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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送孩子回中国读书，走起》的文章，按捺不住，很想参
与讨论。

我先介绍一下我所处的工作环境。我在日本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日本的上
市企业，是非常注意员工培训的。我们公司每周有两次课，一次英文，另一
次，就是中文。中日之间一年贸易量达 3500 亿美元以上，因而需要大量的会中
文的年轻人。因此，在日本，许多年轻人学习中文，中国留学生自然也容易在
这里找到工作。

我看到，我周围中国朋友们的孩子几乎都在学习中文。对于中国家长而
言，让孩子学习中文，不仅仅是传承中华文明，而且是掌握了一个强势的生存
武器。因为，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古老文明的载体，更是与海外华人今天与明天
的命运相连的源动力。我经常与海外华人朋友交心，庆幸我们是中国人，因
为，中国繁荣富有了，带给我们在海外各种发展机会。当然，也成就了各国年
轻人的“中国梦”。

我讲几个真实的小故事：
故事一，徳重美恵，高中毕业后，只身去中国留学，在湖南师范大学整整学习

了4年。她拿到本科文凭后，被上海一家大型日企录用，3年后，考入东京一家上
市游戏公司。她说，作为一个日本女孩，这条留学之路真的走对了。

故事二，欧阳鸣夏，我的孩子，在东京出生，7岁时，与 5岁的妹妹一同被送
往上海读书一年半。现在，他在洛杉矶，与妹妹一同读私立高中名校 LaSalle HS。
他刚满17岁，阳光、孝顺、守纪律。我个人觉得，阳光，是美国文化给他的，孝顺
则是中国文化给他的，守纪律是日本文化给他的。虽然在中国受教育
的时间不长，但孩子是很小的时候回了中国，所以中
国文化最核心价值之一——孝文化在他心田播
下了一颗种子，如今，这种子已经长
成了参天大树。现在，他不仅替

我照顾妈妈和妹妹，更是我心灵上的朋友。
对了，我在写这个稿子时他表示要替我写一段。

大家看看，一个只受过一年多中文教育的孩子，
是如何代表爸爸表述“我的心情”的——

“今天是周末。我早晨起来，打开窗
户，看着美丽的东京湾。一丝的凉风吹
进来，我感到了一些凉意。是思念还
是挂念分不太清。这使我想起上周
的今天，一家 4 口在一起的欢言笑
语。而现在，只有通过视频才可
以看到西海岸的亲人。这使我
不仅又在思考，孩子们是否该
远离父亲，由母亲一个人带
他 们 去 那 么 远 的 国 家 学 习
呢？记得儿子 7 岁，女儿 5 岁
时，他们也是由他们的妈妈
带去上海学习中文……”这
是儿子在中国国内学习的成
果，也是一位父亲发自内心
的骄傲。朋友们，千万别迟
疑 ， 把 孩 子 送 回 中 国 一 段 时
间，肯定没错的。这样，这个
家庭才会有一个心灵上的精神家
园，她的名字叫中国。

读了人民日报海外版《送孩子回中国读书，走起》一文，我有些自己的想法，想
说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子女该不该学习中文？我认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国人
嘛，黑眼睛黄皮肤，不管是否生在中国，如果不懂中文，是很尴尬的一件事。

至于是不是应该把在海外出生的孩子送回中国读书，我觉得这要看父母的想法，
更重要的，要看父母的经济条件以及工作和生活的环境。

在海外，有些华侨华人是打工者，经济条件和生活环境比较差，夫妻两个可能没
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好自己的孩子，也没有能力创造好的环境让孩子在学好当地语言的
同时学好中文。他们通常会选择把孩子送回中国，等孩子长大后再接回国外。

还有许多华侨华人做生意做得还不错，有经济能力也有时间和精力照顾自己的孩
子。这些人中可能有一部分认为，只有把孩子送回中国才能学好中文；也有很多人相
信，学好当地语言和学好中文同样重要。我自己就属于这后一种人。

说实话，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把在海外出生的孩子送回中国。我就选择了把孩子留
在身边，并努力创造条件让孩子在学习当地语言的同时学好中文。我这么做主要有三方
面的考虑。

把孩子送回中国，中文是学好了，但是由于缺乏学习外语的客观条件，国外的当
地语言就放弃了。等孩子长大后再带到国外，孩子再努力也没办法把当地语言学到母
语水平了，这对孩子的就业和发展会造成很大限制。

从孩子的健康成长以及家庭温馨来讲，我也觉得不应该把孩子送回中国。我认为，
孩子在五六岁到十五六岁这个阶段是不适合离开父母的。送回中国，可能会有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或者叔叔阿姨来照顾。但是，他们再贴心再关怀，也不能替代父
母。父母在国外工作生活，把孩子送回中国读书，对孩子的健

康成长非常不利。我身边就有很多人生完孩子后把孩
子送回中国，这些孩子常常和爷爷奶奶关系

特别好，和爸爸妈妈反而没什么话可
聊。而且，虽然他们中文学得不

错，英语也会一点点，但是
匈语就完全不会。十四五岁时再把他们接回匈牙利，

孩子的匈语最多学个半吊子。这样做对孩子的全
面发展非常不利。

从宏观的方面来考虑，说的大一点，
从国家的长期战略利益来说，我觉得，

我们不缺中文说得好的人，缺的是对
外国、尤其是小语种国家有充分了解
的中国人。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
那些在国外出生的孩子留在当地学
习当地语言、了解当地文化，同
时创造条件让他们学好中文，这
样才可能对中国的对外交往起到
更好的作用。

我自己有三个孩子，在几
个孩子的学习安排上，我始终
坚持自己的想法。现在，我们
家老二考取了匈牙利的大学，老
三考取了英国的大学。我初步的
想法是等她们大学毕业后，安排

她们到中国相对好的大学留学一两
年，让她们的中文水平在匈牙利中

文学校学习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我觉
得这样的做法是比较实际的。

责编：张红 邮箱：guojihw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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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前，带
孩子返回上海读
书之前，欧阳乐
耕一家在东京迪
斯尼乐园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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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 8 月 6 日刊出 《送孩子回中国读
书，走起》，叙述了当下巴拿马华侨华人从小把子女
送到中国念书之“壮举”。其实，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做此“望乡”举措者，也不只是中南美洲的华侨华
人。如东南亚就是海外举足轻重的华人侨居地，华人
子女到中国念书早已是个传统。身为马来西亚第三代
华人的笔者，就有好几位伯父姑母，虽也在本地出生
长大，却毕业自中国的高等院校。

当代东南亚与中南美华人送孩子到中国念书，既
有其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做法。相似的在于其出发
点。如笔者的一位朋友、马来西亚某黄姓资深侨领，
其公子就刚自广州暨南大学本科毕业。笔者问起黄
氏，为何没有像一些其他本地华人大亨般，将其子女
送赴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念书，让子女从小就

“全盘西化”呢？黄氏回答说，他自己从小在英式教
育的环境中长大，觉得欧美文化没有太多特别之处，

反而觉得自己祖籍国 （中国） 的文化与学问博大精
深，应该让下一代更深刻了解与体会中华文化的精
粹，所以毅然把儿子送到中国深造。笔者发觉，有越
来越多的东南亚华人，也意识到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
性，而把这火炬让子女扛下去。

另外一个送子女到中国念书的出发点则是较为贴
近时势的。近年来中国的全方位崛起，已是举世瞩目
的不争事实，好些海外华人也一改过去独尊西方的思
维，转而希望子女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国情，以便以
后无论是做生意、找工作，甚或组织家庭等，皆能先
占上风。前述黄氏就坦率地、但也充满前瞻性地对笔
者说，这个世纪是属于亚洲人的，更是中国人的，他
的家族一贯从商，当然希望子女能对中国这头亚洲

“领头羊”能更为熟悉，以后在中国发展就更为顺利。
然而东南亚华人送孩子到中国念书的具体做法，

毕竟与中南美还是不尽相同的。个别东南亚国家，如
马来西亚，其实早已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从幼儿园直到
大学的中文教育系统，如笔者就自小受中文教育直到
高中毕业。当地华人一般是在本科层次才把子女送到
中国念书，绝少在中小学时就把孩子送到国内，因认
为孩子的中文根基在当地也能一样扎得稳。而且大多
的做法还是中西并重，例如把孩子送到中国念本科，
过后再到英美澳念研究所或至少游学一番，反之亦
然。如前述黄氏就相告说，其公子过后会再到欧美游
学以互补中外差异。笔者另一位刘姓友人，其从小受
英文教育的公子在英国著名大学毕业后，现亦在北京
选修中文。

其实，起码在东南亚，把孩子送到中国念书的，
不止当地华侨华人。笔者就有一位马来西亚土著朋
友，其爱女现在西安大学念医学。而马来西亚首相纳
吉布的公子，也曾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深化其中文掌握
能力。

总而言之，外来学生到中国各层次的学府求学，
业已成为一股会持续下去的风气。展望未来，希望此
风也可在中国更进一步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扮演积极
的角色。

戴霆霆出生于
1999年 2月，生在西班牙，长

在西班牙。我们做父母的下了很大决心，才在2009
年夏天把孩子带回中国接受中文教育。

读到人民日报海外版 8月 6日的头版文章 《送孩子回
中国读书，走起》，勾起了我的回忆。

那一年，她10岁。在西班牙小学读完四年级后，她回
到了老家浙江温州的乡下——永嘉上塘。由于中文基础不
好，在上塘，她仍然就读四年级。一开始，她觉得有点困
难，毕竟她在国外长大，中文基本上靠自学。不过，在老
师与同学的帮助下，她不久就跟上了同学的脚步。在上塘
接受了一年的基础教育让她受益匪浅。一年的时间里，霆
霆中文进步很大，不仅能聊天，还能用中文写日记。她告
诉我们，希望能在中国多住些日子、多学点东西……不
过，由于她所在的西班牙学校学籍只能保留一年，2010年
夏天，她不得不离开相处了一年的同学与老师，回到西班
牙学校继续学习。

一回到西班牙的学校，问题就出现了。原先与她一起
上四年级的同学，如今都该上六年级了。也就是说，当同
学们在西班牙上五年级的时候，霆霆在中国上四年级。如
果霆霆回到西班牙学校去上五年级的话，至少在心理上对
她来说是一种打击。

我们希望霆霆能与以前的同学同班上课。但是，学校
的意见是，不提倡让孩子学那么多东西，担心孩子太累，
所以不同意让她跳级。在我的坚持下，校方做出了一定的
让步：学校同意让霆霆升级，但要求我们自己出钱聘请一
个家教给孩子补课，并且说明，如果半年之后仍然跟不上
其他同学，就要让孩子转到五年级。

幸运的是，霆霆读书还是比较用功的。半年之后，霆
霆的成绩比老师想象的好得多，有几门课程还受到老师的
称赞。虽然霆霆在中国学习了一年，但回到西班牙后还能
和原来的同学一起上学。从学习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

感到很欣慰的。
而且，有意思的是，尽管中国和西班牙两国的老师

对学生都有责任心，不过，霆霆觉得中国的老师比西班牙
的老师更可爱，更有人情味。

到现在，一旦有人说起送孩子回国读小学的事，我仍
然觉得我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包括孩子本人也这样认
为。孩子说，要是她不回中国，真的不知道，她对中国和
中文会有怎样的概念。回过中国，才喜欢上中文，也喜欢
上中国的老师和同学。

在中国读书期间，我们能看出来，每次做完功课，霆
霆都很有成就感。当然，她的成就感还源自其他方面。她
在中国期间曾代表学校参加乐器比赛，获得全县二等奖。
她还在学校担任过小主持人。回到西班牙后，霆霆还多次
接受电影公司的邀请，几次参与电影拍摄。

世上没有两全其美的教育。我认为，重要的是，让孩
子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够区分和识别，哪些是好的，哪
些是不好的。学校只能教给你学习的方法，最终，还要靠
孩子自己去领会。

在东南亚，
这早已是传统

胡逸山（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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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逸山（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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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华东（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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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子
回回中中国国读读书书

还还

编者按编者按：：本报本报 88 月月 66 日在头版刊登日在头版刊登《《送送

孩子回中国读书孩子回中国读书，，走起走起》》一文一文，，在海外华侨华在海外华侨华

人中引发热烈讨论人中引发热烈讨论。。究竟该不该送孩子回中究竟该不该送孩子回中

国读书国读书？？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是回到中国是回到中国

学习中文重要学习中文重要，，还是陪在父母身边重要还是陪在父母身边重要？？大大

家各抒己见家各抒己见。。

从大家的反映来看从大家的反映来看，，在学习中文的重在学习中文的重

要性上要性上，，意见一致意见一致。。而在学习中文的方式而在学习中文的方式

上上，，分歧较大分歧较大。。有人认为有人认为，，成长期的孩子成长期的孩子

在中国学到的不仅是语言在中国学到的不仅是语言，，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

中华母文化的核心价值会在孩子心中生根中华母文化的核心价值会在孩子心中生根

发芽发芽。。也有人认为也有人认为，，如果单纯为了学习中如果单纯为了学习中

文文，，就把孩子送回中国就把孩子送回中国，，而父母依然在海而父母依然在海

外工作生活外工作生活，，那将非常不利于孩子的成那将非常不利于孩子的成

长长，，会大大降低孩子的幸福感会大大降低孩子的幸福感，，而且而且，，也也

对孩子将来的事业发展不利对孩子将来的事业发展不利。。

不过不过，，看得出来看得出来，，不管身处何方不管身处何方，，黑眼睛黄黑眼睛黄

皮肤的华人依然牢记中国皮肤的华人依然牢记中国““根根”，”，依然时时刻刻依然时时刻刻

考虑着中华母文化在下一代的传承考虑着中华母文化在下一代的传承。。本报将陆本报将陆

续刊登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内续刊登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内心感言心感言。。

讨 论讨 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