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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跨越大洋，再度踏入浙江义乌这座
陌生而又熟悉的城市时，千言万语涌上心
头，只化作简简单单的一句：好久不见！

凌晨的义乌寂静无声，几乎空无一人的
街道只有零星的几辆车穿行，满城的霓虹灯
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仿佛在迎接我的回归。

“目的地已到达”，导航一本正经地报告，拂
去我心中些许疲惫。

熟悉的一片红砖房映入眼帘，我站在新
修建的水泥地上，脚如灌了铅一样，久久未
动。时光飞逝，在不知不觉中，义乌和我好
像都长大了。

还记得我是个喜欢跟在爷爷奶奶身后
打转的小尾巴，一心钟情于村子里的各大

“秘密基地”——学校的小池塘、家门旁的
公园……在这些“秘密基地”中的探险让我

像个冒险家。转眼长大的我，已然是个大姑
娘了，一手拎起行李箱，一手提着大包小包
的礼物，一口气爬上了6楼。

多年未见义乌，感觉像在和老友叙旧。
我希望能以一种最舒服的方式重新了解它，
走在熟悉的街道上，听着熟悉的吆喝声——

“又香又糯的黑白糯米糕”，这一切仿佛还存
留在那个 7 岁小女孩的记忆中，但又随着岁
月穿梭变得模糊。

如今，新老地标更替，我慢慢欣赏着这

座古老和现代融汇的城市。走在偌大的商品
城，看见面带倦色却口若悬河、热情好客的
义乌老板娘，也看见奔波于各大区域、行色匆
匆的年轻创业者。他们身上的韧劲和拼劲，和
爷爷奶奶一样，让我感觉到熟悉和温暖。

义乌人身上所体现出的拼搏精神，是传
统，也是文化，更是一种信念，也鼓舞着远
在异国他乡的我在这破晓的早晨，写下：

“记住义乌，记住乡愁”。
（寄自澳大利亚）

我的梦想是考上清华大学。而这个
“清华梦”，源于我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纪
录片，里面提到清华人为国家做出的巨
大贡献。虽然当时我还是一名小学生，

“清华大学”这几个字却深深印在我的脑
海中。

从那以后，我努力学习，希望成绩足
够优异，有一天可以踏入清华的大门。然
而，因为父母工作调动，我们全家移居欧
洲，我开始了在德国北部的生活，“清华
梦”也在渐渐远行。

正当我放弃希望时，却听说身处海外
可以参加华侨生联考，进入心仪的中国大
学。我搜索了相关考试资料，发现挑战很
大。为了达到进入清华的目标，我必须付
出更多努力，不仅不能落下德国学校的课
程，还必须同时跟进中国学校的进度。

我是一个很爱电子科技和新事物的
人，因此想报考清华大学与科技工程相关
的专业。

对我来说，在异国他乡，掌握当地语
言是一大难题。在补习德语的同时，我还

得继续学习中文，二者兼顾，学起来颇为
吃力。好不容易能听懂德国老师说的话，
但比起德语为母语的学生，想要获得优异
成绩，谈何容易。为了能够尽快赶上进
度，我严格要求自己，也时常告诉自己不
能气馁，更希望德国同学看到中国孩子的
学习能力。

如今，我已经能够融入德国课堂，德
语不再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尽管如此，我
却不能松懈，因为想要考入清华，就必须
提高中文水平。但一直以来忙于学习德
文，中文有所退步。和爸爸妈妈商量后，
我选了一所中文学校学习中文，虽然学校
距家较远，单程需要1 个多小时，但我还
是坚持了下来。

“为了清华而努力！为了联考而努

力！”我在书桌对面的墙上写下了这句话，
每天抬头就可以看到。昔日国内的好友问
我，既然有机会到德国读大学，为什么不
在德国读呢？可是，这是我从小便有的梦
想，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回到中国，进入心
仪的学府。

尽管身边的人觉得我同时学习德国和
中国的功课很辛苦，但这就是我的“清华梦”
啊！每当同学们出去玩或者约我在网上打游
戏时，我抬头看着那两行字，告诉自己，有一
天我要重归故里，在清华校园徜徉。那时候，
所有的努力都将得到回报。

我的“清华梦”，期待有一天会成为
现实！

（寄自德国）
（本版配图除署名外均来自千库网）

“味道是每个人心中固守的
乡愁。”食物会给我们带来独有的
记忆，它的味道、香气代表着一
段光阴、一座城市、一个人。对
于我这个在皇城根儿下长大的北
京妞儿而言，冬天的北京城就有
一种特殊的味道。

记得是六七岁那年冬天的一
个清晨，天气寒冷又干燥，妈妈
要带我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
式。因为要在日出前赶到，天还
没亮，我们就出了门。升旗仪式
非常壮观，回家路上，我还兴奋
地挥舞着手中的小国旗，嘴里哼
着国歌，心情好得不得了。

越过南池子的大门，一股香
气扑鼻而来。那是一股淡淡的油
香，伴随着一丝煎饼的味道。沿
着南池子大街往前走，我睁大眼
睛四处张望，试图找到香气的来
源。最后，我的目光锁定在不远
处的一个煎饼摊上。我抬起头望
向身旁的妈妈，妈妈捏了捏我的
脸，笑着拉起我的手说：“走，给
你买一个去。”

我的身高正好够到工作台，
可以近距离观察制作煎饼果子的
整个过程。我站在那里，眼睛一

动不动地盯着前面圆形的加热板
以及卖煎饼的老人的双手。只见
她将一大勺面糊倒在加热板上，
再将面糊均匀地摊成圆形，随后
再打入两只鸡蛋，把蛋液均匀地
铺满饼面。在蛋液即将凝固时，
她熟练地用一把铲子将整张饼挑
起，“啪”的一声把煎饼翻面。金
黄的饼面刷上甜面酱和辣酱后，
再将两张刚炸好的薄脆叠加在面
饼中央……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
来，就见一只大手将一个热气腾
腾的煎饼果子递到了面前。

我伸出双手接过，一瞬间葱
香、蛋香、酱香扑鼻而来。煎饼
果子外柔内脆，鸡蛋的柔软凸显
薄脆的酥脆，葱花和香菜的清香
柔和了面酱的鲜咸。

吃完后，我感觉整条南池子
大街都变得温暖起来。路边的行
人、小卖部，路上的车辆、自行
车，各条胡同、小巷子，就连路
边光秃秃的柳树都变得美好起来。

这就是我印象中那个冬天的
北京城，而每次回想起，我都会
记起那天早上的煎饼果子。

虽然后来在异国他乡也吃过
几次煎饼果子，但都不如那天早
上的美味。那是我这辈子都不会
忘记的味道，因为它有北京的味
道，有故乡的味道。

（寄自法国）

经过多次实践证明，追剧这
事儿实在不适合我。但是 《山海
情》 却吸引了我，让我真正地感
受到了艰苦奋斗的正能量。

记得中文老师布置观看电视
剧 《山海情》 时，我并没兴趣，
只是为了交作业快速地看了前几
集。但越往后看，我越被引人入
胜的剧情所吸引。

《山海情》讲述了上世纪90年
代以来，宁夏西海固的人民和干
部们响应国家扶贫政策的号召，
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下，通过辛勤
劳动和不懈探索，将飞沙走石的

“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
沙滩”的故事。老师告诉我们，
剧里的一些人物和故事，是有原
型的。

《山海情》 的内容精彩丰富，
剧情清晰利落，充满正能量。比
如，马得福帮助整个村的村民解
决用电、用水等问题，过程很
难，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放弃。

我印象最深的人物是白校长
的女儿白麦苗，她儿时和小伙伴
得宝一直向往外面的世界和更好
的生活，长大后有机会到福建打
工，凭着不放弃的信念，很快掌
握了工作技能，越做越出色，但
她还是回到了家乡，和儿时的伙
伴一起用学来的本领建设家乡，
真让人佩服！

还有一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
刻印象，即在整部剧结尾，几个孩

子一起回老家的场景，因为这也是
我真实经历过的场景。

几年前，我回宁夏看爸爸小
时候住过的土房子。他们回忆
说，小时候住在那里，风沙大、
生活苦……我听他们聊天，心情
和剧中的那群孩子是一样的。看
了 《山海情》 后，我才对爸爸讲
的故事有了更深的感受，也更加
佩服我的爷爷、奶奶，他们曾经
付出过辛勤的汗水和美好的青春。

2021 年 2 月 25 日，是一个铭
记人类史册的重要日子。在这一
天，中国向世界宣告，中国脱贫
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
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而 《山海
情》 中的闵宁镇涌泉村只是这其
中一个，它是一个小小的缩影，
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中。

看完《山海情》，突然有一种
空空的感觉。马得福灿烂的笑容、
村民们向往幸福生活的神情，定格
在了那秀美景色中。我的脑海中不
由得冒出那句接地气的方言——

“好滴很！”
（寄自瑞典）

妈妈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漂泊之后，最终
定居俄罗斯，也有了在俄罗斯出生的我。在
学龄前，我对故乡没什么想法，只是盼望每
年夏天早点到来，因为夏季我们可以回国。
在故乡，除了等待着我们的亲人，还有更多
好吃、好玩儿的东西。

随着年龄渐长，我开始有了“寻根”的
意识，我很想知道我的爷爷、奶奶、外公、
外婆早年的生活以及他们祖辈的生活，更想
了解那个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古老
国家——中国。

因为我来自中国，每每参加同龄人举办
的生日宴会等活动时，他们常让我讲关于中

国的事情。就这样，我渐渐地喜欢上了这一
“行当”。

从读小学四年级起，我就被邀在学校的
各个分校为同学们讲“中国故事”。当我在
屏幕上给同学们展示中国饮食、长城、秦兵
马俑时，他们好奇的眼神使我至今难忘。尤
其在活动后，每个同学都要展示妈妈亲手做
的一道菜，我带来的是“辣子鸡丁”，被瞬
间清盘。

虽然我爱中国的名山大川、传统文化，
也爱中国美食，但我对中华文化的深入了解
从12岁开始。那一年，我参加了“中国寻根
之旅”活动。这次活动在我的成长中留下了
非常深的烙印，感觉在此之前，自己介绍中
国多是在“你无我有”的框架下，之后再谈
中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在学校，我成了中华文化传播使者。俄
语老师安排我为同学们上一堂“中国文化”
课。在有限的45分钟内，我将中华文化的精

华一再浓缩，课后同学们评价：“这是最有
意思的一节课”“让我大开眼界”“涨了见
识”……

随后，我被邀请到俄罗斯其他地方讲
“中国故事”。其中有一次演讲至今难忘，那
是我第一次面对同龄人之外的听众，参加听
课的有孩子，也有家长。为了给我打气，妈
妈和妹妹在现场给我助阵，让我内心有了支
撑。从讲中国故事到练习书法，再到茶道，
现场活动持续五六个小时，但大家都很积
极。该活动的组织单位还请了专门的摄影师
拍摄现场，这些照片也成了我的珍藏。看着
一身中国古代装扮的自己在众多俄罗斯人
中，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我爱壮美的中国河山，更爱灿烂的中华
文化。不管我身处何地，只要身上流淌的是
中华民族的血液，传承的是中华文化的薪
火，我就是中国人。

（寄自俄罗斯）

日前，由中国侨联、全国台联、人民日报海外版、《快乐作文》杂志共同主办的“第二十二届世界华人学生作
文大赛”获奖名单揭晓。参加海外征文比赛的华裔青少年用中文书写对遥远故乡的怀念、对人类未来的思考、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本版选登部分获奖作文（海外征文部分），和读者一起走进这些华裔青少年笔下的世界。

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没过多久，狂风
骤雨开始袭击整座城市。豆大的雨滴犹如断
了线的珠子一样从天而降，砸在地面上溅起
满地的水花。没带伞的我正躲在道路边的屋
檐下避雨，看着穿梭在雨中寻找避雨处的行
人想：“早知道就听爸爸妈妈的话了。”

收回视线，我脑海中浮现出父母前一晚
嘱咐我带伞的场景。当时，爸爸妈妈反复念
叨着说：“天气预报说明天会下雨，记得要
带伞啊。”“对对对，不要淋雨，要不然会感
冒的。”由于他们总是重复这几句话，我便
心不在焉地敷衍他们说：“知道了。”结果俗
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抬头看向天空，眼前这场大雨丝毫没有

要停的迹象，我想起了被遗忘在家里的雨
伞。就在我为此而感到心烦时，清亮又充满
惊喜的一声“爸爸、妈妈”吸引了我的注意
力。转头往一旁看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位小
女孩一边钻到家长的伞下、一边分享学校趣
事的场景。叽叽喳喳的小女孩和静静听她说
话的父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在滂沱大
雨里形成了一幅无比温馨的画面。然而，让
我感到惭愧的是那位小女孩对父母表达感恩
的那句“谢谢你们来接我回家”。

我突然意识到，感恩并非是在大事上表
达感谢，而是可以像小女孩那样在日常生活
中表达或者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仔细想想，
我很少向父母表达谢意，也常常忽略他们对
我的付出以及生养之恩。那一刻，我明白自
己能无忧无虑享受幸福的日子，是源自父母
的无限付出。

思及此，忏悔之意在心头蔓延。我的脑
海中突然出现父亲苍老的背影和母亲头上藏
不住的银丝，令我自责不已。就在我为自己
的行为反省时，雨渐渐停了，空气里弥漫着
清新又潮湿的气味，暮色也渐渐笼罩了大
地，眼前的景物变得模糊不清。在这雨后的
傍晚，我领悟到了亲情的可贵。

时光荏苒，被典藏在记忆深处的回忆偶
尔浮现在脑海中时，仿佛在提醒我享受生活
时，也应心存感激。确实，在体会生活独有
的美好之际，我也要勇敢向父母表达感恩之
情，因为正是他们爱的浇灌，我才得以茁壮
成长，从一株小小的嫩芽长成枝繁叶茂的参
天大树。

亲爱的父母，我要很大声地说：“谢谢
你们！”

（寄自文莱）

用中文连接过去和未来

传承中华文化薪火
黄敬贤（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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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清华梦”
徐 铭（13岁）

不要忘记说谢谢
黄钰凌（15岁）

记住义乌 记住乡愁
赵 懿（1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