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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中旬，南太平洋岛国汤加

附近海底火山持续喷发并引发海

啸，波及大半个世界。身处灾难中

心的汤加受灾尤其严重，大批房屋

和设施被毁，电力、通讯及航运至今

未完全恢复。中国为汤加提供了多

批援助物资，汤加主岛上1000多名

中国公民的安危更是令人牵挂。

要不是这场火山喷发，你或许

不会知道在南太平洋上有这样一个

汤加岛国，更难以想象这个总人口

仅10万的国家竟然有1000多名中

国公民。他们为何选择生活在汤

加？天灾之后他们过得怎样？

店铺已经恢复营业
“主岛上的1000多名中国公民

和公司员工，全部平安！”1月18日，

中国驻汤加大使曹小林通过卫星电

话向国内传来了好消息。但海啸吞

没了主岛周围一些小岛上的房屋，

火山灰污染了整个汤加的水源，农

作物更是遭受毁灭性打击。当地的

生存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事实上，扛过火山喷发与海啸

的袭击，只是劫后余生的第一步。

据当地中国人介绍，火山爆发后，华

人华侨的店铺普遍受到较大影响。

海啸导致部分店铺进水，大面积区

域又被火山灰覆盖。首都努库阿洛

法主岛中部地区受灾相对较轻，但

靠近沿海地区的店铺损毁较严重。

王先生于1998年前往汤加，一

家人长期在努库阿洛法工作生活。

新冠疫情暴发前，王先生碰巧回国，

因为疫情，他至今未能与家人团

聚。据他讲述，汤加的通讯仍不通

畅，家人想尽办法借到卫星电话才

得以向他报平安。

“我家附近的中国人都没什么

事，在汤加的华人华侨有微信群聊，

会互相沟通。”王先生说。汤加华人

联合协会也在捐款捐物，帮助当地

华人尽快恢复生活与工作。

目前，经华人华侨与当地人共

同努力，首都地区路面的火山灰已

基本清理完毕，大多华人店铺也基

本完成清理工作，王先生家人经营

的超市已经恢复营业。

疫情仍是最大挑战
“网络现在只是勉强能用，收发

信息比较艰难。”1月22日，汤加的

通讯网络刚刚恢复。

陈先生来自广东，目前也定居

在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他主营旅

游业，还是几家超市店铺的房东。

火山爆发并引起海啸后，陈先生的

一家超市进水，所幸房屋没有受到

较大损毁，只需要一些修补。陈先

生说，灾后主要工作是清理火山灰，

“除了房顶上的，基本清理完毕了”。

1998年，从福州大学会计专业

毕业的陈先生前往汤加创业，“汤加

华人做过的生意我都做过”。到汤

加以来，陈先生开过餐厅，收过檀

香，卖过海参、龙虾、鱼翅，加工过香

草，后来开始稳定经营百货业，开了

几家小超市，从中国订货到汤加批

发销售。起初陈先生的生意还算可

以，但随着当地华人越来越多，经营

百货业的华人也多了起来。

2006年，在当地一次颇具种族

主义色彩的动乱中，陈先生的一家

超市被洗劫一空，还有一家超市也

受损严重。2013年，陈先生决定另

辟蹊径，开始从事旅游业。为了集

中精力，他将超市卖的卖，出租的出

租，自己专心主营旅游业。“我们是

个地接社，主要服务来汤加旅游、商

务考察的人群。”

但在陈先生看来，火山海啸袭

击并非最难的关口，后续恢复经营

最大的困难还是新冠疫情。受疫情

影响，汤加的对外交通本已极其不

便，旅游业发展阻力很大。此外，超

市的货源也成问题。

“复苏还需要大笔资金做宣传，

以前的努力都白费了。”陈先生的言

语中充满担忧。

汤加创业有苦有甜
不过，即便这几年经营困难，陈

先生仍坚守在汤加。他不是没有考

虑过回国发展，但是由于大学一毕

业就来到汤加和家人一起创业，他

在迷茫中也有不舍。

“最重要的是我的母亲。”陈先

生说，“母亲已经习惯了汤加的气候

和饮食，特别是海鲜。父亲去世后，

母亲就剩下我一个至亲，自然要陪

她留在汤加。”

其实，陈先生就是追随长辈的

步伐来到汤加的。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广东、福建一带掀起出国潮，陈

先生的母亲也想出去闯荡，挣些钱

补贴家用。她先到了斐济，又得知

附近还有一个叫汤加的国家。考察

过一番之后，她觉得汤加的气候和

物产条件都更好，1996年就留在汤

加创业。

陈先生自己毕业在一个大学生

工作包分配的年代，本可以接受国

家安排，安安心心在福州工作。但

想到母亲在国外打拼，自己在国内

享受安稳生活，他总觉得有些不是

滋味，便跟随着母亲的脚步出了

国。没有想到，一走就是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来，生活不乏酸甜苦

辣。陈先生说，去汤加的中国人绝

大多数在国内时生活节奏比较快，

汤加人生活则比较安逸，习惯了慢

节奏。早年还在以经营超市为主业

的时候，陈先生曾断断续续雇佣过

本地人，但由于文化差异，双方步调

经常不一致。

撇开这些，陈先生还是被汤加

当地人的纯朴和友善打动。“刚到汤

加的时候，有一次我只是想在海边

散散步。结果才走了十分钟，先后

就有四五部车停下来问我要去哪

里，说可以带我一程。还有一次我

的车胎爆了，还没等我拿工具去修，

就有两辆车子停在我后边，车上的

汤加人下车帮我换轮胎，还不收

钱。”陈先生的母亲坐巴士去购物的

时候，车上不认识的汤加人也会主

动为她让座。

多年来的努力、融入与贡献，也

让陈先生的事业受到当地的认可。

2018年，因为陈先生对中汤两国往

来作出的贡献，汤加政府授予他“对

华旅游以及贸易专员”称号。

中国专家带来改变
一家人定居汤加的王先生、追

随母亲来到汤加的陈先生，都是生

活在汤加的华人华侨的缩影。

据山东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

究中心教授赵少峰介绍，在汤加的

华人华侨多来自广东、福建，往往是

一个家族都在汤加生活，从事行业

也较多，有商品零售业、养殖业、种

植业……除此之外，汤加当地还有

一些中资机构，如中国土木工程建

筑有限公司等。

“不管当初前往汤加的原因是

什么，华人华侨都为当地经济发展

作出了很多贡献。”赵少峰表示，华

人主导的零售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

上改善了当地完全依赖高价进口货

物的状况。有了从中国进口的货

物，汤加人也可以用更实惠的价格

买到更优质的商品。而中资企业承

建的项目，包括道路、房屋、供水排

水设施等，改善了当地基础设施落

后的状况。汤加政府大楼、学校和

一些重要道路都是中国援建的，想

要认出它们也不难，挂有中国结的

道路就是。

华人华侨给汤加带来的改变不

止于此。汤加人原本的饮食结构较

为单一，非常喜爱烤全猪等肉食，但

缺乏蔬菜。这种不平衡的饮食结

构，事实上并不利于身体健康。

2012年，山东聊城大学成立了

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并参与建立

了鲁太农作物新品种培育推广中

心，开始研究汤加的蔬菜种植问

题。学校每年会派遣几位老师到汤

加学院进行农作物种植推广培训，

并且教当地人烹饪蔬菜。

2020年，聊城大学派出赵培

宝、任爱芝、张剑锋三位老师前往汤

加，因疫情无法回国，如今又遭遇火

山喷发，幸运的是他们一切平安。

在汤加的这些日子里，来自中

国的专家们不断探索并传授易于管

理的规模化栽培模式。如今，汤加

学院的菜园逐渐扩大，收获的蔬菜

做成学生的免费午餐，还分享给当

地居民。中汤高校间持续至今的合

作项目，不仅提高了当地人农产品

种植的技能，也极大改变了当地人

的饮食习惯，进而改善了他们的健

康状况。

“这一次汤加的火山喷发和海

啸加深了中国人对汤加和太平洋岛

国的认识，但太平洋岛国在多数中

国人的认知中仍处于边缘化的状

态。”赵少峰说，“现在有一些人表示

将来有时间要到汤加，或其他太平

洋岛国旅游或生活，希望这将有利

于中国和太平洋岛国的民间交往和

相互理解。”

事实上，在去过汤加的游客眼

里，那的确是个值得一去的地方，上

海游客朱妮淇对此就深有体会。

“尽管那里的酒店没有国内的

豪华，但出门就能看到优美的自然

风光，感受当地人安逸又乐观的生

活态度。”提及2018年赴汤加旅游

的经历，朱妮淇感叹去过之后才体

会到汤加的美。也许等你去过以

后，也会像她一样喜欢上这个曾经

鲜为人知的南太平洋岛国。

扛过火山喷发与海啸袭击只是劫后余生第一步

千余中国公民在汤加积极自救
文 /孟佳依

▲中国政府向汤加提供的援助物资从斐济启运

▲ 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居民清理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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