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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一百多年前面對西方列強入侵，當時陷入一片迷惘。有人提出要全盤西化，

也有人提出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吸納西方文化。時至今日，飄洋過海來到澳洲的

華裔移民們，面對的何嘗不是一個相類似的困局？

  但中國已經變成一個日漸強大的國家，華人要考慮的事情亦由國家民族的存亡，

轉變為個人的利益榮辱了。譬如在澳洲的華裔移民，要怎樣做一個華裔澳洲人呢?

 我們自己要怎樣看待中華文化? 我們還期望下一代認識中華文化嗎?

  我們這一代的華裔澳洲人其實已作出選擇，只要大家放眼一下身邊的華裔孩子，

有能寫中文的嗎？有能閱讀中文的嗎？有可以講一點像樣中文的嗎？很不幸，在

澳洲華人社區，中華文化普遍被放棄了。這情況的出現，當然多少反映出移民生

活的艱難。為了生計，融入社會，大家要學英文去了。移民一代難在工作上有突

破，只有寄望下一代出人頭地。於是小孩子們被送了去彈鋼琴、拉小提琴、上補

習班去了。不少家庭為了恐怕孩子英語水平落後於人，更是嚴禁在家中講中文，

談中華文化。但這種做法是否真的走對了路呢?

  澳洲是一個多元文化社會，二次大戰後移民不斷湧入。數十年前便有人研究社

區語言教學以及社區語言的重要性。其中一些研究成果，對我們華人社區有所啟

發。例如不少研究發現，小孩對不同語言的掌握原來是沒有成年人想像般困難。

事實上，以我們華人服務社為例，不少來自東南亞地區的工作人員、社員們，自

小便可以講四至五種語言或方言。兒童在家裏講中文，同時學習英語，不但沒有

矛盾，而且更有可能啟發他們的思維，幫助他們日後在不同環境下去跟不同的人

溝通。

  更有一些研究發現，在家中堅持使用母語的家庭，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會更和諧，

彼此交往會更密切。而在一些只用英語的移民家庭中，當孩子進入青少年時期，

他們會嘲笑父母的口音，英文語法的不純，挫傷了父母們的自尊及彼此的關係。

而父母們受到語言的障礙及限制，亦漸漸發現與子女難於溝通，家庭裏出現嚴重

的代溝問題。

  三十多年前，一些東南亞國家不鼓勵華裔國民學習中文和中華文化，希望這可

以割斷國民與中國的關係，對中文教育的撥款差不多是零。可是社會內一群一群

有心人士以社區形式開辦中文學校，鼓吹中華文化，得到華裔國民的支持。結果

週末的中文學校發展蓬勃，中華文化薪火相傳，當地的華裔國民沒有一代斷絕了

與中國的根源。到今天，他們的下一代掌握了通曉中文的優勢，在促進東西文化

和商業的交流，擔當了重要的角色。同時，他們吸收中華文化傳統的道德觀念，

以及積極進取的處事精神，亦彌補了西方教育中德育培養的不足，因而成為了當

地政商界的精英。這實在是華裔澳洲人一個很好的借鑑。



 
(圖: 辦中文學校，推動中華文化，是華人服務社對社會的一個重要承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