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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中文学校，困难时期“身无分文”1111111111111111111
解颖

笸意大利罗马孟子中文学校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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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华人之

    “这几年中国发展得这么

快， 为什么还要留在意大利

呢？ ”这是多年前解颖被问及

的一个问题， 也是她一直在

思考的人生命题。 在接受采

访时， 她再次谈及这个话题，

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她

说，她越来越感到，这是一种

“使命感”在驱使。 “在这里生
活的时间越长， 这种感觉越

强烈。中华文化需要传承者，

也需要传播者，所以，我就把

这个当成我的使命。 ”

在意大利工作生活已近

20年的解颖是罗马孟子中

文学校的校长，高高的个子，

平时爱穿对襟唐装上衣，尽

显古典中国之美， 又不失精

气神。她创办的学校，如今已
拥有 430多名学生，“接地

气”“好玩”，则是学生们对解

颖教学风格的普遍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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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颖认为，华文教育之于华侨子女意

在“传承”，于意大利学生则旨在“传播”。
在给意大利学生授课时，解颖会换上

唐装，通过衣着来展示中华服饰之美。她
也喜欢在课上给学生们讲中国寓言和民

间传说，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调动他们的学
习积极性；每逢中国传统佳节，她还会带

学生们去品尝饺子、粽子、元宵等传统美
食，以此向他们介绍和传播中华文化。

在意大利宪兵学校授课时，解颖的

“花样”就更多了。除教授中文外，还会给
警员们演示中国茶道，教他们打坐，甚至

传授太极拳套路，“我还特地买了一套武
术服，教他们打太极的时候我就会穿上。”

解颖笑着说，那些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警员

在课堂上经常调皮得像一群大男孩，有人

还会在课堂上偷吃花生、香蕉，这时候解

颖从不手软，一律没收扔进垃圾桶。还有
人会向解颖央求休息：“老师，累死了，我

们来打一会儿坐吧！”

“我觉得他们喜欢我，因为我对他们
的方式就好像把他们带回了小时候。”说

这话的时候，解颖如同在说自己的孩子。
她的意大利学生们的确非常喜欢这位可

爱的中国老师，有的学生还邀请解颖参加
自己的婚礼，成为自己幸福的见证者。

很多时候，意大利学生们的提问也会
引发解颖思考，并用自己的方式去解答同

学们的疑问。

“为什么中国人不爱笑？”“为什么中国
人总爱双手抱胸，感觉很抗拒我们？”这些

都是解颖时常会被学生问到的问题。每当

这时候，她总会微笑着反问一句：“你觉得

老师也不爱笑吗？”随后再耐心地从中国人
的性格特征、文化背景、生长环境等方面去

解释，并鼓励学生们多结交一些中国朋友，
有机会要到中国走走看看，亲身感受一下

中国人是否真的是“冷漠”“不爱笑”的。
从事华文教育十余载，解颖曾被问过

无数问题，有的令人忍俊不禁，有的则发

人深省，而其中最令她印象深刻的恐怕还
是下面这个问题：“上海世博会期间，我的

几名宪兵学生曾前往意大利馆维持秩序，

他们回来跟我聊了他们的所见所闻，然后
问我：中国发展得这么好，老师你为什么

还要留在意大利呢？”解颖说，在此之前，
自己从未深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当时一下

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现在，她的心里
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使命感”。“在

这里生活的时间越长，这种感觉越强烈。

中华文化需要传承者，也需要传播者，所
以，我就把这个当成我的使命。”

    40岁那年，解颖只身来到意大利。最

初 6个月，她只能靠替人照顾孩子来赚取
生活费，回忆起那段日子，解颖用“度秒如

年”来形容。好在不久之后，一则教会学校
的招生广告让她看到了希望。在中国曾从

事教育工作的她立刻致电学校询问是否
需要中文教师。她得到肯定答复，并顺利

获得了这份工作。这一教，就是 8年。

解颖表示，在教会学校任教的这段时
间里，自己除了担任中文教师外，还参与了

不少教务工作，为她以后的创业之路打下
了基础。然而在执教过程中解颖也渐渐发

现，由于宗教信仰等原因，教会学校对教材
的选择和施教内容往往有一定限制。由此，

她萌生了自己创办一所中文学校的想法。
说起罗马孟子中文学校的创办过程，

解颖表示这一路可谓“道阻且长”。从找校
舍、找生源到办学资质审批手续等，无一

不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
时候真觉得有点坚持不下去了。”

2010年，解颖向一所意大利学校租

借校舍用以教授中文，但没多久，学校突

然因故收回校舍。中文学校的学生数量一
度锐减至六七十人，颇有些难以为继。所

幸，一所中学的校长罗塞塔·阿坦托（右图

左一）伸手拉了解颖一把，解了燃眉之急。
说起此事，解颖满是感激。原来，在认

识解颖之前，罗塞塔就曾到中国进行过学

术交流，亲眼看到了中国的高速发展和蕴
藏的潜力，回到意大利后便一直希望有机

会能在自己的学校里开办中文课程。机缘

巧合之下，罗塞塔与解颖取得联系，表
示愿意免费为她提供校舍，而作为交

换，解颖将在她的学校里免费教授中文。

罗塞塔的提议对当时身陷困境的解

颖恰似雪中送炭。与此同时，罗马一家华

文媒体也表示愿在周末为解颖提供免费

场地。自此，孟子中文学校算是度过了办
学初期最艰难的一关。

除了校舍问题，招生遇到的阻力也让
解颖备感心累。由于意大利华人多来自江

浙地区，罗马当时已有由浙江籍华人开设
的中文学校，相较而言，来自北

方的解颖缺少同乡的帮

衬关照，生源也比较

少。这在一段时间

内对解颖的事业

和生活造成了

非 常 大 的 影

响，“那段时

间，每个月支

付 完 学 校 老

师、清洁工人员

工资等必要开支

后，我就真的一分

都不剩了，所以当时

我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

何收入的。”

尽管创业路上困难重重，解颖最终还

是坚持了下来。一年半后，解颖终于找到
一所稳定的校舍，孟子中文学校的发展才

算真正步入了正轨。自 2010年成立至今，
这所中文学校已经历了十载风雨，学员数

量从数十人增至数百人。回头看看，解颖
说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坚定了“认准一件

事就要专心去做”的信念。

■ 解颖在意大利宪兵学

校外语中心教室外留影

■ 解颖在为孩子们上课

    孟子中文学校创办至

今，解颖始终将传扬中华文
化视作自己办学的最根本目

的。“在我看来，华人子女学
习中文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一个人就等于没有了‘根

基’。”因此，即便是在学校经

营最困难的时候，解颖也从
未因学费问题放弃过任何一

名学生。

解颖的做法给学校带来
一定的经济损失，但也赢得了

信任，即便在当初校舍都不稳
定的情况下，依旧有不少家长

不离不弃，坚持让孩子跟随解
颖学习。

“育人先育德”是解颖
一贯的教学主张，也是孟子

中文学校吸引广大学生前
来报名的重要原因之一。例

如十分注重“孝道”的解颖
会给孩子们布置回家给父

母洗脚的“家庭作业”，这在

一开始还让许多孩子和家
长都感觉“不太适应”。“起

初，有孩子会跟我撒娇说自
己不好意思，不少家长也觉
得害羞，但最终这项‘作业’的效果和反

馈却非常好，得到了家长的认可。因为
他们希望孩子在学校不仅能学会中文，

还能学会热爱家庭，体恤父母。

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

‘家’始终是第一位

的。”

此外，解颖

还想方设法地

让家长们有机

会参与到孩

子的学习中

来。“在意大利

出生或长大的

孩子受西方文化

影响，往往家庭观

念比较淡薄。还有一

部分家长因为忙于工作，

没能好好参与孩子的成长过

程。所以我会给学生布置读课文给父母

听的作业，这样既可以督促孩子们自觉
学习，也能让父母在孩子的学习过程中

更有参与感。”

解颖说，自己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孩
子们学会中文，同时也希望让教育走进

孩子的家庭生活中，并借此拉近父母与
孩子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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