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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 外 部 环 境 对
形 塑 语 言 习 惯 所 起 的
关 键 作 用 ， 除 非 在 华
人 特 别 集 中 的 地 方 ，
第 二 代 华 裔 几 乎 很 难
把 中 文 口 语 和 汉 字 掌
握 得 尽 善 尽 美 。 事 实
上 ， 有 不 少 华 裔 孩 子
对 写 汉 字 也 产 生 畏 惧
和抵触情绪。

移 民 到 英 语 和 其
他 语 言 国 家 的 华 裔 ，
多 多 少 少 都 面 临 子 女
如 何 掌 握 中 文 ， 以 及
能 把 中 文 掌 握 到 什 么
程 度 的 问 题 。 笔 者
曾 亲 耳 听 到 从 香 港 移
居 美 国 的 餐 馆 老 板 认
真 地 用 华 语 说 ： 我 们
是 中 国 人 ， 下 一 代 一
定 要 会 中 文 ； 也 听 到
来 自 台 湾 的 移 民 说 ，
她 家 的 孩 子 ， 从 小 如
果 不 说 华 语 就 没 有 饭
吃 ， 她 就 这 样 坚 持 强
制孩子习惯说华语。

对 于 在 美 国 出 生
或 者 1 0 岁 以 前 就 随 父
母 定 居 美 国 的 华 裔 孩
子 来 说 ， 大 环 境 和 主
流 语 言 的 影 响 ， 难 免
对 中 文 的 熟 练 掌 握 及
自 然 运 用 造 成 很 大 干
扰 。 现 实 当 中 ， 一 个
人 习 惯 的 语 言 往 往 是
受 周 边 环 境 的 影 响 多
于 父 母 的 影 响 ， 即 使
在 中 国 国 内 ， 如 果 父
母 跨 省 迁 移 ， 孩 子 很
快 就 从 学 校 里 学 会 当
地 方 言 ， 而 父 母 则 终
身 带 着 原 乡 口 音 。 笔
者 曾 见 到 有 的 华 裔 二
代 孩 子 ， 虽 然 在 中 文

学 校 学 中 文 ， 但 绝 大
多 数 时 候 ， 一 张 口 就
本 能 地 用 英 语 表 达 自
己 想 法 ， 中 文 实 际 上
很 难 成 为 自 我 表 达 的
首 选 语 言 。 但 笔 者 也
认 识 中 文 并 不 流 畅 ，
却 致 力 于 研 究 中 国 艺
术的华裔二代学者。

事 实 上 ， 不 仅 在
美 国 成 长 的 华 裔 二 代
在 学 习 中 文 方 面 面 临
困 难 ， 就 连 不 在 美 国
出 生 长 大 ， 只 是 在 美
国 读 大 学 ， 然 后 留 下
来 成 家 立 业 的 小 留 学
生 ， 也 更 倾 向 于 用 英
文 。 笔 者 在 社 交 媒 体
交 流 中 发 现 ， 来 美 国
读 研 究 生 后 定 居 的 华
裔 友 人 ， 都 只 用 中 文
相 互 聊 天 ， 哪 怕 英 文
是 日 常 工 作 语 言 ， 但
在 美 国 读 过 本 科 的 年
轻 朋 友 ， 都 习 惯 用 英
文 进 行 一 般 交 流 。 也
就 是 说 ， 虽 然 中 文 仍
算 是 小 留 学 生 的 第 一
语 言 或 家 庭 语 言 ， 但
在 社 交 时 ， 他 们 已 经
不 习 惯 用 中 文 来 自 我
表达。

由 于 外 部 环 境 对
形 塑 语 言 习 惯 所 起 的
关 键 作 用 ， 除 非 在 华
人 特 别 集 中 的 地 方 ，
第 二 代 华 裔 几 乎 很 难
把 中 文 口 语 和 汉 字 掌
握 得 尽 善 尽 美 。 但 这
一 点 往 往 被 中 国 友 人
所 不 解 ， 因 为 他 们 坚
持 认 为 ， 华 裔 二 代 必
须 会 说 中 文 ， 而 且 得
说 得 像 中 国 孩 子 一 样

流 利 自 然 ， 无 法 想 象
国 外 的 主 流 环 境 对 达
到这一目标的阻碍。

事 实 上 ， 有 不 少
华 裔 二 代 孩 子 对 写 汉
字 也 产 生 畏 惧 和 抵 触
情 绪 。 笔 者 曾 听 来 自
台 湾 的 父 母 谈 到 美 国
中 文 学 校 中 文 教 材 的
一 些 瑕 疵 ， 比 如 ， 课
本 里 的 “ 扫 地 ” 这 个
概 念 ， 就 不 太 容 易 被
在 美 国 出 生 成 长 ， 只
知 道 吸 尘 器 的 孩 子 理
解。

还 有 一 个 问 题
中 国 友 人 可 能 也 不 理
解 ， 即 在 美 国 的 多 元
文 化 环 境 中 ， 假 如 父
母 不 是 强 力 要 求 孩 子
掌 握 中 文 ， 孩 子 也 可
能 仅 仅 把 中 文 当 成 外
语 学 习 的 一 种 选 项 ；
在 多 种 选 择 中 ， 华 裔
孩 子 既 可 能 被 美 国 更
广 泛 应 用 的 西 班 牙 语
吸 引 ， 也 可 能 被 较 受
欢迎的日语所吸引。

在 中 文 尽 可 能
纯 熟 之 外 ， 笔 者 认
为 ， 华 裔 父 母 应 该 更
加 注 重 下 一 代 对 中 国
的 全 方 位 理 解 。 这 种
理 解 应 该 突 破 语 言 固
有 的 基 本 交 际 功 能 ，
也 适 当 突 破 “ 了 解 一
种 文 化 只 能 通 过 它 的
语 言 ” 这 种 绝 对 化 的
认 知 。 华 裔 孩 子 可 以
发 挥 以 英 文 为 第 一 语
言 的 优 势 ， 经 由 英 文
更 加 广 泛 和 深 入 地 理
解 中 国 历 史 、 地 理 、
政 治 、 社 会 、 思 想 及
方 方 面 面 。 由 于 西 方
社 会 资 讯 自 由 流 通 ，
孩 子 可 以 在 父 母 引 导
下 ， 通 过 各 种 媒 介 和
视 频 对 中 国 进 行 全 方
位 了 解 。 这 种 深 度 了
解 不 是 以 语 言 和 基 础
文 化 为 教 学 目 标 的 中
文学校所能代替的。

华 裔 父 母 应 该
避 免 自 己 闭 口 不 谈 ，
把 一 切 交 给 “ 中 文 学
校 ” 的 做 法 ， 而 是
应 该 以 自 己 的 经 历 和
视 角 ， 帮 助 孩 子 理 解
中 国 和 中 西 方 文 化 差
异 ， 帮 助 孩 子 欣 赏 包
容 多 元 的 世 界 ， 确 立
自 由 、 包 容 的 进 步 理
念 ， 但 同 时 又 让 孩 子
对 中 国 文 化 与 历 史 经
验 ， 以 及 现 代 转 型 ，
产 生 比 一 般 美 国 人 深
入得多的同情理解。

由 于 种 种 原 因 ，
笔 者 自 己 的 孩 子 也 属
于 中 文 并 不 灵 光 的 一
类 ， 这 的 确 令 人 遗
憾。但是，这个10几岁
的 孩 子 却 对 中 国 的 诸
多 问 题 ， 如 香 港 问 题
的 历 史 渊 源 、 文 化 大
革 命 、 海 外 新 儒 家 的
兴 起 、 当 代 中 国 青 年
的 汉 服 运 动 、 汉 族 和
少 数 民 族 的 关 系 、 客
家 文 化 的 起 源 、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等 等 ， 都 产
生 强 烈 的 兴 趣 ， 并 积
极 上 网 查 找 资 料 ， 甚
至 还 特 别 钦 佩 当 代 新
儒家哲学家牟宗三。

在 漫 长 的 暑 假
中 ， 笔 者 不 断 回 答 孩
子 关 于 这 些 论 题 的 种
种 提 问 ， 协 助 查 找
资 料 、 视 频 、 解 释 概
念 、 提 供 看 法 ， 也 通
过 辨 析 西 方 视 角 和 中
国 视 角 ， 帮 助 他 摆 脱
英 文 媒 体 的 局 限 ， 尝
试 多 角 度 地 ， 既 从 外
部 又 从 内 部 地 看 待 中
国 。 疫 情 前 的 两 次 中
国 之 行 ， 也 帮 助 他 实
地 参 观 名 胜 古 迹 ， 了
解 中 国 生 活 方 式 、 城
乡 差 异 、 南 北 差 别 、
取 得 显 著 进 步 的 以 及
有待改善的方面。

在 这 种 暂 时 绕
过 “ 中 文 ” 的 教 育

下 ， 他 首 先 产 生 对 讲
究 人 多 热 闹 的 中 国 生
活 方 式 的 某 种 认 同 ，
和 对 中 国 问 题 的 兴
趣 ， 然 后 由 于 搜 求 资
料 的 需 要 ， 反 过 来 主
动 学 习 汉 语 词 汇 和 表
达 方 式 。 另 外 ， 笔 者
也 把 香 港 老 电 影 作 为
引 导 孩 子 进 入 中 文 世
界 的 一 种 途 径 。 周 星
驰 的 系 列 喜 剧 电 影 不
仅 有 趣 ， 而 且 可 以 借
助 字 幕 ， 帮 助 不 懂 中
文 的 孩 子 自 然 地 接 触
华 语 或 者 粤 语 。 平 时
生 活 中 ， 笔 者 也 注 意
中 西 饮 食 结 合 ， 让 孩
子 越 来 越 喜 欢 中 式 烹
调 、 中 国 茶 饮 和 一 些
流 行 饮 料 ， 而 通 过 中
国 商 品 包 装 ， 也 可 以
继续识字教育。

在 异 国 如 何 代
代 传 承 文 化 母 国 的 语
文 ， 始 终 是 一 件 考 验
人 的 事 ， 笔 者 只 是 试
图 提 出 一 种 方 式 。 在
笔 者 看 来 ， 学 好 中 文
固 然 重 要 ， 但 父 母 绕
开 语 言 的 纠 结 ， 利 用
自 己 的 经 历 和 阅 读 优
势 ， 通 过 坦 诚 对 话 ，
引 导 孩 子 理 智 和 分 析
性 地 直 面 多 角 度 的 中
国 ， 对 中 国 本 身 产 生
深 入 和 持 久 的 兴 趣 ，
以 及 情 感 上 的 亲 近 ，
也 是 一 种 可 行 办 法 。
只 是 由 于 这 部 分 内 容
可 能 在 一 般 中 文 学 校
教 程 之 外 ， 要 仰 赖 父
母 更 多 的 精 力 投 入 和
引 导 。 另 外 ， 不 论 作
为 第 一 代 移 民 的 父 母
如 何 定 位 自 身 认 同 ，
是 情 感 和 文 化 意 义 上
的 “ 中 国 人 ” ， 还
是 “ 华 裔 美 国 人 ” ，
最 终 都 应 该 容 许 孩 子
不 受 干 预 地 确 立 自 己
的认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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