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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组织华人孩子开展寻根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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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华人之

! ! ! !倪涛从小在上海长大。!"岁那年，他进
入上海一家化工机械厂做司炉工，每天守着
锅炉搬运 #$$$多斤煤。那时，倪涛以为未来
的人生就是这样日复一日了。

每当工间休息，疲累的倪涛隔着篱笆墙眺
望远处，眼里满是羡慕。与工厂一墙之隔的，是
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园，学子们上课、读书、跑步
的场景，篱笆墙这一头的倪涛看得见却够不着。

!%&&年，中国恢复高考，倪涛的人生轨
迹就此改变。经过紧张复习，这年冬天，倪涛
成了他中学同届 '$$多名毕业生中唯一考上
大学的人，终于跨进篱笆墙的那一边。

倪涛从上海交大毕业后，工作没几年，改革
开放打开了出国留学的大门，倪涛跃跃欲试。他向
海外的同学借了几十美元考了托福和 ()*，很
快收到了几所美国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最终他选择了给予全额奖学金的马里兰大学。

!%+"年 +月，倪涛搭乘赴美班机从上海
虹桥机场起飞。飞机升到半空，倪涛含着眼泪
望着渐渐模糊的故土，心想这辈子不知何时
会再回祖国，他也根本想不到会在美国创办
中文学校和中文报纸。
在马里兰大学，倪涛获得了一个博士学

位和 ,个硕士学位。

! ! ! !中文学校每年都组织寻根之旅，带孩子
们回中国寻找父母早年的足迹。“华二代”
“华三代”们对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日益强大
的中国有了更直观的感受，祖国的强大也让
在美华人有了更多值得自豪的底气。

-$$%年 !$月 !日，倪涛受邀回国，在北
京天安门观礼台观看新中国成立 "$周年阅
兵式，深受震撼。改革开放已 ,$年的中国，
早已不是当初他离开时贫穷落后的模样。

倪涛说，改革让他有机会走进大学，开

放让他有机会跨出国门。他是改革开放的
见证者、亲历者和受益者。他感谢祖国，感
谢时代。像他一样，现在已有 '$$万华人生
活在美国。倪涛表示，在美国办中文学校、
中文协会、华文报社，举行华语活动，就是
想让华文教育和中国文化真正传入美国。

通过打开的国门，倪涛与新中国第二
代留学生们一起奔向世界，在大洋彼岸留
下了自己成长的足迹。“一个低轨电子，经
历了高考，上升为高能电子，又赶上了改革
开放，得以飞出原子以外。这就是我迄今为
止的人生历程。”倪涛这样归纳道。

! ! ! !以前，美国几乎所有
的华文报纸都是繁体字，
一些学生向他们投稿简体
中文作品，都被拒之门外。
为了让学中文的孩子们有
机会发表自己的中文作
品，倪涛又萌生了办报的
念头。!%%&年 %月，倪涛
和同为中文学校家长的蒋
亚洪、谢新坦、曹鉴钦等旅
美工程师、科学家创办了
全美首家中文简体字报纸
《新世界时报》，并把希望
中文学校校刊《希望之星》
的内容编入报纸专栏。

一开始报纸赔得厉
害，倪涛注意到，在同城华
文报纸的广告中，有用汉
语拼音拼写的名字。他意
识到，这些人肯定是来自
中国大陆的华商，他们就
是简体字报纸的潜在广告
客户。从起初放不下读书
人的矜持，到后来“脸皮越
来越厚”，倪涛、蒋亚洪等
中文学校的家长终于拉到
了越来越多的广告，把一
度风雨飘摇的报纸带上了
财务稳定的道路。
如今，《新世界时报》发行范围覆盖

华盛顿和马里兰州、维吉尼亚州以及巴
尔的摩等地区。邮购订阅遍布全美各
地。最多时每周发行 -万份，送到超市、
学校、餐馆、图书馆等场所供免费阅读。

-$!&年春节，因送报人休息，倪
涛便自己开着车去送报。送到一家超
市时，有一位 '$多岁的读者早已守候
在那里。他并不知今天来送报的是报
社董事长，连声称赞报纸办得好，还特
地送上 -盒枣子以表谢意，这让倪涛
分外感动。

报纸的目标是“正视听、助社群、
传文化、进主流”，客观报道美国、中国
和当地社区的新闻，弘扬中华文化，促
进中美交流。报纸还大量编译主流媒
体的即时新闻，使美国华侨华人不看
.//、01.和《华盛顿邮报》，也能知道
天下事和身边事。他们同时也把华人
社区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报道传送给主
流媒体，促进不同阶层、社区之间的相
互了解。《新世界时报》坚持刊登社评，
对华人社区发声，如《奥巴马对华政策
解读》、《美国不是中国贪官的法外之
地》等社评，受到读者欢迎和好评。

在倪涛的主持下，《新世界时报》
已举办十多年年度华人风云人物评
选。很多当年作出杰出贡献的华人，经
过网络投票和评委会评选后获奖，在
华人社区家喻户晓。

-$$%年，倪涛接管了始于 2%+,

年的老牌华文报纸《华府邮报》，改名
为《华盛顿中文邮报》。-$34年，他和
旅美工程师张泽东创办了华盛顿华语
网络电视台，讲中国故事有了越来越
多的阵地。

! ! ! !几年后，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留
在美国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华二代”渐渐长
大，面临着是否要学中文的抉择。
“要让我们的孩子在美国学说中国话、写

中文字。”倪涛与同在马里兰大学的留学生李
珊英、陈卫平、强力等人想到了一起。!%%,年，
他们共同创办了一所中文学校，起名“希望中
文学校”，倪涛出任首任校长。这是美国第一
家以简体字教授汉语的中文学校。首批学生
只有 ,,个，其中包括倪涛自己的女儿。教室
最初是向大学借的免费教室，家长就是老师。
办学这些年来，学校始终执行“家长拥有，

义工办学”的基本原则，即校董和校长不领工
资，校长任满 4年卸任，不得连任。-'年过去，
希望中文学校已成全美规模最大的中文学校
之一。学校在华盛顿地区拥有 %个校区，其中 "

所有 !$年以上历史，在校学生达 "$$$多名。
“办中文学校，是为了让后代不忘祖。”倪

涛告诉记者，他的女儿倪嘉妮回到中国，说着
流利的中国话，看不出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
“她还能在地摊上讨价还价呢。”

历年来，在这所中文学校学习报考美国
大学预修课程（05）中文考试的学生，%$6拿

到了满分。美国的大学，第二外语是必修的，
会中文就意味着已经掌握一门“二外”，可免
修学分。去年参加高中外语学分考试的彭紫
熹对希望中文学校心存感激。“考试中有两道
作文题，这没有难倒我。正是因为坚持学了这
么多年，我才顺利通过考试。”
从希望中文学校毕业的孩子，有的对中

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又回到中
国读研究生。还有的在美国求职正好碰上了
需要懂中文的岗位，被顺利录用。

!%%4年 '月，倪涛联合美国其他十几所
中文学校发出倡议，建立全美中文学校协会。
同年 !-月，协会在华盛顿成立，倪涛当选首
任会长。协会现在有 '$$余所会员学校，涵盖
几乎所有大中城市。
协会刚成立时，各校普遍缺少规范的中

文教材。“特别感谢祖国对我们的支持。”倪涛
说，当时的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牵头与暨
南大学合作，历时 ,年，编出了成套的教材，
交付给美国各地中文学校。协会每年组织华
文教育专家巡讲团华文教师培训等活动，还
推动协助适合北美的中文教材的编写和发
行，开展中文学习程度评估考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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