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與緬甸有㠥傳統的「胞波」情誼，世代相傳的胞波情，在
中緬建交60年時顯得尤為珍貴。走進緬甸，中國菜、中國文字、
中國人隨處都能映入我們的眼簾，而來到位於曼德勒的福慶孔子
學堂，更令人感受到了緬甸方興未艾的華語教育熱。

古傳說留下「胞波情」
「胞波」意即「同胞兄弟」。傳說很久以前，太陽神的後裔與

龍公主相愛，之後龍公主生下了三個蛋。一個龍蛋從河裡漂到中
國，一位美少女從中脫殼而出，後來成為中國的皇后；一個觸地
而裂，變成寶石，緬甸便成為寶石之國；還有一個被緬甸驃族老
人打水時取回，孵化出一個男孩，後來男孩成為緬甸古蒲甘王朝
的始祖。從此，中緬兩國邊民語言相通，習俗一致，通婚互市，
留下了許多動人的故事。為此，陳毅元帥曾在1957年陪同周恩來
總理訪問緬甸時寫詩篇《贈緬甸友人》：「我住江之頭，君住江
之尾，彼此情無限，共飲一江水⋯⋯」

此後，兩國人民以胞波相稱，現在在兩國邊境相連的中國雲南
瑞麗姐告與緬甸木姐，每年都會舉行盛大的中緬胞波狂歡節。

孔子課堂已成香餑餑
在緬甸曼德勒有一所福慶孔子課堂，這是全緬甸第一家孔子課

堂，自1993年創辦至今就一直致力於在緬甸推行漢語培訓。「最
開始我們只有5名老師，100多個學員，發展到現在，已經有1,000
多名學員，年齡最大的學員已經60多歲了，是個和尚，現在他不
滿足於在國內就讀，還遠赴雲南大學攻讀碩士學位。」 學校副
董事長黃鵬飛說道。

在福慶學校裡，有許多老師當年都是孔子學堂的學生，他們學
成後又回到學堂裡教學，從2006年起，福慶學校就成為了HSK

（測評水平考試）緬北考場，本㠥「人人學漢語」的宗旨，福慶
課堂的招生範圍不僅僅局限於當地的華人，
還有土生土長的緬甸人。校方利用學
員每天上午和晚上的空餘時間，
分年齡層成立了許多有針對性漢
語教學的小班級，並通過開展
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讓學員
在生活娛樂中強化漢語學習與
實踐。

福慶孔子課堂理事長李祖
清告訴記㠥，隨㠥中國和緬
甸貿易的日漸頻繁，漢語學
習在緬甸已經逐漸成為一
種熱潮，對於緬甸的年輕
人來說，在求職的時候如
果懂漢語，無論機會還是
報酬，都會提高很多。

大選之後大選之後看緬甸緬甸大選之後看緬甸 責任編輯：黃超然 版面設計：陳雲峰二之一 2011年2月17日(星期四)

華人廚師
鍾情緬甸安穩生活

緬甸商人Kyaw Aung主營建材和鋼鐵生意，在萊達
亞工業園區，他帶記者參觀了他的工廠，一派繁忙的
景象和堆放整齊的成品映射出工廠生意的紅火。他告
訴記者，近來隨㠥緬甸城市建設的加快，他的生意感
覺也越來越好。而隨㠥國家越來越開放，他的生意也
從國內做到了國外，與中國的生意往來目前是他最為
看好的，「真希望新政府能夠實施更加開放的政策，
好讓我的生意做得再紅火一些。」Kyaw Aung用他流
利的中文說。

原料進口 大部分來自中國
Kyaw Aung不僅說得一口流利的中文，發給大家的

名片上，也都清一色的中文，他自己說，這是為了便
於開展與中國的業務往來。

Kyaw Aung主營建材的工廠成立於1999年，2005年開

始與中國有生意上的接觸，此後就一直保持與中國的
貿易往來。現在他做鐵釘的原料大多從中國首鋼進
口。他說，最初他接觸的是台灣人，與他們成了朋
友，所以他學會了說中國話，後來與中國大陸做生
意，發現對自己在緬甸的事業幫助很大，於是與中國
大陸的生意就越做越大了。現在他在緬甸已經開了三
家工廠，僅萊達亞工業園區的這一間工廠，佔地達到
了1.5英畝，生意好的時候，光是鐵釘的年產量可以達
到2萬噸，這裡超過50%的原料都依靠進口，其中大部
分都來自中國。

參與投票 盼國家發展更好
Kyaw Aung在去年11月份的時候參與了緬甸大選的

投票。他說，這是自己國家的一件大事，從原來的軍
隊掌權到現在舉行大選，這是國家的一大進步。作為

緬甸的一名國民，國家的進步讓他覺得很自豪，而且
他也相信大選以後的新政府一定能更加為民眾做事，
緬甸發展也將會更好。

「我作為一名生意人，最希望的就是國家能夠穩
定，這樣生意才好做。」這是Kyaw Aung和他的朋友
們共同的願望。

緬商冀加強與中國生意往來

華語教育 方興未艾

■中國廚師張雲清
（右）在酒店裡為
客人準備食物。

■位於曼德勒的福
慶孔子課堂。

■緬甸街頭的歌舞表演吸引了許多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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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深入仰光採訪 與當地官民華人交流

「心情不好走出廚房去看看大海，每年休假五個月
陪家人，準備開個小商店賣點中國東西，逢年過節帶
㠥緬甸的老婆孩子回家看看長輩⋯⋯」這是一名華人
廚師在緬甸的真實生活寫照。

緬民信佛教 與世無爭
張雲清，中國雲南昆明人，來到緬甸已經十餘年

了。記者在緬甸額布里採訪時，意外的遇到了這名廚
師，他鄉遇親人，自然親切許多。張雲清很健談，很
快跟我們聊起了他在緬甸生活的經歷。

第一次到緬甸是跟一個朋友，他朋友當時在緬甸做
工程，需要個人為工人們做飯，於是張雲清跟㠥他來
到了緬甸。這一次，讓他覺得緬甸是個恬靜的地方，

「或許是因為這裡的人們信仰佛教吧，一開始我就喜歡
上了這裡與世無爭的生活狀況。」張雲清說。

再次來到緬甸時，自己朋友也多了起來，娛樂生活也
多了起來，在體育館進行體育鍛煉時，張雲清邂逅了現
在的太太，一名緬甸女子，由此張雲清留在了緬甸。

遇有煩心事 看海解愁
談起緬甸剛剛舉行的大選，張雲清說，對於像他這樣

的外來人員，想法很單純，無論政府有怎樣的變動，最

重要的是讓社會穩定，讓大家生活得安心。現在他在額

布里的餐廳裡工作，這裡是緬甸開放最早的海灘，從

1994年至今，這裡一直保持㠥平安與寧靜，無論是遊客

還是當地居民，人們習慣了這裡的節奏。張雲清說，這

裡的居民大多和他都很熟悉，去年年底的時候，居民們

大都去為大選投了票，但他們最關心的，其實是他們的

生活是否能安樂。

現在，張雲清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每到過年，他

就會帶㠥孩子和妻子回昆明的老家去看望親人，大家看

到他都會開玩笑的說「雲清不會老」，這時他總是樂呵

呵地告訴人們，在緬甸，有煩心事的時候就走出廚房看

看大海，心自然就開闊了。對於未來的生活，張雲清

說，現在每個月的收入養活全家人還能有些剩餘，他打

算在仰光開家自己的小店，讓妻子來經營。

2 011年2月4日，緬甸現任總理、聯邦議會人民院議員吳登
盛當選為新總統，現任國家和平與發展委員會第一秘書

長、聯邦議會人民院議員吳丁昂敏烏和聯邦議會民族院議員
賽貌坎當選為副總統。這三位人士均是以吳登盛為主席的聯
邦鞏固與發展黨(簡稱鞏發黨)的成員。外界有觀點認為，緬甸
大選後依然將是由軍方掌權，形式改變但實質未變的擔憂仍
然存在。

改善民生成新政府主要挑戰
然而也有分析認為，緬甸新政府面臨的主要挑戰將是經濟

發展和改善民生問題。緬甸新統領產生之前，官方就傳達出
積極發展經濟建設的信號：1月27日，緬甸國家和平與發展委
員會頒布了緬甸經濟特區法，以期吸引外國投資，促進本國
經濟發展。

據緬甸宣傳部的官員介紹，當前，緬甸加強了對城市的建
設、民生的改善，在新的首都內比都，正在加快建設的政府
部門、酒店等走在街上就能看到，並且還按照「綠色都市」
的目標進行了規劃。

另外，據當地媒體報道，緬甸已與泰國公司簽約，將在緬
甸南部土瓦地區合作建設一個經濟特區，而這是緬甸與外國
合作建設的第一個經濟特區。

民眾最關注生活能否安心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緬甸人開始更加關心國家經濟如何更

快發展，民生怎樣盡快得到改善。在緬甸採訪期間，民眾表

示，新政府實行怎樣的經濟政策，能否比現在更加開放、更
加有效，是他們關注的重點。

在緬甸萊達亞工業園區，在這裡投資設廠做生意的緬甸人
對於開放有㠥強烈的願望。商人尤澤富祖籍是中國福建人，
父輩來到緬甸後就一直在這裡生活。現在他擁有兩間工廠，
都與中國有㠥生意來往，他說，做生意最期待的就是安定和
開放，只有這樣，生意才能做得安穩，他也相信緬甸大選後
的新政府，會讓他們生意人能賺到更多的錢。

緬甸生活㠥不少中國華僑，今年快50歲的廚師張雲清是一
名中國雲南昆明人，他來到緬甸已經十餘年，在緬甸娶妻生
子，日子過得有滋有味。對於他來說，安定是他對緬甸新政
府最大的期望。他告訴記者，緬甸曾發生的僧人遊行事件給
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那種不安定的環境中，人缺乏安全
感，生活就沒有太多樂趣。「無論誰執政，要能讓老百姓過
得安心、舒心，這才是最重要的。」張雲清這句話道出了普
通民眾的心聲。

新年伊始，經過多黨制全國大

選產生的緬甸聯邦議會通過選舉

產生了緬甸聯邦共和國的總統和

副總統。對經過20年來首次大選

後的緬甸，外界給予了極大的關

注，一種共同的看法是，緬甸將

完成軍政府向民選政府的過渡轉

型，並邁向總統制的新時期。

經過了大選之後的緬甸政府將

擔負起國家建設、改善民生的重

任，普通的緬甸民眾對國家未來

的發展抱以怎樣的態度和期望？

大選結束後，香港文匯報記者深

入緬甸訪問，在與官方、普通民眾

以及在緬甸的華人交流當中，明顯

地感覺到：「發展」、「開放」已

成為從官方到民眾提及最多的關鍵

詞。 ■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 緬甸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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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誰執政，緬甸老百姓最關心
的還是生活過得是否安心、舒心。圖
為緬甸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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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民眾的生活
水平是緬甸新政府
面臨的主要挑戰。
圖為緬甸街頭的小
攤位。

■ 緬 甸 商 人
Kyaw Aung
帶 本 報 記 者
參 觀 了 他 的
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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