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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华校办好！中国发展
这么快，我们的子弟不学好中文怎么行？”多年
来，菲律宾亚虞山培青中学原董事长洪丽卿女
士的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耳边萦绕。

2013年，我作为中国国侨办外派教师，赴
菲律宾从事华文教育工作。和我一样被派往世
界各国任教的外派教师还有近1000名。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不断提升，海外对
汉语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师资问题成为
制约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瓶颈。国侨办应海外
华侨华人的要求，在国内选派教师赴海外华校
支援当地的华文教育。

我在菲律宾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位于棉
兰老岛务端市的亚虞山培青中学。因为种种原
因，当时当地华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世
纪的六七十年代。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盘
算起怎么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到任一个多月
后，我与时任学校董事长的洪丽卿女士相见，
几句简单的寒暄后，我们就谈起了这所华校
所面临的问题和对策，那天我们一直谈到深
夜。

洪女士是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第二代菲
律宾华人。在民不聊生的旧中国，为了讨生
活，她的父亲漂洋过海从中国来到菲律宾。讲

起旧中国的海外华教，她回忆道：“我清楚地记
得，在我小的时候，因为中国贫穷落后，很多
菲律宾本地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当时我居住
的务端市没有华校，父亲就将刚刚 5 岁的我送
到邻近的城市读中文。因为年龄小，经常想
家，有一次自己竟溜出学校坐上公共汽车回
家，幸亏遇到好心的司机师傅，将我安全送
到家里。也正是因此，我才下决心办华校、
服务华校，让我们的后代可以在自己的家门
口读华校。”

洪女士告诉我，办华校面临种种困难，除
了资金缺乏，更主要的是在本地很难找到优秀
的中文老师。大多数教师没有经过系统的师范
教育，教学质量很难保证，很多学生在华校读
了几年书，汉语还是说不出几句，更不要提读
中文书籍了。学生往往对汉语失去兴趣，许多
华人家长也对孩子读华校失去了信心。学生人
数出现明显下滑时，学校就面临生死存亡的关
头，甚至在学校董事会上有人提出要关闭这所
华校。

谈起我们这些外派教师的到来，洪女士掩
盖不住内心的喜悦：“多年前，我们就曾经向中
国方面提出过外派教师的请求，但当时因为国
力还不够，没有达成我们的愿望。现在好了，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的祖 （籍） 国强大
了，派你们到这里来支援我们，这真是帮了我
们的大忙了！”

我将亚虞山培青中学的情况向中国驻宿务
总领事馆做了介绍并寻求帮助。中国驻宿务总
领事馆表示：会积极协调国内有关部门支持学
校办学。后来，领事馆先后给这所学校提供了
几批电教设备及舞龙舞狮用品。

在我和外派同事的努力下，这个学校的教
学和管理出现了可喜的变化。2014年，国侨办
外派到这里的教师比以前增加了一倍，我也被
学校聘为中文校长。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
探索，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大大提高，在HSK
汉语水平考试中，大部分学生都取得了优异的
成绩。

平时，总有当地的华人到我办公室来聊
天，听我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我还充
分利用电影、电视、手机等多媒体手段，向学
生和家长展示当今中国的面貌。看到中国现代
化大城市和欣欣向荣的新农村，当地华人改变
了对中国的老旧看法，纷纷为中国点赞。

后来，我被选派到菲律宾全国性服务机构
——菲律宾华教中心，担任交流部主任。临调
离前，学校举行了盛大活动向我们外派教师表
示感谢，我和几位外派同事一起被授予了功勋
牌。我在离职感言中说：“如果要说感谢，最应
该感谢的是我们伟大的祖国！没有改革开放以
来的高速发展，国家不可能有这样的实力，派
我们这些外派教师到海外华校帮助发展华文教
育。”

现在，我被国侨办改派到泰国继续从事华
文教育工作。这些年，我考察和调研了近百所
华校，看到很多像亚虞山培青中学一样的华校
在祖 （籍） 国的支持下越办越好。可以说，亚
虞山培青中学的发展是海外华校发展的一个缩
影，越来越多的当地人把孩子送入华校学习中
华文化。

不知不觉间，我远离亲人和朋友，在海外
华文教育的道路上已坚持了6年。6年虽短，我
却见证了日益强大的祖国给海外华校插上腾飞
的翅膀；亲历了海外华校蓬勃向上、遍地开花
的发展历程。为此，我觉得我的所有付出，都
是非常值得的。

（作者为中国国侨办外派泰国教师）

待 客

汤加人性情豁达，热情好客，
生活悠闲自在。与宾客见面，常以
握手为礼，热情问候，礼貌寒暄。
日 常 称 呼 ， 一 般 是 直 呼 对 方 名
字，只在表示特别尊敬时，才用姓
氏加头衔相称。当地人拜见身份高
者，习惯实施“莫伊―莫伊”吻
足礼。

到汤加人家中做客，女主人
会把亲自制作的花环，戴到客人脖
颈上，以表示热情欢迎。他们只在
亲密朋友之间送礼，而鲜花不被看
作礼品。

欢迎贵宾，当地人不论男女，

都会穿上盛装，即用树皮布做的裙

子，腰 间 还 围 着 状 如 围 裙 的 腰

席。妇女们头上插着香气袭人的

鲜花，发髻上饰以高耸的白色羽
毛，脖颈处佩戴兽牙颈环。远道
而来的贵宾，会被邀品尝“卡瓦
酒”，其传统的规矩是，客人要以
双手击掌三下，从主人手中接过用
椰子壳装的酒，一饮而尽，然后将
空壳还给主人，再击掌三下，以
示程序完成。卡瓦酒是一种胡椒
科灌木树根捣碎后，溶于水中的
液汁，并不含酒精，饮后会使身
心镇静、松弛、舒适。

服 饰

对外场合，汤加男士有时穿西

服套装，有时只穿西服上装，下着
裙装。在汤加，不论男女都会穿裙
装，尤以草裙最有特色。当地习
惯，普通人的草裙都比较新鲜、美
观，而身份高者反而穿破裙。这是
因为年代越久远的草裙，其故事越
多，越显得珍贵，穿上它才显得更
隆重。只有地位崇高的人，才会注
重保存自己的草裙。

另外，欢庆节日时，男女老少
都会穿上节日盛装，即用“塔帕

（tapa） 布”制成的华丽服装。塔
帕布是当地富有民族特色的树皮

布，由一种嫩桑树皮制成，树皮经

过浸泡，反复捶打，其韧皮就会变

成薄如蝉翼、清凉透气的布料，晾
干后用姜黄属植物和天然靛青等印
染，加工成精致绚丽的布料。汤加
人一生离不开塔帕布，出生后的襁
褓、结婚的彩礼布料直至死后裹
尸，都用得着塔帕布。谁家的塔帕
布料多、摞得高，不仅代表其富
有，还代表社会地位高。

饮 食

汤加人的食物十分丰富。肉类
以猪肉、鸡肉等为主，植物类有木
薯、芋头、芭蕉、面包果、香蕉、
椰子、地瓜以及各种热带蔬菜。招
待客人时，最名贵的菜品是“烤全
猪”，其中一种“海鲜猪”尤为珍
贵。“海鲜猪”能在浅水区游泳，
到附近的珊瑚礁捕食蟹、蚌、海藻

和鱼等，其肉质略带咸味，烤制后

味道十分鲜美。

参加宴会时，男人们头上、身

上有各种饰物，腰间系着“拉伐

拉伐”草裙或再加围一条腰席。妇
女们头上、颈上佩戴各种鲜花。
宴会开始，宾主席地而坐，通常
是长者带领大家祈祷后，亲手割
下第一块肉，献给客人先尝，然后
众人才可一起分享。当地人进食，
多以手直接抓取食物。

胖为美

汤加人的传统观念是以胖为
美、为荣、为贵。特别标致的妇
女，必须是身体肥胖、脖子短粗。
女子腰身细长被认为丑，会想方设
法增粗，如用布一圈一圈将腰身缠
起来。女子只有达到一定胖度，才
能嫁得出去。

不过，过分肥胖，不仅在日
常生活中有诸多不便，也对身体健
康十分不利，这是当今世界的共
识。汤加人“以胖为美”的传统
观念，正在悄悄发生变化。早在
数年前，国王就开始亲自在全国

推动“瘦身运动”，并以身作则，
带头减肥。今天再去汤加看看，
大街上胖子虽然仍有不少，但是特
意增肥者已不多见。

椰树屋

汤加的乡下人习惯居住以椰树

为材料建造的房屋。房屋以椰树树

干做支架，用枝条编墙壁，尖尖高

屋顶，搭上树叶和茅草即成。房屋

只有门，没窗户，虽简陋，但适合

于当地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

活习惯。汤加椰树遍地，取材方

便，且成本低廉，即使被大风摧

毁，不会伤人，再建也不难。

禁 忌

汤加人多信奉基督教，忌讳数
字“13”。周日是神圣的安息日，
除教堂举行的宗教活动外，禁止其
它社会活动。

公共场所严禁袒胸露背。吃饭
时，需保持安静，高声说话是不文
明的举动。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中国近现代史上遭遇的历次经

贸争端，论对中国经济社会最为创巨痛深者，莫过
于美国政府 1934年制订实施的 《购银法案》。”请问
其中的“制订”用得是否妥当？谢谢！

姚巨维

姚巨维读者：
“制订”侧重于拟制的过程，而“制定”侧重于

拟制的结果。因此，如果表示正在进行的拟制，宜
用“制订”。例如：

（1） 他们正在制订一份详细的治理这条河污染
的计划。

（2） 最近这个科室正在研究制订整治交通堵塞
的工作规划。

（3） 有关条例尚在制订之中，初稿完成后将广
泛征求意见。修订后经上级批准才能公布实施。

（4） 老王等同志收集了很多资料，他们正在根
据这些资料制订保护当地文物的工作细则。

如果表示已经进行过的拟制，宜用“制定”。例
如：

（5） 我们已经制定了几条措施来保护这座古代
建筑。

（6） 根据去年制定的有关规定，决定对这几个
违规单位进行处罚。

（7） 这是十几年前制定的标准，我们应当根据
今年新制定的标准来监测江水的水质。

（8） 早在几十年前，有关部门就制定了这方面
的章程。

如果表示将要进行的拟制，也宜用“制定”。例
如：

（9） 他们打算下半年制定若干规定，进一步保
护好景区的生态。

（10） 针对目前出现的这些情况，相关部门将制
定新的条例，来保护这些野生动物。

（11） 看来，已有的规定还不够完善，所以，有
关部门考虑在两个月内制定出配套的实施细则。

（12） 为了让我市获得跨越式发展，拟年底研究
制定一套新规定，以便
更好地引进外来人才。

提问中的句子，谈
及的是 1934 年的拟制行
为，也就是说，是指早
已进行过的拟制工作，
用“制定”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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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地处内罗毕闹市的肯尼亚技术大学，来自多个非洲国家的
学生正在大型操作间内忙碌地操作着中国制造的数控机床。

23岁的赞比亚女孩姆万萨站在蓝白相间的数控机床前，聚精会
神地操作着机器，几个男同学在一旁认真观看。姆万萨沉静和自信
的神态，让人一看就知道她是这个小团队的核心。

姆万萨正在为8月底举行的非洲职业技能挑战赛做准备。这是中
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 举办的海外企业社会责
任项目。该项目将为来自非洲各国的参赛者提供近两个月的相关培
训，再通过比赛形式给予学员奖励。

近年来，为了帮助非洲国家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助力非洲工业
化进程，中航国际分别与肯尼亚、乌干达、赞比亚、加纳、加蓬等
国教育部合作开展职业教育项目。中航国际不仅为对方提供教学设
备，还从中国选派老师来到非洲，手把手将职业技能和经验传授给
当地青年。

据中航国际职业教育项目经理赵磊磊介绍，以肯尼亚为例，
2010年，中航国际与肯尼亚教育部签署职教项目一期合同，为肯尼
亚建设10所职业院校，并提供院校规划、专业设置等“一揽子解决
方案”。2013年，双方签署职教项目二期合同，在肯尼亚全境134所
大中专院校开展机械加工、电子电工、汽车维修、机电一体、焊
接、制冷、农产品加工、酒店管理、土木工程、农机维修十大专业
技能培训，计划在2020年底前，培训约1500名教师和15万名学生。

负责机器调试的韩江自中肯职教项目启动就来到了肯尼亚。
他亲眼见证了肯尼亚技术大学学生从对操控机床一无所知，到能

够熟练操作、加工机器零部件的过程，打心眼里为这些年轻人感到

高兴。“用中国教师、中国设备为非洲青年提供培训，目的是把技

能转换成实实在在的效益。”韩江用质朴的话语道出职教项目最真

实的初衷。

来自肯尼亚西部的姑娘阿乔玛，从小就想成为一名工程师。“人

们总是说‘女人做不了好的工程师’，我想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错

了。”

阿乔玛所在的技术培训学院，恰好是中肯职教项目涵盖学校之

一。2016年，阿乔玛被学校推荐参加非洲职业技能挑战赛，她所在

的团队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赛后不久，阿乔玛便受聘于一家肯
尼亚制造公司，为员工培训机床操作技能。这在青年就业率仍处低
位的肯尼亚是非常不错的工作。

阿乔玛说，她的梦想是在家乡开一个工作室，向更多肯尼亚青

年传授操作机床的技能。“我的家乡很偏僻，很多人不像我这么幸

运，能够遇到中国老师的指导，能够有机会参加非洲职业技能挑战

赛。我希望家乡的青年都能掌握这些技能，依靠知识改变自己的命

运。”

像阿乔玛这样的非洲青年的经历，令正在中肯职教项目进行暑

期实践的清华大学机械系博士生汪泽很是感慨。和学员们的交流加

深了他对非洲工业化的认知，也让他意识到中国可在其中发挥的作
用、做出的贡献。他认为，非洲国家不能完全照搬中国的工业化经
验，非洲有自身特点，需要因地制宜。“相信在工业化技术和人才培
训方面，中国可以成为非洲的好伙伴。”

（新华社内罗毕电 记者卢朵宝）

海外纪闻

中国职教项目

培养非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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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漫谈

汤 加 礼 俗
马保奉

海外华校插上腾飞的翅膀

汤加妇女在婚礼上欢快地跳起舞来。 图片来源：新浪网汤加妇女在婚礼上欢快地跳起舞来。 图片来源：新浪网

张 杰

本文作者 （左一） 和洪丽卿女士一起为学生颁发毕业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