘打造大马华裔厨娘打造100100公斤鱼生公斤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