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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心
□ 戴子娥（菲律宾归侨）

我生来爱唱歌。一半是母亲

血脉的传承，一半是父亲秉性的

寄托。我出生在菲律宾著名火

山———马蓉山麓，东海之滨。母亲

是土生土长的菲国姑娘。她的民

族和大自然浑然一体，有着火山

般的炽情，大海般的律动，爱说爱

笑，爱唱爱跳，友善勤劳。父亲是

一位出洋谋生的中国人，他读过

一些经书，对祖先的一言一行，笃

信遵从；对祖地的一草一木，怜惜

爱护。我就是一个由母亲的血脉

融合父亲的灵性孵化出来的混血

儿。

父亲煞费苦心，想方设法，

立意要把我培养成一个纯粹的中

国人。刚七岁就把我送到马尼拉

姑妈家，入读中国学校———嘉南

小学。才十岁就把我带回中国老

家，重重地嘱咐我：“好好读书，天

天写字”。特意买了一只“湘江一

品”的毛笔送给我，才返回菲律

宾。从此，我就在中华文化的沃土

里扎根，在祖国的阳光雨露哺育

下成长。

我顺利地插班入读三年级。

没想到打开课本，内容竟然和嘉

南小学的一模一样。其中一篇“爸

爸的来信”触动了我的心事。远离

生身父母的女孩怎不思念爹妈

呢？梦中都在等待“爸爸的来信”。

等啊等，盼啊盼，盼来的却是“停

学”。家里缺少劳动力，要我顶上

去。一阵子苦闷失望之后，我不甘

心，就在干完白天的农活家务之

后，夜晚悄悄溜进成人扫盲班，躲

在婶婶后面去“偷学”。老师发现

了，气恼地说：“这么小的孩子就

来扫盲，这个盲要扫到几时？”他

马上反复去劝导家长，没几天我

就得以“复学”了！

圆了读书梦，我感恩这位好

老师，感恩毛主席、共产党。唱起

“东方红”唱起“读书郎”。默念着

“没有学问

……无脸见

爹娘”，我欢

欢喜喜地走

上了艰辛的

求学路。没

有油点灯，

就借着朦胧

的月光，借

着闪烁的灶

火，温习功

课；没有鞋

子穿，就赤

脚走在凝霜的田埂上。忍着疼痛，

忍着滴血，昂首快步奔去学校！

小学毕业，惶恐中又遇到两

位贵人。班主任陈秋菊老师提议

保送我升入初中。另一位少先队

辅导员宋庆老师借给我三元钱，

我高高兴兴去成功中学报到。学

校全年给我丙等助学金。升入高

中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不少同

学被“下放”取消供应粮。我幸运

地得以保留每月 25 斤的定量，尽

管搭配杂粮地瓜干，还能填满肚

子不挨饿啊！怀着感恩之心，我用

心求学，尽力参加各种活动，大炼

钢铁，参加宣传队下乡演戏唱歌。

高唱“桂花开放幸福来”“社会主

义好”。参加排球队征战泉州专

区。考入华侨大学，又享受丙等助

学金。省吃减喝，到期末还可添置

一件新衣。我积极投入《东方红音

乐舞蹈史诗》的排练演出。饱含激

情地高唱“十送红军”“长征”，唱

罢“井冈山”又唱“延安”！没有革

命先烈们的洒血流汗，奋斗牺牲，

哪来今天的安定生活、学习环境？

他们功德无量，值得代代歌颂！

毕业后我被分配当老师，调

入云南矿山和先生一起生活，心

满意足。学校欠缺英语老师，我虽

然中学、大学都学俄语，还是勇敢

地承担起来，凭着小时候的老根

底，加上刻苦自学，教学效果不

错。一位学生叫高凤珍，还当上中

国代表，走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的讲台去宣讲呢！没有音乐老师，

我就挺身去教唱歌。当时，社会上

流行“读书无用”论，嚷嚷“不学

ABC，照样干革命。”我们就联合

矿山的技术员、上海知青，公演英

语戏，大唱革命红歌：“我的祖国”

“英雄赞歌”“红梅奠”。反击妖风，

提振士气，矿工们拍手叫好。最

后，台上台下，一起合唱“太阳最

红，毛主席最亲”！

穷人的孩子会当家。在经济

不富裕、物资不丰盈的年代，我们

哼着“南泥湾”自己动手，上山砍

柴，开荒种菜，养鸡喂猪栽果树。

别人有的我们都有，葵花籽几大

袋，水蜜桃一篮篮送给亲友。过年

啦，自己杀猪，自己酿造糯米酒，

请工人师傅来喝酒吃肉，庆祝丰

收。那阵子，我们唱“阿西跳月”唱

“洪湖水，浪打浪”，唱“我们的生

活充满阳光”！

一辈子忙忙碌碌，平平淡淡，

就这么干到退休年龄。人生这部

正剧就要落幕，准备走下历史舞

台之际，又一度“桂花开放贵客

来！”老同学郭佩琳问我：“想不

想去菲律宾教书？”“当然想！”

我喜出望外，这可是双喜临门

啊！一来可以发挥余热，薪传中

华文化，二来可以探望同胞妹

妹、海外亲人。

回故乡，见亲友，带什么礼物

呢？想当年刚回国，看到农民用锄

头锄草，用镰刀割稻，用犁耙翻土

犁地，心想：以后我回菲，一定要

带几样这种“好用”的农具去送亲

友们。事隔半个世纪，如今这份心

意已经不合时宜了！我们筹集了

几套《汉语教材》，买了十多盒《少

数民族舞蹈》录像带，精选录制一

些中文歌曲录音带，外加十几本

自编的《白鹤拳白鹤剑》小册子,

还有一把二胡……满满当当几大

箱，怀着足足的信心和殷切的期

望出发了！

第一站飞到马蓉山麓的

LEGASPI,第一时间，由妹妹们带

领到父母坟堂去祭奠。跪拜在墓

前，答谢双亲的养育之恩,释放几

十年的眷念之情。之后，才转飞去

应聘的三宝颜中华中学。董事长

王文墙先生，这位台湾侨委会委

员，亲自到机场迎接。他穿一身白

色运动服，帮我们搬运行李，送我

们上车才去打网球。台湾籍校长

吴国霈亲自接待。从此，我们和他

共住一层楼，同吃一锅饭，共议教

学事宜，同车出游，度过了一年和

谐愉快的生活。

第二年入聘怡朗中山中学。

老伴被委派当中文部主任。有了

职权，就开始大张旗鼓进行改革。

先办教师讲习班，接着更换教材，

更新教法，变哑巴华语为说唱华

语。于是，设置说话课、音乐课，大

办演讲大赛、歌咏比赛。课堂里我

寓教于乐，教学生开口唱《登鹳雀

楼》《早发白帝城》，用手画出《江

雪》《静夜思》。借助歌声和画笔，

让古典诗词穿上华丽的衣裳，插

上旋律的翅膀，活起来，飞起来！

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喜气洋洋

的气氛中去领略古典诗词的含

义，去体会中华文化的醇美。

下课十分钟，高音喇叭动情

地唱《中国人》：“一样的泪，一样

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

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

有梦，我们一齐开拓！”再唱《大中

国》“中国……祝福你，你永远在

我心里；中国，祝福你，不用千言

和万语。”每逢节庆日子，我们都

组织整场“中国”节目去占领舞

台。校庆八十周年，除了学生表演

的歌舞，还特邀英文老师与中文

老师一起合唱《同一首歌》。最后

的太极扇表演掀起了高潮。那伴

奏的《太极功夫扇》乐曲先声夺

人，鼓点钹声，铿锵悦耳，节奏有

力。乐曲歌声气势磅礴，格调高

昂，循环回复。两相呼应，丝丝入

口，强强叠加，震撼人心。当“东方

一条龙，儿女是英雄”的歌声再度

响起，全场师生、家长、校友齐声

鼓掌。一位顽皮的学生冲着我喊：

“Wonderful! 妈妈！”我回答说：

“Wonderful!中国功夫!”

中国功夫，深受外国朋友的

欢迎和喜爱。我一路走来，从南吕

宋、中吕宋到北吕宋，每一站都撒

下太极拳种子。开初，一对一教过

意大利商人 ROBERTO, 接下来

教过韩国游客崔永熙一家四口

人。更多的是十个八个的太极班，

多数学员是华侨华人和菲国友

人。规模超常、声势浩大的一场，

是 EMPEROR公司开运动会。当

天在怡朗市政府广场，主席台上，

我领头，后面 5位早先培训过的

学员，组成等边三角形作示范。音

乐一响，底下 200 多学员一起“野

马分崇”“白鹤亮翅”……任性的

菲国友人，前推后拥，左顾右盼，

稀里哗啦，醉倒一大片。路人驻足

围观，驾车人竖起大拇指，按响喇

叭助威，整条街沸腾了！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从前，

只是中国茶叶、中国青瓷、中国丝

绸受到青睐。现在连中国武术、中

国音乐、中国服装、中国语言……

都备受欢迎，广泛传扬。中国富强

了，中国出彩了。作为一个中国

人，我深深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因此，在适当的场景我都情不自

禁地把“中国”放在歌里唱。

在泉州，在小儿子的婚礼宴

会上，我敞开歌喉，深情地演唱

“我爱你，中国”！在怡朗，在菲律

宾狮子会的年会上，我激动地唱

“我的祖国”。在厦门，复旦大学校

友会中秋博饼会上，我清唱“我和

我的祖国”。在马尼拉，在春节联

欢会上，我和我的同事们合唱“我

家在中国”，感动了中国驻菲大使

吴洪波先生，他走过来亲切地握

着老伴和我的手，诚挚地说：“祖

国感谢你们！”

不论何时，不论何地，中国一

样亲！

2007 年，我们结束了 11 年

的旅菲支教之行，为一生的正剧

添了一集圆满的“大结局”。于

是，谢幕，回到厦门。我们随即

加入厦门市侨友合唱团（现在扩

大为厦门侨友艺术团），继续大

唱《中华之魂》《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

年，也是我回国七十周年。今天，我

可以自豪地唱起“流在心里的血，

澎湃着中华的声音，我的祖先早已

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

《我的中国心》，《祖国不会忘

记》！

我的中国心，老父亲在天之

灵一定会感应到。他会含笑点点

头。

年，在菲律宾大学“亚洲文化周”上表演太极拳（怡朗）

年，在儿子婚礼喜宴上纵情高歌《我爱你中国》（泉州）

年，国庆之夜齐声高歌《歌唱祖国》（拉古板）

年，在欢迎中国驻菲大使李进军的晚会上演唱《亲亲茉莉花》（拉古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