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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1 日，印尼华裔青少年游学营在
北京开营，来自印尼的 40 名学员在未来
数天内将参加汉语课程、中国武术、绘
画、书法等学习活动。6月18日，位于挪
威首都奥斯陆附近的福内布中文学校迎
来一周年庆，学生和家长共同出席了热
闹的庆典活动。这些屡见报端的消息，
正反映了近年来世界各地华裔青少年学
习和传承中华文化的热烈氛围。

生机勃勃
据悉，挪威的福内布中文学校是一

所非赢利性的周末学校。近年来，由于
当地的华侨华人家庭不断增多，他们的
孩子对学习中文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需求
也在增加。一年多以前，几个热心家长
就自发创办了该校。从无到有，学生从
少到多，该校目前已有 3 个班级共 33 名
学生，预计今年秋天还将增加 20 人左
右。这所周末学校的成长，正是海外中
文学校发展的缩影。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研究员鞠
玉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从我们的调
查和研究中可以看到，周末中文学校遍
及世界各地，毫不夸张地说，凡是有华
人聚居的地方就一定有周末中文学校，
可谓是遍地开花。”

如果说周末中文学校是开在各地华
人社区里的花朵，那么像旧金山南侨学
校这类历史悠久的侨校则是生根在华埠
的大树，他们挑起了教育华人子女、传
承中华文化的大梁。“我们学校建校已经
有 97 年历史，目前在校学生超过 1300
名，从周一到周日，开设的课程涵盖中
文、书法、武术、珠算等，受到学生和
家长的欢迎。”正在为暑期班忙碌的旧金
山南侨学校校长谭粼在采访中这样介
绍。近百年来，南侨学校严守“诚朴勤
爱”的校训，坚持把传承中华文化的理
念贯穿在教学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
爱国情怀的华裔后代。

国内各地每年举办的“寻根之旅”
夏令营、冬令营等活动是我国侨务工作
的一道亮丽风景线。2017 年海外华裔青
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相约

魅力柳州营，6月 19日在广西柳州市文庙

举行开营仪式。来自美国的 54 名华裔青

少年将在广西开展为期两周的中华文化

之旅。类似的活动营在福建、北京、广东、

湖北等地都在开展。据国侨办公布的数
据，每年通过“寻根之旅”来到中国的
华裔青少年数量超过1万人，而且这个数
字还在不断上涨。

内外并举
家庭教育是海外华人后代感知故乡

的纽带，而重视文化之根的传承则是华
人家庭的一大特征。曾在日本长大，目
前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杜秀青在采访时
回忆起小时候的经历：“那时我家附近没
有华文学校，我只能就近在日本当地的
小学念书。学校的环境让我很难接触到
中国文化，但是我父母特别重视文化传
承，我在家被要求说中文。他们订购中
文报刊，让我认真阅读，还鼓励我积极
投稿。”

在菲律宾，不只是众多的华校承担
了华文教育的责任，各地的华人社团也
不放过任何传承民族文化的手段和机
会。菲律宾华教中心主席黄端铭说：“长
期以来，华社都十分重视这一‘留根’
工程，锲而不舍地推动民族文化、民族

语言的传承。”在学校放假的时候，华人
社团会组织众多前往祖籍国的冬夏令营
活动。他介绍道：“华教中心组织各类活
动营已有 27 年历史，现在已成相当规
模，每年有近千名华裔青少年回中国参
加学习和探访活动，影响很大。”

“寻根之旅”是国家和地方侨务工
作将华裔青少年“引进来”的成功做
法，而另一个成功举措则表现在“走出
去”上。据了解，在国侨办的支持下，
每年都会有一批专业的师资力量被派往
国外，支援当地侨校建设，多年来取得
很好的效果。谭粼说：“并不是所有的孩
子都能去中国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国内派过来的这些‘专家’，能够传
授‘原汁原味’的中国功夫、民族舞
蹈、书法、国画等课程，尤其受到孩子
们的欢迎。”

而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显著提
升，“汉语热”、“中国热”等词屡见不
鲜。学习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不再单纯
地是“把根留住”的需要，更是当代国
际化的需要，具有中华文化品质的海外
华人也因此受益良多。在旧金山，谭粼
发现来自中国的游客越来越多，与中国

有商贸往来的公司与日俱增，当地许多
工作岗位涉及到与中国人接触，所以在

招聘的时候会优先考虑懂中文的华裔青

年。正因如此，她的许多学生常常庆幸
自己有过在华校学习的经历。

道阻且长
海内外各方的努力，为华裔青少年

传承中华文化提供了条件。但并不意味
着，文化传承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已经不
成问题。

鞠玉华说：“以侨校为例，多年来在
各方的努力下，侨校的办学规模和质量
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海外华人数量规
模增长很快，分布地域也更加广泛，这
给侨校办学带来机遇，同时也添加了不
少压力。主要体现在教材、教师资源、

教室空间、办学经费等方面。单一的教

材难以因地制宜满足各地区需要；部分

地区专业教师资源缺乏；很多地区的办

学经费依靠自筹，办学的稳定性较差。”

新生代华裔出生在海外，对祖籍国

的感情相对于第一代华人来说会越来越

淡薄，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相对较浅，尤

其成长在其他强势文化氛围中，传承中华

文化的难度也就更大。

“由于缺乏中文环境，阅读中文书

籍、学习中华文化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困

难。再加上父母工作较忙，在督促和引导

孩子方面很难周全，所以，一些华人家庭

的传统文化教育就被搁置了。”杜秀青如

是说。
而对于那些到中国参加冬夏令营的华

裔青少年而言，也有报道分析，短短十几

天的活动安排也只能接触到中华文化的一

边一角，想要广泛而深刻地了解中华文化

恐怕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虽然海外华人后裔的文化传承教育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对那些懂中文或

者了解中华文化的新华侨非常有信心。

他们在语言和文化理解方面与当地主体

人群并无差异，能轻松融入当地主流社

会。同时他们又懂中文，将来在世界各
国与中国的交往中，将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有益的。”鞠玉
华满怀期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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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荷华人社团联合会成立30年

近日，荷兰华人社团——全荷华人社团联合会，在
乌特勒支的一家酒店，举行了庆祝联合会成立30周年和
新理事会就职仪式，荷兰社团代表及中荷嘉宾近400人出
席庆典，季增斌接替王剑光，出任第12届理事会主席。

全荷华人社团联合会成立于 1987年，是荷兰最有代
表性的华人社团，曾经代表华人与荷兰政府交流、对话
和沟通，并曾享受过荷兰政府津贴。多年来，向荷兰当
局反映华人社会问题，为争取华人应有的权益与福利，
提高华人的社会地位、融入荷兰社会等方面，做了大量
的工作。 （来源：中国侨网）

美华人担任世界豪华车展评委

据美国 《世界日报》 近日报道，美国南加州著名华
商李兆佳将受邀前往北加州，担任8月的世界顶级车展的
评委，是该车展近70年历史中首位华人评委。

李兆佳表示，车展上大约有200辆豪车参展，今年有
70位评委，他们分别从历史、性能、改装等多方面给车
打分。而他也受邀成为设计组评委。华人在这项颇有威
望的车展中担任评委尚属首次。他说，设计组另外两位
和他一起担任评委的都是汽车界响当当的重量级人物，
能与这样的“大腕”平起平坐，评的还是他最爱的豪
车，他感到激动又荣幸。 （来源：中国侨网）

比利时将建一战华工纪念雕像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公参陈栋 20 日在布鲁塞尔宣布，
为纪念华工在一战中所作的贡献，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将
在比利时波珀灵厄市立华工纪念群雕像。雕像的落成仪
式将于11月15日“布思本村轰炸”纪念日举行。据华工
群雕的设计者、在比华裔雕塑家闫淑芬介绍，群雕为铸
铜雕像，由华工挖战壕、运炮弹和抬担架三个形象共同
组成。

此外，为纪念“布思本村轰炸”100周年，中国驻比
利时使馆还将与波珀灵厄市在 9月 3日举办“华工万岁”
系列纪念活动，包括为华工修建纪念建筑、举行一战图
片展、“中国文化日”等活动。 （来源：新华网）

南非侨社向当地捐助救灾物资

近日，由当地华侨华人捐助的物资运抵南非开普敦
市豪特湾区警察服务中心，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
豪特湾地区近期曾遭受数场火灾，损失严重。

在捐赠仪式上，中国驻开普敦总领事致辞说，“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为开普敦
社区的一部分，华侨华人社团向当地受灾居民提供帮助
是义不容辞的行为。他鼓励开普敦华侨华人继续发挥

“关爱、帮扶和融入”的华助精神，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当地政府和警方向开普敦华侨华人的捐助善举表示感
谢。 （来源：中国侨网）

明爱学院在伦敦北部，与其他华人学校不同的是，
这所学院虽然也教中文、教中餐烹饪，但他们多年来还
一直执著于寻找英国华人的遗产。学院院长李中文说，
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华人不同，英国华人具有自己的独特
性，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对英国华人历史的系统研究，她
希望能通过这些项目“创造我们的历史”。

英国华人的遗产

从 17 世纪随着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抵达英国至今，
华人从港口向英国四面八方进发，逐渐开枝散叶，到如
今，几乎每一个英国小镇都有华人的身影。中餐外卖、
中医馆和春节庆祝可能仍旧是英国社会对华人社区最深
刻的认识。然而，华人对英国的贡献绝不仅仅是这些。

2009 年开始，明爱学院开始华人职业传承史的调
研。2012年，站在此前项目的基础上，明爱学院从英国

“文化遗产奖券基金”中获得了一笔 30 万英镑的资助，
组建了一个包括上百位志愿者在内的团队，开始了探索
英国华人职业发展史的进程。团队中有华人，也有喜爱
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其中包括不少在明爱学院学中文的
学生。

3年时间里，团队发挥各自的联络渠道，走访英国
各地博物馆和档案馆，采访到来自餐饮、医药、洗衣、
社区、教育、媒体、法律、军事、艺术、政治等 18 个
行业的近百位华人，建立起华人在英国职业发展的完整
轨迹。

李中文说，研究的过程很顺利，团队获得了华人社

区和受访者的极大支持。但也有困难。最大的困难是整
理访谈录音。早期受访者不会讲英文，必须用中文来采
访，而采访完的资料还要转译成英文，再整理出来，这
个过程很费时。特别是，有些广东话还没有办法写下
来。

她说：“我个人很高兴的是，可以为英国的华人做
一点历史的遗产。当我们在记录故事的时候，我们也在
创造历史。”

华人社区的变迁

根据“英国华人职业传承史”的研究，一百多年
来，英国华人的职业从最初以航海业、洗衣业、餐饮业
为主的体力劳动，发展出后来的各种新职业，包括律
师、媒体、政治、体育、艺术等行业，一部职业发展史
体现了整个英国华人社区的变迁史。

李中文说：“从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到，大概从 1960
年代开始，很多华人中心就如雨后春笋一样的出现，这
是因为当时英国政府没有办法跟这些少数族裔联系，没
有办法跟他们沟通，所以只好拨出资金，帮他们解决服
务问题。其实，除了政府的资助少了之外，这些少数族
裔也已经融入主流社会，所以他们的需要也越来越少。”

这样的变迁在她看来是自然的。华人社区中心的成
立，最初是因为华人的需要，他们需要支持，需要一个
地方去支援他们的生活。如果华人社区慢慢消失，可能
代表华人已经慢慢融入整个社会，这对华人来讲是一个
好事。但对社区中心来说，他们的角色就必须改变。

下项计划的开始

从华人职业史项目延伸出来，明爱学院已经开始下
一项遗产研究计划，研究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军队里的
华人。这项历史可以追溯到义和团运动时期，英军曾雇
佣华人来打击义和团。而相较于近年来英国华人社区中
比较关注的一战华工，李中文表示，她打算不只局限于
一战，她希望这个项目能够体现华人的所有贡献。

她特别指出，在近百位华人职业史的受访者中，有
一两位受访者已经去世。这更加凸显出抢救历史的重要
性，她说：“真的不要等，要马上做。这是我们一个很
深刻的感受。”

“家乡变化非常巨大，我以后每年都
要回来，为家乡的医疗事业做贡献。”6
月 17日下午，在石家庄井陉县医院“外
四科”的诊室里，黑头发，黄皮肤，面
容姣好的美籍华人李丽茵，就要结束暑
假实习义工生活了。对于这位来自美国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 25岁的女孩
来说，这个暑假太有意义了。一是替父
亲陪着 76 岁的爷爷回家乡寻根，尽了
孝。二是在做义工的这些日子里，感受
到了祖国医疗事业的飞速发展。

李丽茵说一口香港普通话，而且很
爱笑。每当有病人和她交流，她就会皱
起眉头全神贯注地听，有听不懂的地
方，就会把目光投向身边的外科主任贾
志儒求助。“在这里，我最大的困难是，
听不懂井陉老家话。”李丽茵笑着说。

说起这名“洋学生”，贾主任感慨颇
多。他说，小李到医院做义工期间，从
不迟到早退，不怕脏不嫌累，表现得特
别棒。作为一个第三代华侨，她没有忘
本，能回家乡寻根，这一点非常难能可
贵。

李丽茵说，做义工近半个月来，她
感受到了家乡的巨大变化和祖籍国的飞
速发展。她说：“小时候跟着爸爸回来
过。记忆中，井陉县很落后，医院破旧
不堪。可是这次我到县医院来，发现这
里的环境一点都不比国外差。特别是一
些医疗设备，都很先进，医护人员的技
术水平都相当高。”最令李丽茵感动的
是，在美国看病，需要预约，有时候要
等半年时间。而在国内，病人可以直接
到医院和医生进行面对面交流，甚至有
些时候，医生不用看病历就知道病人得
的是什么病，需要怎样治疗。因为他们
就像亲人，非常了解对方。

有一次，她在妇产科实习，目睹了
医生接生婴儿，一个接一个，工作强度

特别大。所有的医
护人员都要经常加
班加点，但没有人
报怨，也没有人要
求报酬。这在国外
是看不到的，因此
令她很惊讶。

李 丽 茵 还 表
示，这次回国寻根
做义工，非常有意
义。她要把自己见
到的和学到的知识
与老师和同学们分
享。她说，她要记
住 家 乡 的 山 山 水
水，记住老家的乡
亲们，以后争取每
年都回来，回报自
己的家乡。

各国华裔家庭增多 中文学校遍及全球 寻根之旅热度不减

传承中华文化从华人娃娃抓起
孙少锋 黄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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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文：做英国华人历史的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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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李丽茵 （左一） 协助查房。
来源：中国侨网

图为李中文 （后排左三） 及其团队。
（来源：《英中时报》）

6 月 20 日，“比利时华侨华人领事保
护志愿者服务团”成立仪式在布鲁塞尔举
行。2013 年，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建立领保
联络员 （志愿者） 机制以来，该机制在维
护旅比中国公民合法权益及处理各类领保
案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完善该
机制，更加及时有效地处置各类涉中国公
民领保案件，覆盖比利时全境的比利时华
侨华人领事保护志愿者服务团在布鲁塞尔
成立。图为志愿者在提交领事保护志愿者
承诺书。

中新社记者 沈 晨摄

比利时成立华侨华人比利时成立华侨华人
领事保护志愿者服务团领事保护志愿者服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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