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345678

9:;'<=>?<!"@ABCDEFGHIJKLMN8

OP;!"#$$%&'()*+$,-!

Q:"...+/01%2345046+$,-+$4#RSTU$74 84690": VW

X

Y

!"#$%"& '())

!"#$%&'()

!""#*$+%&, -./

01'23 456789

:;<=6(#"#">"!)*$+,$%))!

!

"

IJZLM

[\] ^_) `>a

bcM/de bfgfhe

bijkle

bmnope

bqMfre

!"#$%&'()*

+,-'./0 12345

6$-789:;<(=>?

@!ABCDEF,G-8H

IJKL1MNOP",>

?@QR0 STUVWXY

19Z[0 \]=^_`,a

bc def0ghij4^k

`0l\mN4OP"c

s6tuvw5/xy

2000年 8月，上海浦东

国际机场，头顶的太阳火辣
奔放，手边的两个箱子笨拙
沉重，韦指南拿着他的导游
小手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着上面的一个汉语词———火
车站。可是，没有人听得懂他
的话。就在他快绝望的时候，

终于有个出租车司机听明白
了他的话，并顺利地把他带
到了上海火车站。

第一关过了，下面就是寻
找售票窗口。看着那些似懂非
懂的指示牌，韦指南拖着两个
大箱子不停地上下奔波于上

海火车站这座庞大而复杂的
后现代建筑里。最后，还是在
一位热心人的帮助下，韦指南
买到了开往南京的火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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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韦指南住在宁

海路。一句汉语也不会说的
他出了门找东西吃，东张张，
西望望，指指这个，点点那
个，就这样，吃了一堆不知名
的东西。两个月以后，韦指南
终于大着胆子独自进了一家
餐厅。可是面对花样繁多的

饭菜，他还是不敢乱点，于是
在那一段时间，他每顿的饭
都是 “鸡肉”“米饭”“蔬
菜”，奇怪的是居然没吃厌。

有一次，韦指南在宁海
路上买到了一袋龙虾。回到
公寓，准备大快朵颐的他突
然意识到自己连个盛龙虾的

盘子也没有。没关系，韦指南
有办法，他把洗手间的水槽
清理干净，没有比这个更好
的“盘子”了。

就着水槽，韦指南开始
大吃特吃。结果可想而知，第
二天一早，面对一地狼藉的

卫生间，前来打扫卫生的阿
姨目瞪口呆———这个老外到

底干了什么？

���� ���t���

到南京没多久，韦指南

收到了朋友从加拿大邮寄来
的一个包裹，当然，起初送到

他手上的是张包裹单。揣着这
张 “小纸片”，骑上心爱的

“万能自行车”，韦指南开始
了寻找邮局的“冒险”之路。
“在哪儿？”韦指南指着

“小纸片”上的邮局地址向一
位行人问路。“哦，你走这条
路。”被问的人大手一挥，指

向前方。谢过别人之后，韦指
南欢快地蹬起自行车，一条路

骑到了尽头，也没见到邮局的
影子。继续向别人打听路，这
回被问的人把手指了个和刚
才相反的方向。就这样骑来骑
去，花了整整一个上午，韦指
南终于找到了邮局。
“你知道，中国人都很热

情，他们会努力帮你，即使他们

真的不太清楚那条路到底该
怎么走。”韦指南用这样一句
话总结了他的“邮局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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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自己在中国教书的

感受，韦指南的第一感受
是———中国学生都很聪明。
不过，大部分的中国学生都
有个坏毛病，他们总是试图
知道考试的题目。如果老师
把题目告诉他们了，他们就
会设法从老师那里套答案。

现在，作为南外中加国
际高中的校长，韦指南和他
的同事们以中国的一句古话
为工作信条———授人以鱼，不

如授人以“渔”。在课堂上，老
师们的主要工作是教学生们
怎么思考，怎么分析信息，怎
么评估信息。在老师们的引导
下，学生们很快就适应了中
加班的“国际节奏”。也为他
们以后在国外的求学生活奠

定了很好的基础。
韦指南喜欢他的中国学

生们，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孩
子们“活泼、可爱、聪明、独
立”，可是孩子们也“可怜”，
因为一个孩子的身上往往寄
托着五六位大人的厚望，“在

中国做父母很辛苦，做孩子
更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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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烧卖是民国时期南京
清真馆“马祥兴”的四大名菜

之一。做法如下：将虾仁切成
绿豆大的粒，加少许鸭油、绍
酒和一个蛋清，放在碗里拌匀
成馅。鸡蛋打散，炒勺抹上鸭
油，盛少许蛋液上火逐块烙成
蛋皮。将每块蛋皮包上虾仁馅
成烧卖状，放入蒸笼里蒸约 5

至8分钟装盘。入盘上桌，将
鸡汁勾成的芡浇在蛋烧卖上
即可。这道菜的特点是：形如
烧卖，色泽金黄，鲜嫩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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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对残疾人和儿
童特别关怀，这在公共汽车

上也有体现。他们的车身设
计得很低，车厢地板与站台
地面持平，残疾车和婴儿车
很容易推到车里，不像我们
有的车要上两个高台阶。同
时车身中部空开，没有座
椅，留出空间容纳残疾车、

婴儿车。他们还有一种专用
的残疾人公共汽车，有我们

的中巴大，打个电话就开到
家门口，车后有小升降机把
残疾人连车一起提上去，票
价和普通公共汽车票一样。

我们家旁边的一个残疾学
生天天这样来回上学。

国内公共汽车内噪音一

片，无休无止。车内的喇叭
报本站名、下站名、先中文
后英文；开车时提示拉好扶
手，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快
靠站时提示准备下车的人
向后面走，在哪里换几路

车，下车后要走人行道，过
马路要走斑马线。有的公共

车上一刻不停地转播“公交
专线”的广播，天气、路况加
广告，对乘客狂轰滥炸，许
多消息和乘客毫无关系。同

时，车内的手机声此起彼
落，有的先生打电话好像隔
山喊话，唯恐车上的人听不
清……加拿大车上的景观
和我们的迥然不同，车内安

安静静，人们或看书看报，
或观赏景色。司机旁边有当
天的报纸卖，投币可取。由
于坐车的人也不多，几乎人
人有座位。车内根本没有安
装扩音设备，也就没有人报
站名、做广告。

加拿大的公共汽车还有

一点很特别：乘客准备下一
站下车，要把靠车窗上方的
一根绳子拉一下，司机身旁
的铃就响起来，他就明白
了，到站自然停车。现在有

的车改用电铃，按钮装在车
壁上，伸手可及。如果没有

人拉铃，站上又没有人要上
车，司机便不停车。我刚到
时有一次坐错了方向，开出
50米才意识到。我告诉司
机，他立即停车，指给我看
远处的一辆车，并用对讲机
联系对方。

加拿大公共汽车有一点

我们很不习惯：站牌太简
单，只有四开纸大小，固定
在电杆上，牌上面有几个缩
略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大概
代表线路名称，没有停靠的
站名，我们看了不解决什么
问题。但是人家的站台修得

比较好，可能是冬季漫长，
天气冷，站台四面用透明有
机玻璃围起来，有几把椅
子，挂有线路图。在总站，架
板上放着时刻表、公交地
图、路线图，乘客任意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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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花神咖啡店里吃
早餐，隔邻的法国老妇人和我

们搭讪，身着优雅银灰套装的
她，顶着一头银灰发，看来起
码八十多岁了。果然不错，她
说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
久就出生在花神咖啡店旁的

公寓中，而她已逝的先生是她
的邻居。

她说在过去几十年，几乎
天天早上都会来花神喝一杯
咖啡，我们问她难道从不去再
走两步的咖啡店吗？她笑说根
本走不过去，只要她下楼，走
到花神前，每一个熟识的侍者
都会和她道早安，她哪里好意

思越过他们走进另一家店呢？
但过去十多年来，她也有

些遗憾。如今，户外的露天座
椅几乎很少巴黎本地人会坐
在那招摇，本地人宁愿躲在室
内，但室内的本地人也越来越

少了，老妇人也说她的一些老
朋友都不来了，因为花神已经

没有了那种巴黎人的味道，只
剩下了像化石般的巴黎式咖
啡店的历史记忆。

一条小小的布其小路，本
来有不少露天摊贩及店家，卖
蔬菜、水果、乳酪、烤鸡、生蚝、
海鲜、面包等等，现在只剩下

两三家了，都被高房租赶走
了。住在附近的老人家，本来
出门几分钟就可以买到最新
鲜的农产品，如今只能去冷冰

冰的超市买；而开那么多家精
品衣服、皮包店到底对居民有
何意义？人是要天天吃新鲜食
物的，又不须天天穿新衣。

巴黎越来越繁荣，巴黎本
地人的日常生活质量却在下
降中。巴黎仍然是我在世界上
最爱的城市之一，但如今我也
必须叹息了。 ³´

男友去澳洲留学已经
一年了，前不久，男友回来
了。他给我带了一份澳洲的

中文报纸。
报纸版面是8开的，12

页，每页四版，共 48版，都
是繁体字。我好奇地打开报
纸，其实内容也和国内差不
多，也有时政、财经、体育、
娱乐等版块，不过所有的版
面都是彩色的，并且有专门
的8大版是做广告的，广告

的内容可谓五花八门。我粗
看了一下，最多的是租房和
求租广告，租用一套公寓中

的单间，和人共用客厅、厨
房、洗手间，每个月在人民币
千元左右。还有一类的广告
也很多，但是这样的广告在
国内是看不到的。

这类广告就是妓院广
告，澳洲实在是开放，压根

就不说什么“洗头房”，妓
院就是妓院，稍微内敛一些

的说成“按摩院”算是比较
文明的了。广告内容让人触
目惊心，“新到日本青春少
女”、“东洋尤物”、“台湾美
眉新到”……有的都会标出
新到“美女”的三围尺寸。

在澳洲的中国学生，在

这种环境下不知能否做到
“坐怀不乱”。 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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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初春，我作为中国援
建苏丹电力项目施工队伍的一

员，踏上了神奇的非洲大陆。因
为工作需要，电厂招了一些当
地的苏丹人当临时工。他们时
刻都那么开心。看我整天愁眉
苦脸的样子，他们很不解。

有一天，一个跟我最要好

的苏丹人请我去他家吃晚饭。
我跟他去了。远远地，他说，到
了。远远望去，那只是一些大石
块和干树枝拼凑在一起的杂乱
无章的东西。但走近一看，里面
真的住着人呢。进了门，人人笑
容满面，让我很惊异。住在这样

的地方还笑得出来？
晚饭摆好了。他说，你是来

自中国的贵客，我们全家用最
好的东西招待你。我一看，一大
盆加了蕃茄酱、土豆块和少许

肉末的汤，一块抹了厚厚一层

黄油的面包。他们热情地把挤
出来的柠檬汁滴在面包上递给

我，咬一口就酸得我龇牙。
我问他：“你家生活很苦

啊！”他说：“可不是？家无余
粮啊！还有，我若想盖间像样
的房子，恐怕我得努力挣一辈
子钱才行。”我大惊失色：“那
怎么办？”他爽朗地笑着：“你

这个人真怪。今天有吃有住就
行了，明天的事明天再说。来，
唱歌！”

快乐的苏丹人让我明白
了，拥有你手中的，你就是幸
福的。我对自己说，愁什么呢？
不久以后，这里的生活我就会

习惯的。再说，一年后我就能
够回家乡和家人团聚。急什么
呢？我笑了。这是自从踏上非
洲的土地后我第一次开怀大
笑。 »¼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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