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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时间每周四 20：30
至 21：00，当地人可以从都柏
林城市广播收听到一档用英语
介 绍 中 国 文 化 的 节 目 ——
Hello China （你好！中国）。
这个节目从策划到制作，都由
中国留学生志愿者完成。

“让外国人更加了解中国”

为什么做这个节目？大家
有一个共同的想法：传播中国
文化，改变外国人对中国的看
法。

在都柏林大学就读的张茼
的印象中，爱尔兰人对中国文
化很感兴趣。朋友聚会谈到中
国时，有些爱尔兰朋友就两眼
放光，缠着她问中国是什么样
子的。但令张茼感到沉重的
是，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并不
多，有时甚至存有误解。一次
和朋友逛公园时，她的一位爱
尔兰朋友看到海鸥，就问她：

“你是不是想把它吃掉？”原
来，在一些爱尔兰人眼里，只
要是会动的东西，中国人都吃。

无独有偶，同校的沈艳婷
也遇到了同样的窘境。她曾被
一位爱尔兰朋友这样问道：“你
们中国人平时的穿着也是这样
的吗？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武
功？”

来自都柏林大学的孙弘博
也多次被问及“你们中国人是
不是都吃狗肉？”他很无奈：

“随着我们国家的快速发展，中
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
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留学生
常常感到困扰，因为我们发现
外国人并不了解中国。”

“我们想做一些事情来改变
这种现状，让外国人更加了解
中国。”孙弘博说道。这也是
Hello China节目组中所有中国
留学生的心声。

Hello China节目主要有三
种内容。一是播报中国国内新
闻。二是话题，邀请嘉宾讨论
当下备受关注的中国社会热
点。第三是教汉语。

Hello China的无线电波覆
盖到了爱尔兰全境；同时，通
过一些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世界各地的听众都能收听到
Hello China的节目。

“从播音中获取乐趣”

在 Hello China 工作，不
仅能够帮助志愿者们增强“传
播中国文化”的使命感，也为
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提供了

一个平台。
张 茼 是 Hello

China 的 一 名 主 持
人。虽然从本科到硕
士，她学的都是理工
科，但她从小就喜欢
传媒行业。因而去年
6 月收到 Hello China

的招募通知时，她投向了该节
目组的怀抱。对她而言，Hel-
lo China 是助她实现这个离自
己越来越远的梦想的平台。

和张茼一样，沈艳婷也对
传媒感兴趣。她擅长播音，小
时候曾在地方电台做少儿广播
节目。而长大后，在异国他
乡，她依旧能从播音中获得乐
趣：“每次在 Hello China 做主
持人，都能遇到不同的人，比
如懂中医的外国朋友，会中国
占卜的外国朋友，以及分散在
爱尔兰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
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一份
收获，一份乐趣。”

林盼盼就读于都柏林圣三
一学院互动数字媒体硕士专
业。她在 Hello China 做录音
师，也是“学以致用”——将
课堂上学到的录音剪接和声音
处理技术用于实践中。由于本
科阶段学的是英语与中国历
史，她对 Hello China 节目中
涉及到的中国历史也格外感兴
趣。“我一方面想传播中国文
化，一方面借此机会锻炼专业
技能。”林盼盼说道。

一路走来之不易

这档传播中国文化的节目
始于 2001 年，但在 2010 年之
前，它并不叫 Hello China，节
目 形 式 也 与 现 在 大 不 相 同 。
2010 年，当时的负责人李天把
节目易名为 Hello China。2013
年 6 月，现任负责人孙弘博接
手Hello China时，节目组只剩
下一个成员了。

“当务之急是招募新人。”
孙弘博通过中国学联向在爱尔
兰的中国留学生们发出了招募
通知。经过筛选，7 名新人加
入了节目组。

新人加入后，困难并没有
迎刃而解。多数成员未经过广
播节目制作专业训练，孙弘博
对电台节目制作也是一无所
知，只能上网查资料。策划、
主持、音频编辑，他自己摸索
着学习节目制作的全过程，并
给新人做培训。新人逐渐上手
后，就开始发挥各自的职能。
他们每周六录制节目，从未间
断过。

许多成员加入节目组后的
工作也并非一帆风顺。张茼第
一次主持的节目话题是“中国
和爱尔兰产后护理的比较”，涉
及许多医药术语，如当归等，
用英语介绍这些名词对她来说
有点困难。当期嘉宾是一个重
量级人物，她一紧张，嘴巴就
更不利索了，只能不断地重录。

谈到Hello China未来的规
划，孙弘博透露，他希望多组
织一些线下活动。目前，他打
算举办一次“中国文化之夜”
音乐会，让更多人体验“中国
文化”。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一寻常、温馨的情
境，对留学生而言却近乎奢侈。因为时差的缘故，有的
留学生和国内的家长无法同时赏月。每逢中秋，这一
份乡愁便越发浓烈。在全国举家团圆之时，留学生的
中秋节如何度过？

异国中秋 扬中华文化

一些留学生在异国过中秋的同时，也在传播中国
文化。

“在国外过中秋，当然想家啊。”谈及中秋，在比利
时一所大学读研的谭轩激动地说出了内心的乡愁，

“最大的感觉就是国外没气氛”。为此，她每年都会在
家里办中秋派对，邀请中外朋友们一同赏月，感受“中
秋”这个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氛围。

派对上有中国传统食物饺子、月饼和烤鸭，大家
在包饺子、品尝美食的同时，还一起猜字谜。

在谭轩的印象中，在国外过中秋最美好的回忆是
在第一年派对上举办的中秋故事会。在派对前一周，
她特地到布鲁塞尔文化艺术馆的东方学研究中心，从
一排排鳞次栉比的书架中找到几本法语译本的中国
故事书，如嫦娥奔月、枕中记。派对上，她请来了一名
比利时男导演和一名法国女演员，让他们用艺术的方
式、用法语将中国故事演绎出来。在欧洲，讲故事也是讲故事也是

一种艺术一种艺术，，在两名讲故事的人的诠释下在两名讲故事的人的诠释下，，中国传统中国传统故故
事在异国变得更加富有感染力了事在异国变得更加富有感染力了。。

在第二年，为了增强节日氛围，谭轩特意向一位
朋友、中国年轻女漫画家罗殷申请动画短片《兔子的
尾巴》的放映权，取得许可后，她在中秋派对上播放了
该短片。该短片中有月亮、灯笼、悠扬的音乐，意境和
中秋十分契合，让派对更加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学生克里斯汀（化名）就读于美国伊州大学
香槟城分校。中秋晚会时，除了中国学生外，克里斯汀
还邀请了几个外国朋友一起观看晚会，朋友们也饶有
兴致。

“每逢中国传统节日，我都会向外国朋友介绍这
些节日的来源、风俗。听完我的介绍，他们张大了嘴
巴：‘哇’，显得惊奇又向往。”克里斯汀自豪地说道，

“他们还很喜欢我们的月饼哩！”

惺惺相伴 同胞情更深

不少留学生的中秋节是在晚会的喧嚣声、华人同
胞的温情相伴中度过的。在这个特殊的节日，这种同
胞情也显得弥足珍贵。

自2012年到爱尔兰留学起，王思迪已经在异国度
过两个中秋了。通常情况下，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等
每年都会举办中秋演出活动，王思迪也常常去“凑凑

热闹”。但更多的时候，她会在和家人通完电话后，去
亚洲超市买几个月饼，和中国留学生聚在一起吃中国
菜。

节日往往是大家在厨房“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克
里斯汀便在中秋节当天跟小伙伴们一起做了一大桌
子菜。“酱爆茄子、京酱肉丝、糖醋里脊、滑蛋虾仁……
甚至还有拔丝苹果和烤羊肉串！中国留学生们各显神
通，做了家乡的特色菜来纾解思乡之情。喔！对了，还
有人做了冰皮月饼呢！”

在这种惺惺相伴中，同胞间的感情也在不知不觉
中升温。“虽然中秋节不能和家人相聚，但是可以和很
多华人在一起聊天。”王思迪说，“这种感觉很特殊，一
方面，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更强了；另一方面，华人同
胞之间也更加亲近，觉得更像一家人了。”

独在异乡 思乡愁更愁

孤身在外，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着团圆的
日子让留学生们的离愁别绪更加浓郁。

“现在我这里跟家人有着 8个小时的时差。在国
内读大一时，虽然在异地，还能通过视频跟爸爸妈
妈同时赏月，如今也做不到了。国内圆月当空，我
这儿还是太阳高高挂。”提到中秋，英国伯明翰大学
的胡潇 （化名） 有一肚子苦水要倒。“去年中秋那一
天特别想家，想爸爸妈妈，想爷爷奶奶。平时嘻嘻
哈哈没有觉得，一过节所有情绪都汇聚在了一起。
中午吃饭时，看到别人家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围坐在
一起，心里说不出的失落。”

她说，今年中秋节又快要到了，英国却没有中
秋氛围。或许会在中秋当天跟几个中国小伙伴一起
凑一桌子饭，简简单单地过节；或许干脆将这一天
当做普通日子一样按部就班地过，最多买个月饼安
慰自己。“虽说英国的月饼真是贵上天了。”

与胡潇一样身处英国的颜佳莹也有同感，她在国
外上高中，如今就读于剑桥大学。“这边月饼很贵，5
英镑一个。”她记得，她曾在中秋那天的某节课上画了
个月饼在课本上，饱饱眼
福，“画饼充饥”了。

据《重庆晚报》报道，来自重庆的留
学生在法国开店，在卖西点的同时也将
酸辣粉、小面等重庆小吃带到了巴黎，
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好评。对此，不少留
学生表示赞成这种做法，通过美食，让
外国人更了解中国人和中国饮食文化。

“地道的中餐很吸引人”

就 读
于英国布里斯托大
学的王晖表示，很多外国朋友只是听
说，中国菜味道很好，一般不太愿意尝
试。但如果有中国留学生能把中国菜带
给他们，他们会愿意接受。“我有一个朋
友做一手好菜，一到饭点，宿舍里就有
外国朋友围过来跟我们一起吃。此外，
开店在赚钱的同时又能传播中国饮食
文化，我觉得特别好。”王晖说。

另一方面，在国外有些中餐是经过
改良的，是为了迎合外国人的口味。比如
美国有一个中餐快餐品牌叫panda ex-
press（熊猫快餐），几乎所有中国留学生
都认识，但其实是“美式”中餐。就读于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金毅对此深有感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金毅对此深有感

触：“那只能勉强算是中餐吧。想吃更为
正宗的中餐除了自己做，就是去中国城
或华人聚居区。比如一家叫‘滋味成都’
的店，成都风味地道，每天晚上生意都非
常火爆。”

就读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王
源说：“这边的中餐大多是自助餐，会发
现很多外国朋友爱吃春卷、饺子、炒饭

等 ，会 用 筷 子 也 会 觉 得 很
棒。”

不仅如此，中餐
更是很多留学生国

外生活的“必需
品”。而如今很多
地 方 都 有 中 餐
店，吃一顿中餐
也并非难事。就读

于澳大利亚墨尔本
大学的刘婷说：“这里

的中餐基本都很好吃，由
于墨尔本华人圈发展较早，几

乎能找到各种菜系的馆子，我比较
喜欢这里的川菜和小笼包。”

在美国天普大学读书的张宇不习
惯吃西餐，每次出门去一个地方就会查
一下yelp（相当于大众点评），寻找好吃
的中餐馆。但是她感到那里的中餐厅大
多是广东和福建人做的，味道偏甜。

“记忆和思念都在菜里”

笔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留学生出
国之后开始了自己做饭的日子，厨艺得
到了很大提升。就读于英国考文垂大学
的费德坦言，初到英国的兴奋和新鲜感
是暂时的，两个月后就会开始想念中国
菜的味道了。

而对于喜爱做
饭的同学来说，这更
是一种习惯。“虽然
法餐味道还不错，但
是每天的中饭、晚饭
都是自己做。自己做
饭比较便宜，而且我也挺喜欢做饭，一
般每周末我会拿出一个半天专门做一
顿，比如煲个排骨汤或者鸡汤。”王源
说。

如果说自己做中餐是一个体验的过
程，大家一起做则是分享一种温馨。去超
市买买菜，小伙伴们互相邀请去做饭吃。

“多半是做一些家常菜，也会有‘厨神’时
不时地露一手，做个椒盐虾、玉米牛腩汤
等。今年过年时，我们聚在一起包饺子、
做菜，炒啊煮啊，忙得不亦乐乎。最后菜
上满一桌，大家围坐在一起欢庆的场景，
让人感到特别温馨！”金毅说。

费德的隔壁住了一个高高瘦瘦的
兰州同学，被称为“拉得一手好面的哥
儿们”，大家经常会用拉出来的面做各
种面食。就做面片来说，大家会一起从下
午两三点开始准备白汤，将羊肉、白萝
卜、中国超市买的大料一起放入锅中，足
足熬上一个多小时，然后将面片放入冰
箱。“等到吃饭前半个小时，将面下入沸
水中，捞出放入分好的白汤中。再加上自
己调配好的酱料就可以吃了。”“除了面
食，我们也会自己下厨学着做一些硬菜，
每道菜的背后都会有不断的尝试，失败
或是成功，都愉快地吃下。记忆在菜里，
思念也在菜里。”费德说。

“中国料理离我们不远”

“对我来说，家乡味道代表了心中

的中国味道，大概就是一碗鸭血粉丝
汤吧。”刘婷说。

味道总是和家乡脱不了关系，更
多的时候，它承载着一份对自己曾经
生活的那片土地的记忆。而说到中国
味道，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

家在武汉的王源除了从家里带一
些干货，比如木耳、香菇之类，另外
必不可少的就是热干面。“这是武汉人
的最爱。在国外吃着同样的食物，但
家人不在身边，就会很想念妈妈做的
饭。我觉得中国味道中，美食给人的
感觉是最强烈、最直接的。对我而
言 ， 在 外 留 学 很 难 有 一 个 称 得 上

‘家’的地方，每次回家才会觉得更踏
实。”

也有人在寻找正宗的家乡味道的
过程中吃到了其他中国美食。“‘中国
味道’对我来说更多的是家乡的海
鲜，洛杉矶难得找到正宗食材。而身
边的朋友来自全国各地，大家因为留
学互相认识，又互相推荐口味正宗的
家乡菜馆。我就专注着吃遍大江南北
的口味啦。所以两年下来我吃了很多
以前在家乡都没有吃过的东西。”家在
浙江的金毅说。

说到中国味道，费德感慨地说：
“中国的料理始终离我们不远，不论是
中国的餐馆还是自己下厨，家的味道
被深深地刻在每一道菜中。”

（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露从今夜白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月是故乡明

学子邀中外朋友一同赏月学子邀中外朋友一同赏月
林桂桢 冯琦婧

Hello China：

发自爱尔兰的发自爱尔兰的

中国问候中国问候
林桂桢

留学何方也忘不了“中国味道”
李 悦

节目录制结束后，Hello China成员与嘉宾合影节目录制结束后，Hello China成员与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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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聚餐

每到一处就嗅中国餐馆 聚到一起就秀中餐厨艺

留学生在做面片留学生在做面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