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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生活的侨胞朋

友们，往往会给自己取一个

新名字，为了让他人读起来

方便，或为了更快地融入陌

生环境，同时将自己原本的

中文名“尘封”起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侨

胞愿意在海外使用自己的

中文名字，在他们看来，中

文名字既是华裔身份的象

征，也是对中华文化的保留

和传承。

“中文名是我华

裔身份的象征”
西班牙侨胞几乎都有

自己的西语名，大部分西班

牙人也只会记得他们的西

语名，不知道他们原本的中

文名字是什么。

但是近几年来，越来越

多的旅西华侨华人更愿意

用自己的中文名，而不是西

语名了。

华人女孩陈之涵十年

前移民到西班牙，最初她用

的是西语名 Celia，在大学

里，她的老师会直接问她的

西语名，一些朝夕相处的同

学和朋友从来都不知道她

的中文名字，她说：“这困扰

着我，并使我思考。”

现在陈之涵更多使用

自己的中文名字“ZhiHan”

或直接用“Han”，她说：“如

果有人想认识我，我会希望

他能记住‘Han’这个名字，

因为只有中文名能代表我

身份是华裔。”

“中文名是我对

华人文化的坚守”
在日常的生活和交往过

程中，许多华人积极充当中

华文化的传播者和传承者，

增进了外国人对中国文化

的了解。

作为在英国长期生活

的华人，林颖泉坚持使用中

文名，保留中国人的日常习

惯 (例如吃中餐时用筷子)，

坚持过中国节日，她的孩子

必须会说中文。

林颖泉认为，要在异国

他乡扎下根来，不融入到本

地文化是不可能的，但是融

入本地文化和保留中国文

化，这两者并不冲突。“我希

望我的外国朋友可以在我

身上了解中国文化。”

林颖泉说，“比如我的

朋友都会叫我的中文名字，

我会给他们解释中文名字

的含义，这并不会很麻烦，

反倒有些外国人因此对汉

字和中文产生了兴趣。”

新加坡华裔洁丝汀娜的

父亲是马来裔，母亲是华

裔。洁丝汀娜从小处于两种

文化中。小时候，华文老师

给她取了中文名“珍娜”。从

此在华文课本上，她都会写

上自己的中文名字。

“在职场，中文

名是我的骄傲”
牛毓琳是美国纽约州

众议会内唯一的华裔议员，

而牛毓琳另一与众不同之

处在于，她是极为少见保留

原本中文名，而没有取一个

所谓“美国名字”的亚裔民

选官员。

牛毓琳对此颇为骄傲，

“我的名字‘Yuh-Line’也是

‘美国名字’呀，它是亚裔美

国人的名字。譬如‘Daniel’

原本是个犹太名字，但现在

也被认为是‘美国名字’。所

谓‘美国名字’，其实原先都

来源于不同的语言。”

在普通人的求职路上，

中文名也不再是阻碍了。

Guan Yu 出生在北京，

小时候随父母移民新西兰，

并在惠灵顿定居，现在是一

名 IT 咨询师和职业导师。

“有时候，使用自己的中文

名字相反会在找工作时赢

得好感，因为雇主可能会认

为，亚裔名字的人数学都不

错，他们会努力工作，当然，

有时也是一种冒险。”他说。

他承认，有些人确实因

为使用了英文名字而获得

了工作机会，这种现象存在

但绝非主流，名字只是表

象，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让别人看到你发光的地方。

Guan Yu 认为，对华裔

群体来说，文化交融根本不

是问题，问题在于要多掌握

一些与同事、领导相处的技

巧。“不要觉得自己与众不

同，试着让别人了解你和你

的文化，以战略性眼光看待

未来，为自己争取机会。”

“我们的名字不

容侵犯”
当自己的中文名字在

海外受到侵犯时，海外侨胞

也会强烈谴责不公行为，维

护自己的尊严。

2017 年，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曾发生一起“撕名牌”

事件。时逢中国农历新年，

本是欢欢喜喜的时刻，但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里，却有

不少中国留学生发现宿舍

门牌上自己的名字被有意

撕毁，仅仅因为用的是中文

拼音。而一些中国留学生因

在名牌上写了英文名而“幸

免于撕”。

如此专门针对“中文

名”的破坏行为，受到中国

留学生的谴责。哥伦比亚大

学的中国留学生还录制了

一段视频《说出我的名字》，

介绍中文名字背后的含义，

呼吁尊重中文名。

如今，随着中国综合国

力的提升，华侨华人在海外

也获得了更多的尊重，也有

越来越多的华人愿意使用

自己的中文名。

（新西兰天维网、美国

《侨报》、西班牙欧浪网、

《欧洲时报》、人民日报海

外版等）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美国国家航空暨

太空总署 2011 年发射，并于 2012 年着陆的“好

奇号”火星车，原定执行两年探测任务，不过目

前仍运转良好，任务被无限期延长。而该项目标

机器人界面和可视化小组，由 24 名男女科学家

组成，小组主管华裔严正，正是负责“驾驶”这辆

花费 25 亿美元研发制造，并送至火星的“豪车”

的核心人物。

这个独自待在巨大红色星球上的“好奇号”

小机器人，在过去的七年中，每个火星日的清晨

“苏醒”后，便等待着从加州巴沙迪那市的喷射

推进实验室发来的指令，根据这些指令完成一

天的探测工作。等到火星日的下午，它会等待环

绕火星的一颗人造卫星从头顶飞过，将收集到

的数据传送回地球。每日如此，“好奇号”几年来

已完成火星上曾经有适合微生物生存的环境，

以及火星土壤含有丰富水分等重大发现。

由于火星距离地球约 1.26 亿公里远，信号

飞过这段距离的延时达到 15 分钟，若想像遥控

无人汽车那样驾驶火星车是不可能的，因为当

驾驶意识到出状况时，信息一来一回已是约半

小时后了。而火星上的气候和地貌都充满未知，

“机会号”就曾遭火星沙尘暴掩埋，“好奇号”的

一个车轮也曾被尖石刺破，操作这样一辆超贵

的“豪车”自然压力巨大，需要极其谨慎和细心，

更需可靠的技术，而机器人界面和可视化小组

就提供了这样的技术。

严正形容，驾驶“好奇号”的方式像是现在

流行的电玩游戏，在计算机中仿真火星的 3D场

景，用游戏杆和鼠标指挥它要做的事情，再模拟

和测试，确定这些指令没有问题，才传给“好奇

号”。

虽然生活在地球上，但严正过的却是真正

的“火星时间”。火星日的晚上他和同事就编程

和演练，排好指令发给“好奇号”后，火星日的白

天才能睡觉。而一个火星日相当于地球上的 24

小时零 40 分钟，因此严正没有固定的“夜班”，

而是每天的作息都需变 40 分钟，差不多一个月

就要转一个昼夜，即使在家睡觉也可能需要把

窗户贴上避光纸。

多年来驾驶火星车，也有令人抓一把冷汗

的时刻。2014 年初，“好奇号”穿过两处断崖间的

“野狗山口”的新闻，或许还令不少天文爱好者

记忆犹新。严正表示，当时如果绕过这处横亘在

“好奇号”面前的山沟，需一两个月的时间，严正

对“好奇号”在不同路面的性能已非常了解，他

建议试试直接穿过。中途也发生走不动的惊险

时刻，令大家都担忧重蹈“精神号”2010 年深陷

沙中的覆辙。所幸“好奇号”在指令下轻轻在沙

丘上前后往复，最终顺利爬上山坡。“那是第一

次考验火星车到底能不能开这样的路况”，严正

表示，“就像你买了一部跑车，要想试过它的 200

时速极限”。

在严正驾驶的当天，“好奇号”成功穿过山

口，在他的要求下，“好奇号”回头拍了一张印有

车辙的山口照片。时隔六年，2019 年严正休假去

巴黎旅游时，在第五大学门口的一张海报上看

到了这张熟悉的照片，“嘿，这是我拍的照片”，

他笑说，并和海报合影。

其实“好奇号”已不是严正驾驶的第一辆火

星车。数学专业出身的严正，1997 年还在联合防

务公司的应用机械部门工作时，国庆当天在电

视上看到“旅居者号”在火星上着陆时，就觉得

“太酷了，我一定也要做”。次年加入 NASA后至

今，他也曾参与过“机会号”和“精神号”。

华人家长可能在意孩子出来做什么行业，

曾经任圣玛利诺学区教委的严正表示，“像我这

个行业，20 年前是没有的”。对于喜爱科学的青

少年，他总是鼓励“去找你觉得有趣但是困难的

事情去学”，机缘和运气是一方面，但也要准备

好自己。 （美国《世界日报》）

尽管不同国家的人们

拥有不同的信仰文化与节

日传统，但享受大餐似乎是

全人类公认的最赞的节庆

方式，无论是在西方的平安

夜还是中国除夕夜。

正如中国人过年必吃

饺子，在德国，圣诞烧鹅和

土豆沙拉是圣诞节餐桌上

必不可少的传统美食。

在其他欧美国家，又有

哪些圣诞节不可不吃的特

别美食呢？

在美国，没有喝到蛋酒

的圣诞节就不能算是一个

真正的圣诞节。这种在圣诞

节极具节日代表性的酒精

饮料，是由鸡蛋、牛奶、奶油

与朗姆酒或白兰地混合调

制而成，口感香甜细滑，入

口伴随醇美酒香。早在 19

世纪，蛋酒就传入北美洲，

并在当地流行。

除了蛋酒，带有肉桂香

味的苹果酒、霜糖曲奇和红

白相间的拐棍糖也是最受

美国人欢迎的圣诞节食物。

在位于欧洲南部的希

腊，最受欢迎的圣诞特别食

物是黄油杏仁饼干。白色的

黄油杏仁饼干象征着纯洁，

通常可以被制成羊角状或

普通圆形曲奇的样子，主要

由杏仁黄油、糖、玫瑰香精、

蛋黄和白兰地制成。

对于冰岛人来说，烤制

一种被称为叶子面包的传

统面食是圣诞节来到的信

号。用面粉、糖、发酵粉、牛

奶等制成薄饼，并在其上刻

出自己喜欢的花纹，最后油

炸定型。还可以搭配黄油、

盐以及其他菜肴一同食

用。

在瑞士，最受欢迎的平

安夜菜色竟是一种来自遥

远东方的神秘美食———火

锅。牛肉、鸡肉、蔬菜搭配上

美味的中国火锅，令瑞士人

的圣诞大餐更有节日的温

度。由于火锅备餐简单，适

合多人聚餐等神奇特性，不

仅是中国人素来最爱的节

日必备美食，在传入瑞士

后，也成为瑞士人的心头

好。

除了中国火锅，瑞士也

拥有本国传统的奶酪火锅。

一家人围坐在锅边，用长长

的叉子扎上一块面包，放入

由白葡萄酒与奶酪化成的

锅底中，蘸上香浓奶酪，这

是属于瑞士民族独特的美

味。 （《欧洲时报》德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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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火 锅 受 瑞 士 人 喜 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