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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莹资

听说我要写篇征文，损友对

我好一番揶揄：“为庆贺咱伟大祖

国成立 70 周年，组织上要的是留

学报国实录，展现建设社会主义

强国过程中的个人风采，你一学

法语、说法语、教法语、推法语的小

语种人士，跟着蹭什么热度？依我

看，你这种外国语专业出身的，浑

身散发着小布尔乔亚耽于享乐的

靡靡气息，光适合轻摇红酒杯、流

连红磨坊，时不时跟老外来几句鸟

语花香，八成只记得欧洲的文艺复

兴，至于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事业？呵呵，说得比唱得好听。”

我答曰，呸，从小我唱歌就不

好听。谁说搞外语就无缘爱国了，

下面我就谈谈将爱国主义思想融

入法语课堂的亲身经历，请君为

我倾耳听。

自打学成归国，我一直从事

法语教师的工作，面对法语初学

者们，我每堂课的第一个问题都

是“你为什么要学法语？”。同学们

的答案五花八门，其中被提及最

多的，当属“法语是世界上最高贵

的语言，优美浪漫，令人神往。”我

进而又问：“为何是法语有此响亮

名号，而不是我们汉语？兼之法语

是许多地区和组织的官方用语，如

欧盟、联合国、非洲大陆等，但明明

这世上使用汉语的人数远超使用

法语的，为何汉语的国际地位却不

比法语？”同学们不由茫然摇头。

于是我讲到，法国曾是欧洲

霸主、世界大国，在“太阳王”路易

十四文治武功、开疆拓土的统治

时代达到鼎盛，彼时欧洲人人以

会讲法语为荣，法语即是贵族的

象征。正是辉煌灿烂的历史与文

化，培养了法兰西民族强烈的民

族自豪感，奠定了法语未来的国

际地位，尽管战后的法国已不复

昔日荣光，不过作为旧时的殖民

大国，当今世界上讲法国的国家

和地区仍高达 40 多个，总人数超

3 亿，尤其对于非洲、南美洲的一

些发展中国家，法语始终拥有重

要影响力。但现实是残酷的，伴随

法国综合国力的下降，法语早被甩

在英语之后，没能成为通用语种。

由此可知，语言是一个国家的

软实力，国家越繁荣强盛，其语言

就越乐于被全世界聆听乃至学习。

且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文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中华民族上

下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

深，源远流长，可以说中国曾经被

打败，但中国文明从未被打倒！作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内求

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和平、求合

作，卓越而不高傲，积极营造温暖

良好的国际环境与周边环境，与众

多国家建立起真诚可靠的伙伴关

系，世界离不开中国。我们走自己

的路，有无比广阔的舞台、无比深

厚的历史底蕴、无比强大的前进定

力，每个中国人都应具备新时代的

民族自信、文化自信、语言自信。

通常讲到这，全班已群情激

昂，有些同学热血上涌，当场表示

不想学法语了，要改去隔壁进修

汉语。那我就得发出灵魂拷问了：

学外语与爱国之间冲突吗？答案

显然是不冲突。掌握一门外语，就

等于多了一把解锁新国度、发掘

新文化、打开新视角的钥匙，我们

要看到发达国家的优点，取其精

华化为己用，师夷长技以制夷，方

能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趋利避

害，在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时代争

取主动权，进而更好地将祖国建

设成社会主义强国。即使我们学

了外语，去了外国，也无非是多一

种探世界的途径，不管何去何从，

都需牢记自己的根扎在中国。如

若回归故里，便带着一身技能，学

以致用，为社会的发展添砖加瓦；

如若移居海外，便传播中华文明，

维护国家形象，做好连接中国与

世界各国关系的纽带。

我的第一堂法语课，不急讲

法语基础知识，而是先谈爱国主

义思想，我个人认为有必要、很值

得。法语是获取法国相关信息的

工具，说来为了做事；汉语则是我

们的母语，传承中华文化价值观，

说来为了做人。古语有云：“国家

兴亡，匹夫有责。”“家事国事天下

事，事事关心。”个人命运与国家

前途紧密相连，要想真正过上幸

福体面的生活，就必须倚靠民主

富强的新中国。相信任何一名外

语教师，只要有心，都不难将爱国

教育与外语教育相结合，借机强

化学生的爱国意识。因此我教过

的一批批学生，远赴法国、瑞士、

比利时、非洲众国留学或工作后，

总会与我不时分享如下日常：“老

师，上次我给法村同学看微信、支

付宝，说国人出门买东西，一部手

机全搞定，把还在用现金、支票、银

行卡的他们羡慕坏了。”“老师，今

天课上让用 PPT 介绍自己的国

家，我精心挑了些高楼林立、熙攘

繁华、环境优美的图片，结合近些

年中国城乡发展史来讲，听得这帮

老外一惊一乍，满脸难以置信。”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正以法

语为利器，展示我辈新貌，增进国

际交流，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同

时传递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为祖

国的昌盛、美好的明天贡献出一

份力量。而我，身为你们的“传道

受业解惑者”，怎能不欣慰之至、

与有荣焉？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一丝丝涓流，可以汇聚成澎湃的

江河。我们这些看起来无足轻重

的个人，只要在“兴文化，强国运”

的同一旗帜下，朝着“早日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一目标奋

斗，终会形成推动“中国梦”前进

道路上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

龙的传人，血脉奔腾黄河长

江，世代相承丹青墨香，风雨打不

穿红墙碧瓦，用命坚守的土壤始终

踏在脚下。时至今日，国已强，家已

富，民已安，泱泱华夏，旭日东升霞

满天！请谨记，我们生而为龙的模

样；请谨记，我们的姓名是炎黄。

（厦门市欧美同学会供稿）

我为祖国当好兽医
□ 何在沐（印尼归侨）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

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海外游子

与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那时，

我还是初入小学的儿童，但已铭

记自己是中国人，祖根在广东，是

炎黄子孙，龙的传人。随后我进入

印华名校巴城中学，获得优质教

育，接受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当

时印尼华人的爱国热情汹涌澎湃，

许多同窗挚友纷纷北归，报效祖

国，我经过反复考察求索后，毅然

决定随时代洪流投入祖国怀抱。

我的人生理想是当医生，治病

救人服务社会。1959 年在广州参

加高考，我填报的志愿都是医学院

校，指导老师劝导我加报了畜牧兽医

专业，结果录取到福建农学院（即现

在的农业大学)畜牧兽医专业，当时，

我认为这是祖国的需要，必须服从，

不可违背，从此进入了为兽类的优

化、繁衍、治疗服务的队伍。

乍到福建农学院时，看到的

是简易的竹棚教室，学生都要先

参加建校劳动，我经受了劳动锻

炼。1962 年台海局势紧张，全校

师生疏散,我参加北京、东北路线

的参观团，游览伟大祖国的锦绣

江山，爱国情怀愈加浓烈。在四年

的大学生活中，我刻苦学习专业

知识，提升为祖国做奉献的思想，

在大学毕业分配时，党总支书记

亲切找我谈话，征求毕业分配去

向，建议我和当时的女朋友(即现

在的老伴———印尼万隆侨生廖润

梅)一起到福建著名侨乡南安县，

我又服从了祖国的需要。

1963 年到南安畜牧兽医站，

我当兽医，妻子负责疫苗生产。常

背着行李下乡，为农户的家畜打

防疫针，加深了与劳动人民的感

情。1964 年配合厦大生物系教授

搞牛肝片吸虫防治工作，我诚恳

地向教授和省农科院专家们学

习，增长许多知识，这对我后来的

业务发展很有裨益。随后，县委书

记要求我引进和改良家畜品种以

改善民生，我跑遍祖国有关地方，

挑选、调运优良品种，有一次从烟

台运猪到厦门，在火车皮里，人畜

同厢十天，还要喂养牲畜。一到厦

门我就洗了两次澡，想去理发时，

因身上猪味太浓，没人肯理。

1965 年，省畜牧局推广人工

授精，站里许多人都不愿干，领导

很为难，我挺身而出，接受兼任这

项工作，其实人工授精站里只有

我夫妻俩加一名助手，工作很繁

忙，有时还要为兽医站解决疑难病

例。如 1966年南安诗山发生了十

多头牛中毒事故，治疗无效全都死

亡。不久，邻队又发生了类似疫情，

兽医站要求我参加抢救。我赶赴到

场查看疫情，按照我的方案，经过

打针、灌药后，牛群 3天好转，6天

痊愈。这事过后，我的名声飞扬。

我深刻地体会到，当好兽医

不仅要有专业知识，还必须要有

事业心、爱国情怀，全心全意为群

众服务的精神，更重要的是思想

和行动要统一，即要做到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要把为人民服务的

好思想，落实到行动中去，这样才

能获得群众的拥护和领导的信

任。1967 年文革期间，人工授精

站被解散，我被诬为“特嫌”，进了

“学习班”，由于平时群众关系好，

受苦不多。本来要把我调到艰苦

的山区去，组织部门故意拖办不

让去，最后我还是留在县城负责

搞本职工作。

1979 年，省厅推广牛改冷配

(即在 -196℃冷冻精液，提出解

冻后输入母畜子宫内), 全省设三

个点，我负责南安点，我采用深部

输精法，所配的生畜头数最多。在

全省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得到省

厅的表扬肯定。南安被评为全国牛

改冷配工作的基地县，走在全国的

前列，我被农牧渔业部评为全国牛

改冷配先进工作者。1982年，全国

牛改冷配工作会议在南安召开，我

被评为福建省劳模，接着被选为省

第五、六两届政协委员，为印尼归

侨争了光，也为巴中母校及福建农

大的旗帜添了彩。

今年是伟大祖国 70 华诞，又

是我回国 60 周年，回顾走过的风

雨兼程，无太多遗憾，我只为祖国

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很感恩祖

国给我的荣誉和关怀，政府给我

女儿安排到香港，还有一儿一女

都有了幸福的家庭，我年富力强

时放弃了公派出国进修的机会，

至今也不后悔，且可以无愧地说：

我已为祖国当好了兽医，虽然不

能圆治病救人的青春梦，但己成

为服务群众、治病救兽的医生，实

现了人生的价值。

现在我已是耄耋之年，乐居

在美丽的厦门，有时还到境内外

去旅游，看看国外绮丽景色，饱览

祖国壮丽山河，身为中国人，深深

感到自豪和幸福。

（厦门雅加达校友会供稿）

在山西长治晋东南兽医院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