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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额不足移民难插班

让孩子上一所“好学校”是不少中
国家长共同的目标，很多定居海外的华
人同样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
公立学校学额紧张，私立学校费用高
昂，究竟该如何为子女选择学校让不少
家长备感纠结。李先生表示，虽然教育
局发言人承诺增加学额，但这对他来说
缓不济急。他只好让女儿今年9月开学时
就读私立学校，“这又会多出很大一笔开
销，但至少比到其他区读书好”。

众所周知，外国公立中小学教育普
遍遵循就近入学的原则，学生会被自动
分配到家庭居住地所在的公立学校。如
果对学校不满意或遭遇学额不足，家长
们只能搬家，或者让孩子就读私立学
校、双语学校。

然而近几年来，海外华人的移民身
份仿佛成了子女求学路上“绊脚石”。
据先前媒体报道，马德里华人徐先生在
当地房东的帮助下，了解到可以让孩子
在次年插班一所由政府资助的双语学
校。但亲自报名时，校方却坚称名额已
满，没有空位。新加坡华人周女士曾到
区内离家较远、也不太热门的一所公立
小学为孩子报名，可直到 3 个月后，教
育部才来信告知没有学额，让他们自行
解决。

对于这一现象，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院王晓阳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对于在当地居住的合法移民，子女进入

地区公立学校就读一般不成问题。“学额
不足问题只存在于部分地区，一般来
讲，新建的社区有可能学额不足，需要
把学生调剂到稍远的地方。”总体看来，
公校拒收与歧视并无直接关联，只要具
备合法身份，子女入学更多地取决于家
长自己的选择。

学校好坏评判多标准

华人家长之所以希望将孩子送到公
立学校，可能更多的是出于学费上的考
虑。以美国为例，美国中小学教育分为
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两个系统。公立学
校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十二年级不需交
学费，私立学校的学费则比较贵，有的
年费高达上万美元。王晓阳指出，美国
90%的人口都在公立学校上学，只有少数
有钱人才到私立学校就读。

除此之外，教学质量也是华人父母
择校时的重要参考标准。王晓阳称：“公
立学校属于义务教育，生师比例较大，
老师对每个学生的个性化培养就会相对
差一些，校风和教学质量上也往往不如
私立学校。”

在西班牙华人叶雪婷看来，现在华
人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他们把子女送
到私立学校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公立学校
学额不足，而是因为觉得私立学校的教
育条件更好。“择校问题要分群体来看，
打工阶层一般就近入学，富裕的华人则
倾向于选择私立贵族学校，即使花费
高、距离远。现在马德里就有不少专门

针对华人的招生广告，用先进的学校设
备、国际化的教学模式吸引华人家长。”
叶雪婷说。

为了衡量各地中小学校的教育水
平 ， 各 国 也 会 设 立 不 同 的 评 判 机 制 。
美国加州政府每年都以加州公立学校
学术表现指数为学校打分，得分高低
主要取决于该校学生在加州标准测验
中英语、数学等学科的成绩。新西兰
教育部网站则会公开每所学校的评估
报告，并且每两到三年定期更新。报
告里会显示学校的注册学生人数、族
裔比例、男女比例等基本数据，还有
详尽的教学总结。

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李斧博士
表示：“‘好学校’的评判标准是多方面
的，这包括多种权威机构的综合评分、
标准化统考成绩、开课种类、课外活
动、师生比例等，当然还包括周边坏境
是否安全。”

华人子女择校有讲究

上述评估为华人家长择校提供了一
个客观的参考，但对于很多华人而言，
学校的排名才是最关键的因素。对此，
李斧认为没有必要：“有的家长认为上名
校才有面子，也是孩子进入好大学的保
证。但很多学校竞争过于激烈，并不一
定适合子女的具体情况。”

还有不少华人家长更关注的是学生

族裔的比例。家长们普遍认为，当地人
比较多的学校教学质量比较高，学生的
家庭背景更好。但在这样的学校，华人
子女也更容易遭遇当地学生的排斥。对
此，叶雪婷深有感触：“我10岁移民过来
后在学校经常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一
些当地同学会进行言语上的攻击，行动
上将你边缘化。华人子女辍学很大程度
上就是因为不能融入学校的生活。”因此
她建议华人家长选择有一定亚裔移民群
的学校，“这说明那个学校对于移民的接
受度、包容度比较高”。

为了发挥子女的“数理化”优势，
部分华人家长也开始对学校的办学特色
进行考察。王晓阳表示，美国有一种

“磁石学校”，也就是特色学校。它会针
对学生的兴趣爱好，开设富有特色的课
程。磁石学校没有学区和入学条件的限
制，学生可以自愿申请入学。“在以数理
化为特色的科技高中，华人孩子在竞争
性考试中更具优势。”王晓阳说。

事实上，除了数据和报告，家长们
了解当地中小学更为直观的方法就是去
学校参观。美国华人姜先生说：“一般而
言，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家
长都可以在孩子申请入读前与学校取得
联系，预约专门的时间去班级里实地观
摩考察，最后综合家长和孩子的感受来
决定选择哪一家。”

题图为华人子女在上课。 资料图片

大纽约华助会庆周年
2017年大纽约华人互助会年庆文艺晚会23日于法拉

盛隆重举办。民选官员、侨社领袖、社区代表以及对于
华社有杰出贡献的草根代表千人齐聚法拉盛高中礼堂共
襄盛举。该会理事长王泽中表示，晚会是不分祖籍、宗
教、背景、方言的一次华人凝聚力大聚会。

当天，青年舞蹈家、音乐家及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北美高校等优秀青年演员联袂倾情加入，为现场观众献
上包括歌曲舞蹈、综艺相声小品脱口秀、大合唱、时装
秀等精彩演出。活动现场，不仅有 《千手观音》、《梦里
水乡》 等美轮美奂的舞蹈演出，还有中国味十足的长嘴
茶表演、逗趣的相声演出 《逗趣》 以及星光舞蹈学院孩
子们的可爱演出，让现场掌声不断。

（来源：美国《侨报》）

大马哥市拟开华人夜市
马来西亚哥打峇鲁市议会日前证实，将在哥本苏丹路

唐人街设立以华裔商贩为主的夜市，该夜市不受“必须在
晚祈祷时段暂停营业15分钟”条例的约束。市议会也可能
会在这个夜市里分区，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小贩隔开。

市议会主席占里依斯迈日前披露，哥本苏丹路唐人
街郑和牌楼正式完工后，该区将重新规划路边摊，打造
一个以华裔商贩为主的夜市，但原有的穆斯林老招牌也
会予以保留。

由于目前仅有一小部分的商贩向市议会申请临时营
业执照，市议会将为所有商贩进行登记。目前，已经有
超过60位小贩向市议会提出申请，以争取成为马来西亚
吉兰丹州第一个华人夜市的一分子。

（来源：中国侨网）

巴西建“领保联络员”制度
近日，中国驻巴西里约热内卢总领馆举行领事保护

联络员证书颁发仪式暨工作座谈会，为保障侨胞、中资
机构、中国留学生和游客的人身安全组织后备力量。

2012年，外交部首次推出“领保联络员”制度，至
今已在超过20个国家的使领馆实施。而近两年里约安全
形势恶化，领保工作更显重要，由侨胞、中资机构代表
组成的领保联络员队伍将成为领事官员的重要助手。

领侨室主任魏兴文随后为 18位新当选的领保联络员
详细讲解了工作内容。他表示，领保联络员协助开展领
事保护工作责任重大，要时刻将“团结协作、无私奉
献”精神牢记在心，做侨众、中资机构和游客的“一品
大员”。

（来源：中国侨网）

金门饼店，一间深藏在旧金山中国城小巷
里 55年的饼食手工小作坊，它那全手工制作的

“幸运签语饼”不仅闻名美国更闻名世界。一走
进小店，阵阵香气扑面而来，一个身影忙里忙
外地向每位客人送上店里著名的“签语饼”，这
就是金门饼食公司的守护者——陈展明。

传承：延续先辈情怀

陈展明 1978 年远渡重洋来到旧金山，在种
族歧视相当严重的环境下，他的业余时间只能
在中国城和饼店里消磨。

陈展明回忆说，金门饼店的饼食是从 1962
年开始全手工制作。在当年，华人做生意并不
容易，但年迈的母亲始终默默维持着金门饼食
的运作。她那份执著和热情深深打动了他，促
使他回到饼店与母亲一道把这一传统食品和情
怀延续下去。

为了让签语饼在商业时代更具竞争力，母
子俩在饼店营销、制作、开发等方面充分发挥
自己的才智。在保持 50多年全手工制作、无任
何添加剂的基础上，他母亲用巧克力覆盖在签
语饼上，使得小饼干更加香脆。陈展明还引进
西方制作样式，在覆盖巧克力的签语饼上再添
一道白巧克力，签语饼也因此更显精致美观，
吸引了不少食客。

投入：创新产品销售

陈展明为了招揽生意又进行苦思。就像他
自己所说的那样，金门每一天的客人给的钱都
是一样，所以金门给客人的产品都应一样。秉
承着“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陈展明请进店
的每一位客人免费品尝。当顾客对“签语饼”
的制作工序感兴趣时，陈展明会非常热情地向
询问者讲述制作流程，甚至让客人亲手尝试制
作。

陈展明对饼店迎来曙光感到异常兴奋，但
他又开始思考怎样才能把这传统制作推广出
去，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人知道和
了解。除了增添巧克力味、草莓味等签语饼口
味，他还在店里开辟了一个小角落，为客人提
供定制服务，比如在纸条上写上悄悄话，即制

即取送给心爱的人。同时也接受订单，把定制团体所需要的字语放进签
语饼内，满足客户的多样需求。

守业：宣介华埠历史

陈展明在发展饼店的同时，又把目光放到了远处。为了引导游客停
留在中国城内旅游消费，并了解里面的故事，陈展明在饼店的门上悬挂
了一张中国城旅游地图。地图清晰地显示出中国城内具有历史文化的旅
游景点，如：马祖庙、天后古庙、冈州古庙、天下为公牌坊、中华文化
中心、华人历史博物馆、花园角公园等等，还有途经中国城的有轨电车。

陈展明还不惜自掏腰包租下隔壁一间商铺，利用临街店面粘贴旧照
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多年前的中国城，也可以从驻足观看照片的路人
口中听到些关于中国城的历史故事。

陈展明希望能够得到社区甚至政府部门的帮助，共同让这个浓缩着
无数华人移民故事的旧金山中国城屹立在大洋彼岸，永不消失。

2016年，经旧金山市参事佩斯金提名，又经过旧金山历史委员会听
证后，金门饼食店被正式评为“旧金山传统商业老字号”。世界各地的旅
游人士来到旧金山中国城，金门饼食店是必到之处。

金门饼店以签语饼闻名国际，每天吸引无数游客前来，除了可免费
试吃，还可以欣赏手制签语饼的工艺。陈展明说，现在中国城提供免费
试吃的仅此一家，但他们顶着原料涨价的压力坚持了下来。“我们吸引那
么多游客，不敢说多伟大，但真的为金山和中国城旅游业做了一点贡
献。”

据《江门日报》报道，广东省江门台山市海口埠
侨批博物馆的建设工程已经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
预计今年8月能够正式对外开放。届时，该馆有望成
为继汕头市侨批文物馆之后，广东省第二家以侨批
为主题的大型国有文物场馆。

一纸侨批寄乡情

在闽南语系里，“批”指的就是“信”，所以侨批
又被称为“银信”，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机构汇寄回
国的家书暨汇款，既能传递平安音信，又托寄血汗
钱物，是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

侨批这种通信汇款方式一直延续到 20世纪 90
年代末，历经一个多世纪。100多年前，一批又一
批南方沿海民众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投奔东南
亚谋生，形成了“下南洋”的移民潮。在海内外
金融、邮政机构尚未建立或极不完善的情况下，
粤、闽、琼三地华侨从海外往家里汇款和写信，
只能经由“水客”、“客头”和一些民间侨批馆来
递送，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侨批”。

目前中国侨批存量最多的是广东和福建两省，
共有 16 万件。其中，广东侨批现存约 15 万件，约八
成存于潮汕地区。作为联结海外华侨与其家人、乡
邦的核心纽带，侨批已于201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目前为止10
项《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之一。

家书封封抵万金

“驿道依旧在，故人何处寻。”广东省住建厅
在今年年初启动了寻访侨批银信后人的活动。在
征集侨批银信后，邀请银信后人讲述侨批背后的

故事，呈现海外华侨心系家国的精神。
今年3月，广东省台山收藏家李柏达向海口埠

银信博物馆捐赠了新宁铁路侨批、驼峰航线侨
批、飞虎队侨批等 2000 多份银信侨批资料，内容
丰富，保存良好。

李柏达的曾祖父当年远渡重洋，赴古巴求
生。从那时起，家里就开始出现银信。100多年过
去了，李柏达家里的银信侨批、家书积存 80 多
封，这些银信侨批资料也见证了台山群众的日常
生活和华侨的创业史、血泪史。

“前托通传金爱女儿亦兼来音，乃是情恩难
忘，女子兄弟叔侄是系血脉之情，理所当也。”在
李柏达捐赠的侨批中，曾祖父多次提及的主题便
是亲情。自1915年去往古巴后，曾祖父30多年没
有机会回乡。在漫长的旅居生涯中，常受父妻分
居、骨肉分离的痛楚，缠绵不断的乡愁萦绕心
间。在那个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写信成了
曾祖父与家乡亲人沟通的唯一途径，寄递银信成
为缓解乡愁的唯一办法。家乡亲人的存在、血脉
的延续是他生存的动力。纵使踏遍万水千山，远
隔重洋，也阻断不了对家乡的眷恋。

云书记忆永流芳

早在 2015 年，福建泉州市便确立了“以侨批
档案、地方特色档案为重点”的国家重点档案抢
救保护方向，开展抢救、保护、征集、数字化等
工作，目前已征集抢救“侨批档案”实物封 3214
件、扫描件30991件。泉州市还重视侨批口述历史
工作，积极开展信局遗址及侨批口述档案的踏
访、收集、抢救，为侨批这一重要档案保留更多

的史料。
2016 年 10 月，福建人民出版社编纂出版了

《闽南侨批大全》，它是闽南侨乡移民运动的珍贵
史料遗存，汇集了闽南沿海侨乡数十个家庭或家
族珍藏了数十载的侨批文献。这些侨批包含内
信、回批，还有批局的汇票、作业单据、电汇单
等文献资料共 6000 多份，涵盖面极广，翔实记录
了家族成员不遗余力地向海外拓展、谋生、移民
的史实，勾画了清末民国初年间，闽南沿海侨乡
民众向海外移民较为完整的历史画卷。

如今，侨批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仍是在
外华人心系家乡、亲人，艰苦创业、拼搏的历史见
证，是侨乡辉煌历史的述说者。每一封侨批中，都蕴
含着灯光下手写家书的温情，恒久不失的思念情
感。只要是真实的，凡人的历史同样珍贵。

莫纠结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华裔李先生花重金搬到小学密集的

纽约皇后区森林小丘后，女儿却因学额不足被3所小学拒收，

最终由市教育局分配到其他地区上学。李先生日前连同多名家

长向市教育总监投诉，要求解决森林小丘学额不足问题。

侨批，一本生动的史书
张畅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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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马来西亚华侨寄往台山新昌的侨批。
资料图片

华人子女择校没那么难华人子女择校没那么难
孙少锋 鹿 琦

2017年4月22日，“书卷江山——
刘墉作品展”在浙江美术馆举行夜
展，这也是 2017 年浙江美术馆举办的
第一个夜展专场。展览展出美籍华人
作家、画家刘墉绘画作品 120 组 （件）
和一大批文献资料。

展览涵盖了刘墉各个时期的代表
作品，通过绘画创作与造境说明相结
合的方式，展现其诗情画意的艺术境
界。

图为观众在浙江美术馆欣赏、拍
摄刘墉的绘画作品。

施健学摄 中新社发

刘墉作品浙江展出刘墉作品浙江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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