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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见闻

海外生活

坚持中文名称的温明娜：

最近，华裔女演员温明娜在好莱坞大放异彩。

5月 30 日，当好莱坞星光大道上属于她的那颗星亮相时，温明娜

低头注视着它，将手放在了这块黄铜蚀刻着“温明娜”的珊瑚粉水磨石

表面上。她自此成为第2757位在星光大道上留名的人。

可以说，温明娜创造了华裔演员在好莱坞的历史。因为在此之

前，获此殊荣的华人明星仅仅有黄柳霜、李小龙、成龙、刘玉玲和吴

汉章几个人。

在揭幕仪式结束时，温明娜特别对母亲表示感谢，她用中文说

道：“妈妈，谢谢你，因为有你，我才有今天这样的机会。”

单亲妈妈开中餐厅养大

儿时经历萌生对表演的热爱

温明娜之所以要感谢妈妈，

是因为没有妈妈的付出和坚定支

持，她不可能走上演艺生涯。

1963 年 11 月 20 日，温明娜

出生在中国澳门，妈妈林灿文是

一名护士。温明娜刚出生没多久，

母亲就和父亲离婚。林灿文一个

单亲妈妈拉扯着两个孩子，搬到

香港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

在温明娜 4 岁的时候，妈妈

认识了一位姓叶的美籍华裔商

人，改嫁后，妈妈带着她和哥哥一

起移民到美国生活。一家人在美

国宾州的匹兹堡唐人街开了一家

中餐馆，餐馆至今仍由温明娜的

哥哥和嫂子在经营。

温明娜萌生对表演的热爱是

在小学三年级。那一次，她扮演兔

子时不小心绊了一跤，观众哄堂

大笑，她自己竟觉得非常有趣：

“我居然可以让观众感到快乐”。

尽管妈妈劝说她去当一名医

生，担心她如果学表演，经济收入

不稳定。温明娜为了证明自己，努

力考取了卡内基梅隆大学戏剧专

业，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孤身闯荡好莱坞

近 40 年打拼留名星光大道

毕业后，温明娜孤身来到加

州好莱坞闯荡，寻找试镜的机会。

母亲林灿文也是一路跟随，默默

支持。

1985 年，在儿童电视连续剧

《罗杰斯先生的邻居》中，温明娜

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角色，扮演

一名小号手，在影视圈初露头角。

1993 年，温明娜凭借《喜福

会》（The Joy Luck Club）里的吴精

美正式在大荧幕出道。《喜福会》

是第一部由全亚裔美国人（主要

是女性）演员拍摄的好莱坞电影。

电影一经面世就引起了轰

动，无数在美国生活的华裔在电

影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四对母

女各自的故事线也张力十足，

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中西价值观

冲突和两代人的代沟。

这部剧的爆火，也让温明娜

在好莱坞打开了知名度。

1994 年，温明娜又在大牌

云集的以游戏《街头霸王 2》改

编的电影《街头霸王》中饰演人

气最高的华人角色春丽。

1998 年，温明娜为动画电

影《花木兰》配音。可以说，在所

有接触英语版《花木兰》的影迷

心中，温明娜就是花木兰的化

身，她的声音火遍全美。

2013 年，她在超级英雄剧

集《神盾局特工》中饰演特工梅

琳达·梅，获得一致好评，凭借

这一角色，温明娜在 2014 年获

得美国“最受欢迎剧情类新剧

女演员”提名。

2019 年，温明娜被评为“迪

士尼传奇人物”，以此表彰她在

电影《花木兰》（Mulan）中的出

色配音，与在电影《神盾局特

工》和经典电影《喜福会》中的

出色表演。

温明娜收获荣誉众多。31岁

时，她被美国《人物》杂志评为世

界五十位最美丽人物之一；2021

年 12月，她入选了BBC年度百

位女性名单；今年，她又获得了属

于自己的星光大道。

温明娜的精彩，还在继续

……

拒绝把名字英文化

呼吁更多亚裔开拓新天地

在 5月 30 日好莱坞星光大

道留名典礼开始前，温明娜心

中有个挥之不去的担忧：如果

他们把我的名字拼错怎么办？

温明娜坦言：“带着这样的

名字在美国生活实属不易———

人们常常读错、拼错。”

“Mee-nay；Mee-now；娜文

女士，”她一边模仿着此前人们

对她名字的错误叫法，一边回忆

道，一位导演曾让她把名字英文

化，以便加深观众印象。但这位出

演过《星球大战》和漫威剧集的

华裔明星拒绝了他的建议。

“我想，我做了正确的决

定。”在人群的掌声中，温明娜

抹去了眼泪，说道：“如果人们

能准确念出‘阿诺德·施瓦辛

格’（Arnold Schwarzenegger）这

样复杂的名字，就一定能读出

‘温明娜’3个字。”

在揭幕演讲中，温明娜向在

好莱坞星光大道留名的杰出亚

裔演员致敬。她呼吁更多亚裔

开拓新天地“我们需要有更多

的亚裔人才来铺设好莱坞星光

大道”。

WDW杂志作家AaronWi-

dmar给予温明娜高度评价：“她

是个非常有才的华裔演员，她

的职业生涯似乎只有在进步的

过程中才会蒸蒸日上，这在好

莱坞是罕见的，她为亚裔演员

打破了障碍”。

（韩辉 来源：中国侨网、美

国侨报、美国世界日报）

外国“高考”究竟什么样？
6 月 7 日，2023 年中国高考

正式拉开帷幕。这场人生中最重

要的考试之一，对于绝大多数学

生来说，注定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祝大家高考加油！”高考前

一天，著名球星贝克汉姆也为中

国学子送上了祝福。

事实上，各国都有类似于中

国高考的选拔制度，一些国家的

“高考”比拼可谓相当激烈。比如

在韩国，学生们用“核战役”来形

容这场关键性的考试；而印度“高

考”更堪称“世界上最难的考试”。

各国“高考”，究竟什么样？一起来

看看吧！

韩国：高考是场“核战役”
韩国高考全称为“大学修学

能力考试”，一般在每年的 11 月

中旬举行。考生需要在一天内考

完 5门科目，曾有韩国学生形容

这一考试是场“核战役”。

高考当天，整个韩国都高度

戒备。大多数企业会推迟上班时

间，保证交通通畅。在英语听力考

试期间，除应急航班外，飞机起飞

和降落都要暂停，穿过领空的飞机

必须保证飞行高度高于3000米。

此外，考试前夕，考生的亲友

和学弟学妹们也会送来各种祝福

礼品。最常见的礼物有粘性强的

麦芽糖和糯米糕，祈祷考生能够

“粘上大学”，不要落榜。

另据报道，2023 年 4 月，韩国

执政党和政府达成共识，决定延

长施暴者学生档案中有关重大校

园暴力不良记录的保存期限，并

将记录与“高考”挂钩。

日本：更重视思考力与判断力
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和招生

制度并不是“一锤定音”，采取全

国统一命题考试与各高校自主命

题招生相结合的制度。全国统一

命题的“大学入学考试”基本上可

以理解为日本式“高考”。

日本从 2021 年开始实施改

革，虽然“高考”出题方式维持不

变，但题型会较过往更重视思考

力与判断力。

美国：去标准化和数字化
SAT 考试与 ACT 考试均被

称为“美国高考”，它们既是美国

大学的入学条件之一，又是大学

发放奖学金的主要依据。两者在

出题机构、试卷构成、题型、判分

标准以及考试日期上有所不同，

但在申请美国名牌大学时的作用

与效力相同。

不过，据《福布斯》报道，自

2020 年以来，包括常春藤盟校在

内的越来越多美国高校不再将

SAT 或 ACT 的标准化考试成绩

作为硬性要求，而转向“考试可

选”录取。2023 年 3 月，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宣布，将“考试可选”转

变为永久性政策。

此外，SAT 考试正在向数字

化转变，考生将使用电子设备参

与考试，整个数学部分允许使用

计算器。据报道，美国将从 2024

年开始过渡到 SAT 数字化形式，

国际学生则于 2023 年率先以新

形式参加考试。

法国：哲学是“第一关”
法国的“高考”在每年 6 月，

已有 200 多年历史，最早由拿破

仑一世在 1808 年定下，当时的第

一堂考试就是哲学。如今，哲学是

法国高中生的必修课，也是“高

考”的第一道关卡，考生要在 4小

时的时间里完成一篇哲学话题的

文章。

2022 年，法国不同类型高中

的哲学考题包括“艺术实践能否

改变世界？”“自由是否意味着不

服从任何人？”“试析法国数学家

古诺著作《论我们认知的基础和

哲学批判的特性》的文本片段”

等。

俄罗斯：

科目较多，汉语纳入高考
俄罗斯高考科目较多，共有

15 门考试科目，其中数学与俄语

是必考科目，另两门要从地理、文

学、历史、信息学、物理、化学、生

物、外语等科目中再选两门。

2019 年俄罗斯首次将汉语科

目纳入国家统一考试科目，汉语

成为可供考生选择的第五种语

言。当年汉语考试平均得分 62.5

分，更有一名毕业生汉语得了

100 分满分。

除了俄罗斯，白俄罗斯、爱尔

兰等国也已将中文列入高考科

目。

巴西：

规模全球第二，堪比“全民上阵”
巴西高考全称“国家中学教

育水平测试”，简称 ENEM，通常

在每年 11 月举行，考试成绩是巴

西大学录取学生的重要依据之

一。ENEM考试除写作外均为选

择题，包含所有高中阶段学习的

所有课程，如数学、生物、地理、历

史、外语等。

ENEM 考试门槛非常低，只

需年满 15 岁，拥有中学学历的人

就可参加考试，可谓“全民齐上

阵”，报名的人能达到几百万。

印度：“世界上最难的考试”
目前印度实行“5+3+2+2”的

统一学制，即 5 年初级小学，3 年

高级小学，2年初中，2年高中。由

于人口众多，印度“高考”竞争异

常激烈，甚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

难的考试”。

在宝莱坞电影《三傻大闹宝

莱坞》中，校长在一届又一届新生

面前总是不厌其烦地说：“每年有

40 万的考生报考皇家工程学院，

只有 200 人能考上。”这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印度“高考”的竞争激

烈程度。

印度顶尖高校印度理工学院

孟买校区机械工程系教授 Amit

Agrawal 曾表示，“进入印度理工

学院真的很困难，它的录取率几

乎低于 2%。”

（王帆 来源：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