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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中国与东盟!拉美合作

!$ 美国高校助学项目帮了谁"

!% 乌干达靠雇佣兵#出口创汇$

热点锁定
美国总统奥

巴马5月27日访问
日本广岛，成为首
位访问广岛的在
职美国总统。在日
本广岛和平纪念
公园，美国总统奥
巴马（右）向慰灵
碑献上花圈。

相关链接

! ! ! !阿富汗男孩沙赫扎德·海达里
的童年很不幸：父亲死于塔利班手
中，母亲、弟弟和妹妹则在一场大火
中丧生。!"岁的他开始孤苦的逃亡
生涯。

今天的海达里觉得自己很幸
运：历经 !年磨难，他终于踏上奥地
利国土，圆了多年读书梦，更有一对
好心夫妇收养了他。
当全球小朋友欢度六一儿童节

之际，数以万计的小难民正源源不
断地涌入欧洲。他们最终能像海达
里那样实现梦想吗？

母亲的忠告救了命
海达里是化名，因为他的难民

申请正在审批中。他已不记得父亲
出事时自己到底是 "# 岁还是 ""

岁，只记得尽管家里一贫如洗，母亲
仍坚定地告诉他：“学英语吧。我们
要想摆脱现状，这是唯一出路。多学
点知识，到死都别放弃。”
在海达里眼中，这番话就是金

玉良言，引导他走到今天。
他家住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城外

一个村庄，日子原本还过得去。父亲
死后，生活一落千丈，他一边读书，
一边打零工贴补家用。一天，亲戚在
他回家路上截住他说，家中失火，母
亲和弟弟妹妹下落不明，“你要是回
去，也会没命”。
海达里开始逃亡，第一站是喀

布尔。由于政府没有专门机构救助
流浪儿童，他就沿街叫卖口香糖，后
来在照相馆找到一份擦地的活，攒
够钱后和其他几个孤儿一起托蛇头
偷渡到伊朗，$ 个月后再偷渡到土
耳其，"#个月后向欧洲出发。
其间，小男孩打过黑工，受尽虐

待，忍饥挨饿、加班干活是常有的
事。偷渡路上，茫茫沙漠，深山老林，
冰天雪地……稍有不慎，就会丧命。
海达里记得他取道塞尔维亚去西欧
时正值寒冬，一条河水拦住去路，河
面上冰结得不厚，承受不了这么多
人，大家都掉进了冰窟窿，他爬上来
时，衣服冻得粘在身上。同行的一个
小伙伴甚至打算放弃：“别管我了，
我知道自己快死了。”
到欧洲后，小伙伴们有的去了

英国，有的选择德国、瑞士。海达里
目的很明确：找个最适合读书、不会
有战争的地方。在他有限的认知中，
奥地利就是这样一个国度。可他进
入奥地利后发现，自己刚刚过了政
府规定的义务教育年龄上限 "%岁，
没有学校接收他。
这个执着的男孩没有放弃。他

让难民中心帮忙打印一份地图，带
着它到维也纳教育委员会求助。一
名工作人员无意中听到他用一口流
利的英语申请上学，几天后打电话
给他，海达里至今也不知道对方姓
名，只知道对方联系好一所学校让
他插班读 &年级。
当晚他躺在床上，过往历历在

目。历经那么多磨难，他害怕过，但从
未掉过眼泪。可是这次，想起母亲，他
哭了：“母亲的话救了我的命。”

风雨后未必有彩虹
不少小难民进入欧洲后选择在

瑞典、德国和奥地利落脚，特别是瑞
典，以其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的良
好声誉成为最受欢迎目的地。

可面对源源不断涌入的小难
民，这些国家的难民救助机构也感
到力不从心。按规定，它们需要为大
孩子聘请教师，为幼童寻找监护人
提供 '!小时照管，但资源有限。

奥地利去年收到 &#&万余份难
民申请，其中近三分之一来自未成
年人。在这些孩子中，三分之一是孤
身逃难。
在海达里居住的小镇，一家慈

善机构专门负责收留没有大人照顾
的小难民。目前 !%个男孩住在这
里，每天除自己做饭，几乎无所事
事。收容所负责人克里斯蒂娜·雅科
夫列夫说，这些孩子天天问她何时
可以上学，但不少人连用母语读写
的能力都没有，“只有极个别的人才
有机会受教育”，而且更可能是职业
教育。有些孩子的父母为了凑钱给
蛇头，早就倾家荡产，他们眼下又无

学可上，感到相当焦虑。
专家指出，这些孩子本就因孤

身逃难背负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患
心理障碍和心理创伤的比例偏高，
但不少人拒绝接受心理治疗。不过，
也有不少孩子虽历经磨难，仍表现
出惊人的心理恢复能力。
荷兰心理学家玛丽克·思雷吉蓬

致力于研究小难民的心理创伤问题，
探讨如何给予他们必要的心理辅导，
但她渐渐发现，这些孩子们拥有极强
的自我修复能力，现在已将重点转移
到研究小难民对逆境的积极反应和
重新评估、诊断心理障碍上来。
“他们对不正常环境作出的反应

很正常，”思雷吉蓬说，“自我修复不
能成为对受难者袖手旁观的借口。但
对我来说，当新闻报道强调小难民们
的无助和伤悲时……你如果关注到
他们的自我修复能力，就能在与他们
相处时获得新视角、新方法。”

带着回忆融入新家
海达里有时觉得像在做梦，因

为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他去年 $

月进入一所中学读书，不久被一位
老师收养，有了自己的卧室，周末和
新朋友玩保龄球。

收养他的老师阿克塞尔·彼得

里—普赖斯现年 (%岁，和妻子生养
两个女儿，年龄分别 (岁和 %岁。他
注意到海达里穿得破破烂烂，也没
什么文具，决定对他多付出一点关
爱。他和妻子先是为海达里添置新
衣，然后邀请他与家人共餐，起初每
两周一次，然后一周一次。
与此同时，海达里在难民中心

的处境日益艰难。他没有地方学习，
新衣服也常失窃。彼得里—普赖斯
就邀请他到家里过夜，先是住一晚，
然后越住越长。
“到了 ""月中旬，我和妻子说：

‘咱们现在需要作出决定。我们是要
收留他还是送他回去？’”

"'月 (日，这对夫妇正式成为
海达里的养父母，但彼此融和尚需
时日。他们告诉他，他们家不信仰宗
教，希望他能理解；他们家强调男女
平等，希望他和两个妹妹相处时注
意一些事项；他们把他视为家人而
不再是客人，希望他能承担一些家
务、参加所有家庭活动、按时到家
……“我有时对他的表现真是抓
狂，”彼得里—普赖斯说，“毕竟，尽
管经历这么多，他到底还只是个 ")

岁的男孩。”
彼得里—普赖斯夫人说，大女

儿似乎还无法马上接受突然多出来
的大哥哥。“她一会儿喜欢他，一会
儿又讨厌他，还总是问：‘他什么时
候回阿富汗？’”至于她自己，则在努
力适应养母的角色，一开始还纠结
于“我不是他生母”，但“现在我把他
当亲生儿子对待”。
在养父母眼中，儿子仍处于“幸

存者模式”，能看出内心很苦，有时
会做噩梦，有时会打电话说头疼。每
当看出海达里有心事，养母总劝他
说出来。
海达里说，他很满意现在的生

活，而回忆过去总能带来很多痛苦，
他尽量避免。

孤儿辗转千里赴欧谋出路 数十万避难儿童前途茫茫

小难民海达里：我很幸运
文/王鑫方

! ! ! !欧洲眼下正经历

一场前所未有的难民

潮!去年"数百万难民因

战乱或北上#或西进"横

渡地中海"进入欧洲!其

中"超过四分之一的难

民不足 !"岁!

这些小难民主要

分为两类$一种是随大

人逃亡"多数随母亲偷

渡"与先期到达的家人

会合!数据显示"今年#

月"乘船抵达欧洲的难

民中超过三分之一是

儿童"!$个月前这一比

例只有!%&!另一种是

独自流浪!欧盟统计局

数据显示"'$!(年大约

)!'万名未成年人只身

到欧盟寻求避难" 这个数字在

'$!*年几乎翻了一番" 到'$)+

年直逼,万人!其中"绝大多数

是男孩!

只身避难的孩子中" 部分

和海达里遭遇类似" 因举目无

亲#走投无路才被迫逃难"但还

有一部分是作为家里 %探路先

锋&独自上路"获取难民身份后

再利用难民家庭团聚政策接家

人过来! 一般而言"孤身避难的

未成年人提交难民申请更易通

过" 得到的救助也多于成年人"

而部分国家的难民家庭团聚政

策又比较宽松! 近几年"由于利

用相关政策漏洞虚报年龄的难

民案例逐渐增多"不少欧洲国家

开始对一些看上去年龄在 )"岁

上下的难民开展%年龄测试&!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记者发现" 虽然多数孩子为战

争难民" 但来自叙利亚的孩子

并不多" 反而是阿富汗男孩最

多" 一来是因为阿富汗近年安

全局势恶化" 二来是口口相传

的消息称欧洲边境管控比较宽

松! 去年"瑞典收到 (!+万余份

孤身入境的小难民的避难申

请"占欧盟国家一多半! 其中"

约三分之二申请来自阿富汗"

仅十分之一来自叙利亚!

这些无依无靠的孩子一路

经受了不少考验)))天气恶

劣"水流湍急"偷渡的小船人满

为患"随时可能倾覆"而没有大

人保护" 他们更易遭遇最严重

的剥削和虐待!即便如此"他们

仍未停下逃难的脚步! 但即使

抵达欧洲" 所有难题不见得会

迎刃而解!

首先"警方怀疑"部分孩子

可能进入欧洲不久就落入不法

分子手中!欧盟刑警组织)月说"

至少)万名孤身逃亡# 曾在政府

部门登记过的未成年难民如今

下落不明!其中部分孩子可能与

家人接上头"部分离开收容所尝

试打工"但不排除相当一部分孩

子可能落入人贩子手中"或被迫

当童工"或沦为童妓!

其次" 即使孩子们顺利获

得难民身份" 也不见得能一帆

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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