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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英国从事华文报纸的采编工
作差不多有10年了，每天除了浏览新
闻、商讨选题、编辑版面以外，还有一
项很重要的工作——编辑、安排报纸
上的分类小广告。

《英国华商报》上刊登的小广告很
多，面积一般有半个火柴盒大小，40
个字左右。这些“小方格”价格低廉、
信息量大，所以一直受到旅英华人和
小商业主的欢迎，同时也受到读者的
喜爱，因为大家都能通过这些信息找
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分类小广告的内容五花八门：招
聘请人、征婚征友、寻人启事、医疗服
务、快递物流、考试辅导、店铺装修、宠
物买卖、会计服务、网页设计、生日祝
福、美容美发等，几乎涉及华人日常生
活的各个角落。

英国华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来
自港台的移民、来自大陆沿海著名侨

乡的打工者、留学生群体以及来自国
内其它地区在英工作的侨胞。

报纸小广告数量的多少随着华人
生活状态的变化而变化。每到复活节、
圣诞节等大的节日，大家都放假休息，
广告数量便急剧减少。待假期结束，广
告数量又会马上反弹。一般来说，圣诞
节、新年过后，华人开始上班工作，这时
总会出现种类繁多的招聘广告。而在7
月至8月，很多租房信息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因为很多留学生要毕业回国了。
一般在夏季，装修类广告会慢慢增多，
因为装修工手上的活计快要完成，便需
要刊登广告寻找新客户了。

近些年，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以
个人创业起家的华人传统生意受到了
很大的影响。以前，《英国华商报》每
周都会有几十个餐馆外卖店的招人广
告，现在锐减至七八个；曾经，店铺买
卖广告红极一时，可以凑齐一个整版，

现在每周仅剩 10 多个。这类广告曾
是香港、福建客户最为集中的投放领
域，现在开始迅速萎缩。究其原因，很
多华人打拼数年后，纷纷离开餐馆、外
卖店的厨房，转向装修、房屋出租等更
易赚钱的领域。

从某种角度说，小广告是华人日
常生活的“晴雨表”，它常常从侧面反
映出在英华人，尤其是中下层华人的
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

《英国华商报》的小广告客户中，
最有意思的要属敢想敢干且吃苦耐劳
的福建打工者。记得有一段时间，一
位福建客户来《英国华商报》刊登过数
次小广告，主题依次为“寻工”、“装修
装潢”、“寻外卖合作伙伴”、“外卖转
让”、“小件行李寄存”、“搬家接机服
务”……这样前前后后、左冲右撞地折
腾了两三年，他终于稳定在了“物流”
生意上。这几年，蓬勃发展的代购和
海淘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这位不屈不
挠的福建人终于在异国他乡闯出了自
己的一片天地。

还有一位常来报社的福建客户，
其事业演绎了一个“从小到大”的故
事。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来刊登一
个“寻厨房工”的广告。那时，他刚到
英国，四处寻找打工的机会。一次，他
看到了《英国华商报》，便决定刊登寻
工广告尝试一下。不久之后，他在英
国南部一个小镇的中餐外卖店里找到
了一份厨房打杂的工作。

一年之后，出乎我们意料地是，他
来到报社准备刊登“招厨房工”的广
告。原来，他和一个做大厨的老兄合
作承包了一家外卖店。三四年后，他
再次在报纸上刊登“外卖店转让”的广
告，随后又转战装修市场，从打工仔一
步步变成了小老板。

除了励志的“奋斗史”外，小广告
里也常有令人唏嘘的故事。

3 年前，一位华人女士来到报社
办公室，要我们帮她刊登一则寻人广
告。“我丈夫突然不辞而别，我也不知
道发生了什么事。”她细声细语地说，

“我想通过广告寻人，重回一家团圆的
日子。”此后半年间，她陆陆续续地刊
登了多次寻人广告，却一直无果。随
后，广告戛然而止。

大约又过了半年，她再次来到报
社，进门说话仍然细声细语：“前一段
时间我生病了，在家里休息了好久，没
了工作，也没有经济收入。现在，我刚
刚拿到一点补助，我想继续刊登寻人
广告。”

就这样，她又刊登了两次广告，从
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她。后来，
我们从她原先工作的一家中医店同事
那里听说，她丈夫其实人还在英国，但
不明原因离家出走。我们无从猜测整
个事件的起因，但那位女士的处境着
实让人叹息。

这是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没
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可歌可泣的
事迹，琐碎且平凡。然而，就是这样最
普通最平凡的“小人物”，组成了旅英
华人最真切、最坚韧的生活。他们的
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他们的光荣与梦
想、失落与困惑，都在这片美丽的土地
上，生机勃勃，且行且歌。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英国华
商报》也在慢慢调整自己方向，增加面
向留学生和“白领”的内容，设计新网
站，创立公众号。今后，很多小广告的
投放也将逐渐转移到新媒体平台上。
不过，虽然形式有变化，但小广告里演
绎的百态人生故事仍将持续下去，平
淡朴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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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希时报》

推出希腊文版
汪 鹏 梁曼瑜

8 月 31 日，创办 10 年
的希腊华文报纸 《中希时
报》 在原有中文版的基础
上，推出全新的希腊文版，
旨在向希腊社会展示不断变
化的中国，以全方位视角客
观报道中国，使之成为中希
之间一座友谊、团结、合作
的桥梁。

作为希腊及南巴尔干半
岛地区唯一一份华文报纸，

《中希时报》 于 2010年创建
了希腊中文门户网站“希中
网”，同时还推出了微博、
微信等新媒体平台。

9 月 27 日是中秋节。在美国，有一些超市的月饼
老早就已上市，口味多种多样，还有广东、香港等地
的名牌产品，引得很多华人前来选购。“虽然人在海
外，但一定要选购月饼回家过节。”奥克兰市民骆家毅
说，“吃的不是月饼，是那份感情。”

在列治文的华人超市里，月饼就摆放在一进门最
显眼的地方，包括莲蓉月饼、五仁月饼、什锦肉月饼
等，种类繁多，口味齐全。为了照顾现代人的健康需
求，还有低糖月饼。

超市副店长徐磊说，今年月饼总体价格和去年相
比没有太大变化，销售情况还不错，每天都有华人来
购买。稻香村月饼店老板杜世达则表示，由于美国鸡

蛋普遍涨价4倍多，导致一些有蛋黄的月饼微幅上涨5
毛钱。

骆家毅说自己是个传统的人，虽然人在海外，但
对中秋佳节还是很重视，特地到超市挑了广州老字号
的“陶陶居”莲蓉月饼。

“在外地过节，不一定要到农历八月十五那么准
确，找个全家人团聚的时间，晚饭时一人一个月饼，
尝尝就行了。吃月饼要的不是味道，而是那份情谊，
那份回忆。”骆家毅说，“我会想起很多小时候的故
事，比如，不喜欢吃月饼里的蛋黄，还被父母教训浪
费。现在，人在外地，想被住在中国的父母当面骂两
声，都没有机会。年岁越来越长，月饼种类越来越
多，却还是想念小时候。”

华人吴豪表示，过中秋节，月饼不可或缺。“小时
吃到名牌月饼会开心很久，甚至一天吃几个。现在生
活条件好了，买月饼很容易，反而不那么看重吃，关
键是要吃得健康，弄点少糖分的月饼最好。”

（摘自美国《世界日报》）

题图：洛杉矶一家超市的工作人员展示种类多样
的月饼。 杨 青摄

华人购月饼迎中秋华人购月饼迎中秋——

吃的是那份乡情和回忆
刘先进

近年来，诸如盆栽、太极等
很多中国民间传统元素受到西班
牙人的追捧，化身为一股股被人
津津乐道的“时尚风潮”。

bonsai=盆栽

盆栽是一个特有的东方传统
艺术，有 1200 多年历史。西班
牙语里的 bonsai 就是从中文的

“盆栽”演变而来。它通过在容
器中种植植物，再加上一些山石
的点缀，以寓大于小的手法表现
一种大自然的意境，并从中看到
四季的变化。中国的盆景艺术是
中华乃至东方文化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

日前，马德里年轻人豪尔赫
向《华新报》记者展示了他的居
所，不大的客厅里放满了盆栽植
物。“我种养盆景的爱好是从父
亲那里学来的，他是一位园林学
家，曾研究过盆栽的修剪和维
护。”豪尔赫说，“我跟着父亲，
也从中找到了培育盆栽的欢乐，

还激发了自己探索更多东方文化
的兴趣。”

整个客厅里，大大小小摆放
了十多个精心设计的盆景。在其
中一个盆景上，豪尔赫放着一对
从中国买来的陶瓷工艺品，另一
处盆景上则放着几颗雨花石做点
缀。

西班牙马德里市郊有一个自
然植物园，里面坐落着一个盆栽
博物馆，一些一流的园林师们修
剪并维护着这些盆栽工艺品。现
在，很多西班牙人都在家里摆放
盆栽，这渐渐成为一种流行趋
势。

金发碧眼的“风水大师”

近日，一位对中国文化都不
太了解的墨西哥人，突然像“着
了魔”一样，爱上了“风水”。
眼下，这位名叫玛丽亚的女士正
在和自己的西班牙丈夫装修刚刚
买下的房子。

通过朋友，玛丽亚了解到居
家装饰中“风水”的重要性。这
个起初连“风水”是什么意思都
不太清楚的“老外”，俨然成为
一个“风水大师”。现在，每当
和《华新报》记者聊天时，玛丽
亚都会摆弄一下自己最近新学到
的风水知识。

据了解，西班牙现在有一些

装潢设计公司也特聘了一些懂风
水的中国人，在设计上给客户以
指点，据说时薪还不低。

“老外”扎堆练太极

说起中国式运动，很多“老
外”第一个想起的就是武术。这
个以力度著称的运动似乎比较受
年轻人的追捧，很多西班牙年轻
人本着对武术的好奇和强身健体
的目的，都纷纷拜师学艺。

而另外一些上了一定年纪
的西班牙人则偏向于“静”的
运动。现在，除了瑜伽外，人
们还会想起另外一个名词——
太极。

每个周末，《华新报》 记者
都能在马德里丽池公园看见不少
练太极的“小团体”。远远望
去，他们身着白色绸缎料子的太
极服，在老师的指导下做着各种
太极招式。走近一看，所有的学
生都是清一色金发碧眼的“老
外”；再仔细一看教练，竟然也

是外国人。

针灸推拿治病根

现在，很多西班牙人开始接
触到真正的中国推拿术。在马德
里，越来越多正规诊所推出了价格
不菲的推拿理疗。尤其是一些颈
部、背部受到劳损的西班牙人，宁
愿花大价钱去推拿，也不愿意在家
里吃药。据了解，除了华人开设的
中医按摩馆外，一些外国人的理疗
诊所也推出了中医推拿业务。

此外，针灸也开始得到西班牙
人的关注。以前，中国的刮痧术还
被当作一种虐待他人的手段遭到
西方人的误会。现在，很多中国传
统的医术都在世界上得到了认可。

有一位西班牙语老师经常在
课堂上说，自己久治不愈的背部
劳损被中国针灸治好了。现在，
他成了这家由西班牙人经营的中
医诊所的“免费活招牌”。近日，

《华新报》记者跟随他走访了这家
坐落写字楼里的诊所，发现墙上
都贴着跟人体穴位有关的图片以
及说明。这位医师介绍，自己曾
赴中国学习针灸疗法，还有一整
套针灸套件，颇显专业水准。

（摘自西班牙《华新报》）

题图：西班牙的太极拳爱好
者在中国研习太极拳。资料图片

育盆栽育盆栽 看风水看风水 练太极练太极

中国元素走俏马德里中国元素走俏马德里

近日，上海海外联谊会会
长沙海林率代表团访问了墨尔
本。在维多利亚州华人社团联
合会名誉主席朱联人等陪同
下，沙海林来到莫纳什大学工
业园区，参观了由华人汪伟育
经营的电缆公司。

随后，代表团来到了墨尔

本西北部的一家农庄。该农庄
建于 1836 年，里面的建筑现已
成为维多利亚州著名的历史文
化遗产。在谈及未来的发展规
划时，华人农场董事长张珩表
示，他们正全力开发和拓展农
场业务，致力于将其发展为集
农业、旅游及生态疗养为一体

的度假农庄。
看到这些在海外工作、学

习、打拼的华人，沙海林说，
“此次来到墨尔本，我接触到
了华人企业家、农场主，还有
很多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华人
代表，他们很多来自上海。通
过交流，我们增进了了解，收
获非常大。与此同时，我们也
借这个机会为墨尔本的上海华
侨华人带来家乡的问候。”

朱联人表示，“代表团带来
了当前上海发展的最新信息，
华侨华人看到了祖国建设的最
新成就。希望此次交流活动能
促进墨尔本华侨华人与上海的
合作，同时为两地在文化、贸易
等领域的沟通搭建桥梁。”

（摘自澳大利亚华夏传媒）

◀代表团参观华人企业。

当前，受到日元持续贬值
等因素影响，赴日旅行受到中
国游客青睐。具有千年历史和
浓郁日本风情的京都，也吸引
着众多中国游客到访。为使游
客进一步感受到京都的热情，
近日，日本京都相关大学的日
本学生和中国留学生共同为当
地的餐饮店制作了中文菜单。

据日媒报道，京都产业大学
的学生们正努力制作中京区先
斗町餐饮店的中文菜单。截至
目前，学生们已制作完成 9 家店
铺的菜单。店铺老板高兴地说：

“以后，我们和中国游客在点餐
时就可以顺利交谈，非常感谢！”

作为法学部教授中谷真宪
研究班2015年度的项目，京都产

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担任翻译，
京都造型艺术大学的学生担任
菜单设计，总计约20名学生参加
项目。他们计划为 13 家店铺制
作中文菜单。

学生们考虑到，料理拼盘“八
寸”等日式料理，需要用独特的表
现形式进行翻译。学生们还制作
了显示有中文菜单和支付方法的
标签。料理店的日本职员表示：

“以前，我们和顾客也无法用英语
沟通，仅能用手势交流。现在店
里有了中文菜单，更多的中国游
客就可以放心地来用餐。”

担任项目负责人的法学部3
年级学生日浦爱斗表示，希望此
项措施有助于搞活京都的观光
业。 （摘自《日本新华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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