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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本报在一版刊登了《送孩子回中国读书，走起》一
文，由此掀起了一场牵动海内外华人心弦的热烈讨论。该文是由
本报独家策划的重要选题报道。这篇报道反映的是中美洲巴拿马
等国的华侨华人，为了让华二代、华三代更好地学习汉语、了解
中华母文化，把他们从小就送回中国读书的事情。

文章在本报头条刊发后，引发海外华侨华人的热烈讨论。迄
今为止，共收到来自 20 多个国家的华人反馈，涵盖了亚洲、欧
洲、美洲、大洋洲和非洲 5大洲。我们先后拿出 7个版刊登参与
讨论的各方观点，同时利用海外合作伙伴媒体扩大海外传播力和
影响力。文章及随后的讨论引发了众多海外媒体的转载，台湾

《中央日报》 网以及 《日本新华侨报》、西班牙 《华新报》、秘鲁
《秘华商报》 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中文媒体都全文转载，并选
编了部分讨论文章。本报官网海外网也进行了全方位报道，并将
有关文章推送至海外华人网络社区。文章被国内上百家网站和欧
洲网、韩国中央日报网、联合早报网等国外媒体转载，许多海外
网友借此表达自己的观点，形成舆论热潮。

讨论的主题涉及子女教育和身份认同的问题，这是海外华侨
华人十分关心的话题。讨论中发现，许多海外华人家长都曾在这
个问题上纠结过，有的则是正在面临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渴望从
大家的发言中寻找智慧。随着讨论的进行，孩子们也加入了进
来。他们的语言还很稚嫩，但是他们表达的是自己最切身的体
会，为家长的思考以及各方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海外侨胞的踊跃令人赞叹。比如，拥有

200多位群友的“侨联之友”是世界各地的侨胞朋友自发组成的
微信群。读了《送孩子回中国读书，走起》后，群里组织了一次
主题讨论，群友无不积极发言。有群友因为要赶飞机，所以在约
定讨论时间前就开始发言，其他群友马上跟上。整个讨论持续一
个小时后，群友们依然感觉意犹未尽。后来，应大家要求，群主
又组织了第二次讨论。此外，澳大利亚的新金山中文学校组织学
校老师和学生家长参与了讨论，德国侨胞则组织多名中文学校的
孩子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讨论中，海外侨胞的拳拳爱国心以及对祖（籍）国的无限眷恋
都让人无比感动。比如，署名“印尼小草”的来稿中这样写道：“我爱
我的祖国。就算现在我们入了印尼国籍，我还是以为总有一天会回
到自己的祖国。到42岁时才醒悟到自己不是中国人，而中国只是祖
籍国时，我还为此伤心流泪过，好久以后才释怀，接受了这个无法
改变的事实。”在邮件中，“印尼小草”说：“这篇稿子，如有不对的地
方，请帮我修改。因为我没学过怎么写文章，肯定写得不好。如果不
合格，不能刊登，也没关系。谢谢。”

海外的华侨华人，真心为你们点赞！
此次有关是否该送孩子回中国读书的讨论已经持续了近两个

月。今天，本报邀请相关专家从专业的角度发表意见和建议，作
为此次讨论的完结篇。

此次讨论是一次成功而且有益的尝试，对我们未来的涉侨报道
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今后，我们将努力嫁接此次成功的做法，继续主
动设置议题，更好地为海外华侨华人提供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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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外华裔孩子是否要送回中国学习，讨论得很热烈，家
长、学生各从自己的经历和实践出发表达意见，各种说法都有自
己的道理。

在我看来，是否要送回中国学习，取决于各自的实际情况，
要从实际出发。

海外华裔孩子的情况千差万别。国家不同，情况不同，如马
来西亚，已经有系统的华文教育；同一个国家情况也不同，例如
印尼，雅加达、巨港和巴淡情况不同，雅加达的华裔孩子的华语
是第二语言，巨港的孩子很多会汉语方言，而巴淡则会说普通
话。家庭背景也不一样，有新移民，还有老移民，同样有的有
母语背景，其中有的是方言，有的是普通话；还有家庭的经济
情况也不一样，有的有经济实力，有的没有；还要考虑孩子的
兴趣，以后是向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方面发展，还是其他方面
的发展。因此，不切实际地把回国还是不回国一刀切显
然并不合适。

对下一代进行华文教育是华人社会和家长的
执著和追求。就目的而言，有传承中华文化
的需求，也有让下一代掌握母语这个工具
的需求。这两个方面理论上密不可分，
但实践上并非那么简单。事实上，华
文教育的目标是有层次的：有总体
目标，也有分层的具体目标。未
来的世界必然是多语世界。多
语世界需要多语人才。不少
家长都看到了这一点，他
们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对下
一 代 进 行 家 庭 语 言 规
划。

除 了 “ 认 祖 归
宗”的语言文化认
同教育外，华裔
孩 子 华 文 教 育
的目标大体有
以 下 几 类 ：

（1） 能很好

地掌握母语，成为精通母语和所在国语言的双语或多语人才；
（2） 掌握好所在国语言，能够保持母语交流；（3） 掌握好所在国
语言，会一点儿母语。

种种背景差异和不同学习目的，影响着华裔孩子母语学习的
选择。回国学习也有不同的方式。读本科，乃至硕士、博士，是
一种选择；花一定的时间，例如一年半载学习中国语言，也是一
种选择；回国一周乃至数周，进行短期的体验同样是一种选择。
目标不同，条件不同，选择自然不同。如果没有回国的条件，送
孩子到海外中文学校学习，带领孩子参加海外华人社会的活动，
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无论如何，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尽
可能让孩子到祖籍国走一走，看一看，其作用是书本或媒体和家
长的说教所无法比拟的。

其实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海外华人社会和家庭有必要为下
一代做好语言储备。所谓母语储备是我杜撰的一个概念，是说

家长应该在语言习得的关键期给予孩子一定程度的母语刺
激，哪怕是方言。从已有的情况看，第二代华人不一

定必然选择母语进行学习。语言学习的选择权是
家长的，但最终的决定还是由学习者个人作

出。华裔子弟在学习华语上和“洋人”有根
本的不同，前者更有学习的优势。以往的

语言教学中忽略了他们的优势。如果孩
子在语言关键期受到母语刺激，这种优

势就可能形成。有了母语储备，一旦
未来他希望学习母语，就可以利用

已有的“积累”，最大限度地提升
自己的母语学习能力。以往讨

论中巴拿马冯子良的例子或
许就说明了这一点。

总的来说，家长应该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规
划孩子的走向，没有哪
一种模式可以包打天
下。

（作者为北京华
文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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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熙

当前，是否让子女回国
之所以成为焦点，实际上是
因为一种包括经济和情感成
本的考量。也即：让子女回
国就读的途径是否是最佳或
普 遍 适 用 的 方 式 ？ 笔 者 以
为，华侨华人个体及其子女
处境千差万别，是否回国就
读，也需详细权衡各方面的
条 件 。 这 些 条 件 可 分 为

“时、地、人”因素。
“时”指华人子女学习华

语 的 年 龄 段 和 集 中 学 习 时
间。大体而言，学华语的年
龄段以5岁-16岁中的某段年
龄最好。集中学习时间视家
长的期待值不等，但最好是2
年以上，这是掌握基本读说
华语能力的起码年限。如果
16 岁以后再学华语，则只好
以其他母语作为学习华语的
思维逻辑，事倍功半。如送
子女回国数年，华人父母需

要承担数年的经济和情感成本，收益的是子女基
本掌握华文的能力和维系中华文化的根。

“地”指在哪儿学习华语，这是决定是否选择
送子女回国学习的重要评估。在东南亚各地、日
本和韩国，已经有条件较好的华文学校，可就近
在当地学习，不必远离父母。尤其是马来西亚、
菲律宾、印尼和越南的一些华校，其教育水平堪
与国内相比。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欧洲华
人数量较多的法国、英国等国，也有条件不错的
华文补习学校，有能力培养学生掌握基本读说华
语能力。入学当地华校，华人父母承担的仅是经
济成本。近 10年来，东欧、拉丁美洲、非洲的华
侨华人数量激增，这些地方的华文学校稀缺且教
育水平不高。对这些地方的华侨华人而言，如经
济条件较好且国内有合适亲友可关照，应当送子
女回国学习。如希望掌握较高华文水平和多浸染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则不管在世界何地，在中
国留学几年是唯一选择。

无论如何，家庭是华语的最佳语言环境。华
人父母在其子女的幼年时期，就培养其汉语的母
语或半母语意识并给予相关学习时间和环境，则
双语效果可显现。很多欧美华人父母在创业时
期，较少考虑子女学习华文的需要，等事业有所
成时，才着急子女的华语程度。其实，如果在创
业时期，其择业地方就考虑到靠近华文学校，子
女双语就不会成为大问题。

“人”指国内是否有较负责任的亲友帮助照顾
回国就读的华人子女。中国人向来重视亲情，但
还应考虑是否有适合的照看人，尤其对 15岁以下
独自回国就读的小孩。一般而言，合适的照看人
应当富有亲情和一定文化，能给远离父母的孩子
一个有爱又有文化氛围的环境。爷爷、奶奶会视
照顾孙辈责无旁贷，但一些爷爷奶奶文化水平较
低，而有些叔伯姑姨未必有足够爱心。在这种情
况下，送未成年小孩回国就读数年就未必合适。
对他们而言，或许成年后再选择到中国留学是更
好的选择。

综上所述，在世界“华文热”的大背景下，
华侨华人子女应当利用身为华人的优势掌握华
文，已经成为共识。当这种共识形成后，回中国
学习一段时间已然成为一种趋势。随着华侨华人
经济处境的不断改善和中国教育条件的提升，华
人子女回国就学潮将汹涌而至，其差别只是什么
年龄回来和学习多长时间更合适。我更希冀的
是，中国政府和民间在因应华人子女回国就学潮
到来时，或许应当更多关注那些让没有能力送子
女回国的华侨华人，考虑如何让其子女也有学习
华文的较好条件，如提供回中国学习的奖学金、
在当地开办或资助华校等，毕竟现在应当是中国
社会反哺海外同胞的时候了！

（作者为华侨大学讲座教授、厦门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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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国土■ 庄国土

送 孩 子 回 中 国
读书的理由，大家
说的比较多的是为
了让孩子学习中国
语 言 和 中 国 文 化 ，
这其实主要是移居
海外的父母们的愿
望和情结。他们对
孩子操着与自己不
同的母语，有不同
的价值观和行为准
则，会感到很不适
应甚至惶恐，所以
都希望孩子能够跟
自己有一样的文化
与 族 群 身 份 认 同 ，
希望把根留住。但
这只是一厢情愿的
想法，是否能够实
现乃至是否应该实
现都是值得怀疑的。

跨 文 化 交 际 理
论认为，一个人从
一个地方移居到另一个地方，可能会因为
语言、人际关系、行为模式、价值观念以
及环境等的巨大差异而造成心理焦虑，进
而可能导致无所适从，甚至根本无法正常
生活与行事，这就是文化休克现象。而是
否会出现文化休克，出现了会持续多长时
间、能否顺利调整、适应并接受陌生文
化，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尽相同，结果也不
一样。所以孩子回国也不一定能很好地接
受中国文化，不一定能产生父母期待的文
化认同。另一方面，即使孩子回国期间适
应并接受了中国文化，但将来他们回到国
外，在各种因素作用下，也未必就不会改
变其文化图式。因为人的认识会不断变
化，儿童更容易变。

同时，更深一层的问题是，已经移居
国外的孩子必须要传承父母的文化之根
吗？他们如果未来的家庭、事业、生活、
社交都在国外，为什么非得以父母的文化
为其文化底层？这样他们还能顺利地在所
在国生存、发展吗？何况长期脱离中国的
环境，其第二代、第三代不可能一直将中
国文化保留和传承下去。这话听起来很不

“爱国”，但事实就是如此。不要指望生在
外国、长在外国的华人对中国怀有情感，
这是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决定的。族群文化
从根本上说没有好坏之分，没有中国文化
特征的孩子，不必成为父母焦虑和惶恐所
在。

还有不少家长认为，送孩子回国可以
让其熟练掌握汉语，这样孩子就可以成为
双语人，为其将来在社会上的发展打造一
项技能条件。但这种愿望实现的可能也是
很低的。儿童阶段有很强的自然习得语言
的天赋能力，但学得快忘得也快，一旦长
期离开某个语言环境，这种语言技能就很
快退化。所以，孩子能否成为双语人，也
不取决于是否送回国学习。

归根到底，在注重儿童个性和认知差
异的时代教育理念下，父母不应单纯以自
己的意愿替孩子选择。而是首先要根据孩
子各方面的特点以及未来可能选择的发展
道路，来考虑让孩子在哪里学习、学习什
么、什么时候学习、怎样学习等问题。特
别是对那些已经进入初中及以上阶段学
习、有了明确自我意识的孩子，要关注他
们的意愿、兴趣、情感与性格特征，因势
利导地选择教育途径与方式。所以，送不
送孩子回国读书，不应该，也不可能形成
移民一族的共识。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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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之完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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