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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0日 星期五 华侨华人

据马来西亚 《光明日报》 10 月 6 日报道，为
了纪念重阳节，由马来西亚青年运动大城堡花园
支会第三度举办的“九月初九重阳节登高”活
动，吸引马来西亚 50名华裔男女和小孩，穿上各
式各样从中国特别订制的汉服，一起登上共和联
邦公园喝菊花酒吃重阳糕点，透过互动及有趣方
式，深入了解中华传统文化。除了以吃喝方式欢
庆外，活动也会有三献礼仪式 （汉人历来有的一
种祭祀祖先的礼节），让人们深入了解节日的意
义。

本报电（白玉洁） 日前在京举行的第五届华
侨华人中原经济合作论坛 （简称“华合论坛”）
新闻发布会透露，论坛将于 10月 15日-17日在河
南省平顶山市举办，拟邀请500名左右华侨华人代
表参会。

“华合论坛”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河南省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自 2008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了
四届，共有 1500余位华侨华人代表参与，共发布
招商项目 5891 个，重点合同签约项目 208 个，金
额1688.03亿元。

第五届“华合论坛”的主题是“中原城市群
建设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将举办中原论
坛、河南省情及产业合作专题推介会、海外人才
交流对接洽谈会、海外华文媒体看中原采风活
动、河南省海外交流协会理事成员恳谈会等活动。

平顶山将办“华合论坛”平顶山将办“华合论坛”

近日，以“美籍华人：排斥/包容”为主
题，纽约美国历史博物馆主办了一场大型展
览，通过探索几十年来美国和中国间跨文化的
交流，记录货品和人物的变迁，回溯中国人在
美国的复杂历史。

展览以第一艘从美国开往中国的商船“中
国皇后号”为开端，生动地再现了美籍华人在
移民、入籍以及融入过程中所遭遇的挑战，展
现了华侨华人为美国国家建设所做出的贡献。

同样的感官之行，在不久的将来，马来西
亚华人博物馆也能够带你领略。

为了记载华侨华人历史，并让更多年轻人
和世界各地游客了解华人“在建设一个繁荣的
马来西亚中所做出的贡献”，马来西亚华人博物
馆正在筹建之中。

特别的是，该博物馆还将与厦门华侨博物
院合作，分批提供大量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的
文物给厦门华侨博物院展览。其中不乏中马建
交 40年的珍贵照片、马来西亚华侨为主的南侨
机工史料等珍贵的收藏品。

记载着华侨华人的奋斗与成就，浓缩着海
外华侨华人奋斗史的华人博物馆宛如一部部历
史书，讲述着华侨华人的专属记忆。

据报道，近二三十年来海外华人博物馆的
出现并有增多的趋势，从博物馆的规模及内容
来看，虽不尽相同但各有特色。

神户华侨博物馆里面既有唐宋文物又有孙
中山墨宝；墨尔本的澳大利亚华人历史博物
馆，入口处陈列着一条300米长的巨龙，给人龙
腾澳洲的震撼；马六甲的娘惹博物馆是华人与
当地人民融合的见证；纽约的美洲华人博物
馆，更是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在美华侨华人的成
长。

“如果你是华人，认为你与美国社会不能百
分之百融入时，到博物馆来会找到你的归属。”美洲华人博物馆的华裔女设
计师林璎曾这样说。

不错，正如美国 《世界日报》 在报道中所提及的那样，“博物馆的力
量，不只是展示历史，而是透过历史纪录让观众认识华裔”。华人博物馆的
意义不仅仅是为了记录保存历史的点滴，更为后人提供了感知华人文化的
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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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望成大器，养儿有待贤良”。望子成
龙，自古是中国人对于孩子的期待。如今，这种
观念仍深深根植于国人心中。在海外，这样的家
长也随处可见。

排队比拼重金教子

近日，据美国 《侨报》 报道，洛杉矶一些华
人家长为培养孩子，不惜重金让孩子参加各种校
外辅导班、特长班，最多竟让孩子学习七八种技
能。

学生家长杨女士，为了让儿子学习摄影摄像
技术，买了全套的设备，包括高配置电脑、专业
单反相机、无线折射闪光灯和拍广告专用的弧形
台版。为了帮助孩子汲取创作灵感，她还利用假
期带着儿子到中国各地旅游，拍摄名山大川、亭
台楼阁。为了把孩子培养成一名专业人才，她已
在各种特长班为孩子砸进去几万美元。

无独有偶，在澳大利亚悉尼，平时华人家长
凑到一起，只要提到孩子，好像唯一的话题就是
补习班、精英班、精英中学。据当地媒体报道，
悉尼的补习班数目在过去 10 年内增长了 300%，
这其中华人“贡献” 很大。

个中缘由五味杂陈

从表面上看，华人如此重金、高压培养子女
是受了中国传统观念影响。但海外的华人父母也
确有他们的难处。

华人漂洋过海来到异国他乡，千辛万苦拿到
“洋户口”，并不代表被当地社会完全接纳。为找
寻安全感，华人父母对孩子的期待自然很高。

攀比心理，也助长了华人砸金教子之风。华
人社会中的爱攀比、讲面子、父以子贵等风气，
在海外依旧浓厚。这种攀比炫耀，造成了父母之
间对孩子期待值的“军备竞赛”。

孩子天性不容剥夺

华人父母这种揠苗助长的教育方式受到了外
界的关注。

悉尼大学荣誉教授 Dianna Kenny 认为，学生
们利用课余时间补习将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这
将影响到其身心的全面发展和提高。华裔父母的
高期待和高压力下的培养模式，伤害了孩子的自
尊和自由。

一个瑞典人如此评价，“他们虽然人在瑞典，但永
远不会是瑞典人，他们的孩子也是”，“在我们国家，你
不可能看到 10岁的孩子在周末学习或是请家教辅
导。人们普遍认为，要是孩子生活在太大的压力之下，
他们童年时的快乐和灵感也就荡然无存了”。

他承认，许多华人的确很优秀，但他并不认同
用钱和强压“培养”孩子的方式，“像很多华裔一
样，他们可能会很优秀，但不会快乐”。

华人砸金教子 利大弊大？
白玉洁

当地时间10月4日，韩国
仁川中华街正在进行中国传统
舞龙表演。仁川于10月3日起
在中华街举办为期 3天的“中
国文化旅游庆典”，以促进中
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庆典期
间，既有中国传统的舞狮、舞
龙、武术等表演，也有空竹、
麻将等中国民间玩物的体验展
示，吸引了大量中韩两国民众
观光。仁川中华街是韩国最大
的“唐人街”，1883 年仁川港
开埠，1884年这条唐人街所在
地区被指定为清政府的治外法
权地，以后逐渐形成华人聚居
地。

贾天勇摄 （中新社发）

仁川中华街

上演中国绝活

本报电 据中国侨网报道，2014 年 10 月 2
日，塔坝中国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驻加尔各
答总领馆与印华文化发展协会联合举办重阳节敬
老活动，旅居加尔各答的百余位华侨华人共度重
阳佳节。活动现场气氛温馨，喜庆祥和。总领馆
向出席活动的侨胞老人敬茶、赠送慰问金，表达
祖国亲人对老一辈旅印侨胞的亲切慰问和节日祝
福。由华侨华人表演的舞狮、合唱、印度歌舞等
精彩演出引起阵阵掌声。

大马华人穿汉服庆重阳

加尔各答华侨华人度重阳

海 内 外 侨 讯

和 煦 的
阳光下，一位老

人诵读着一本《圣经》，
口齿有些不清，但这似乎并

不影响她的虔诚，颤颤巍巍的手
上，簇新的手表、硕大的罗马金戒指和

鎏金的手镯显得格外耀眼。这一幕并没有
发生在国外，而是一位安徽歙县槐塘村老太

太的日常生活。而她的手上这些“洋货”，都是身
在国外打工的儿孙们孝敬她的。

居豪宅 用洋货

槐塘村的“出国潮”兴盛于上世纪80年代，大批
村民先后前往荷兰、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闯
荡。

槐塘村村民经常说道：“我们在欧洲拿的是三把
刀，菜刀、皮刀和剪刀。”据 《欧洲时报》 称，村内
2000人中，近千人曾务工经商闯荡西欧，村内约80%
以上的农户家有亲人在海外。全村有400多人常年在
欧洲开餐馆，做皮革和裁缝生意。

凭着中国人骨子里的勤奋，这些海外移民创
造了大量的财富。据称，当地的中国银行里储

蓄的欧元几乎都来自这个村。他们都选择把
钱、礼物等寄送回国。

整个槐塘村随处可见欧式的别墅，
院子里甚至还有游泳池和车库。家

里的家具极为讲究，洋牌子家
用电器也很多，没有懂外

语的村民，只能自己
摸索着使用。

勤俭了半辈子的老人身上也能穿金戴银，甚至使用自
己根本看不懂说明书的护肤品。留守在村子的其他村
民也已习惯使用洋酒和西班牙火腿来招待客人。

但是，这些豪宅的常住人口却仅仅是几位老人。
目前，在中国，儿孙在海外务工、打拼，老人留守村

中的情况不在少数。在福建、浙江等中国传统侨乡，不少
村镇“家家是侨户、人人是侨眷”。

在著名侨乡福建长乐，比比皆是西式“豪宅”，然
而整个村子里几乎见不到年轻人的身影，只有老人们
在晒太阳，打麻将。村里土地大半荒芜，“豪宅”则交
给农民工打理。

至垂暮 盼天伦

由于长年在外打拼，多数华人的事业和家庭都在
国外。他们既没法抛下一切回国定居，又没有足够的
时间和精力经常回国。于是，很多旅居海外的子女就
简单地把赡养老人演变成了定期汇款、定期问候身体
一类的应付之举。

相比我国大多数因儿女进城务工留守家中的老
人，海外华人的父母拥有更宽裕的物质生活，居豪
宅，穿金戴银；而在精神生活上，他们却比国内的空
巢老人距离儿女们更远，更为孤独。

据西班牙欧浪网报道，旅西侨胞阿洁很早就和姐
姐、姐夫来到欧洲，已经 5年没有回去和父母过年了。

“我和姐姐都已经成家，都有各自的事业，过年也会寄
钱回去，但我们也知道即便是这样，我们能为父母做
的事情也很少。”提到自己的父母，阿洁感到很是内
疚。

槐塘村村民邱海燕的儿子从 16岁离开家到西班牙
读书，至今已12年。“孩子毕业了，就留在了西班牙工
作。”邱海燕说，“现在孩子有两个汽车装饰店，赚不
赚钱不清楚，也没有去过问，只要安全就是最大的安

慰。”想孩子的时候，邱海燕就一遍遍看手机里

存 着 的
旧照。

对 很 多 空 巢 父 母
来说，平日生活最大的乐趣
就是子女从海外打来电话。由于
很多空巢父母在家整天形影相吊、生
活孤单，加之思念远方的子女，往往心
情抑郁、寂寞难遣，很容易产生各种心理
问题。

阖家圆 抵万金

实际上，国内的父母在乎的并不是物质上的关
怀，情感上的交流才能真正地让他们感受到亲情的温
暖。这种情感上的沟通是双向的，不仅来自父母对子
女的挂念和“唠叨”，更取决于子女能否理解父母的心
情。事实上，孝敬父母不只是一张汇款单，更是一封
家书、一条短信、一个电话或者一段视频。

一方面，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海外
华人在外努力打拼的同时，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在
事业和孝敬老人之间做出合理的安排，常回国看
看，千万不要等到老人不在的时候再去追悔莫
及，慨叹“子欲养而亲不在”。

另一方面，在国内的华侨父母们应该放
宽心，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对子女不要过
分牵挂，不要和有子女陪在身边的家庭
去做过多的比较。老人们应该常出
去走走，和处于同样情境的人
一起逛逛公园、打打牌，
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
来。

洋货不及天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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