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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到了招收老撾籍學生季節，猛臘職高都
會對本校已畢業學生做回訪和就業情況跟蹤調
查。副校長張健介紹，該校歷年畢業的老撾籍
學生去向，基本可以按三個1/3劃分：1/3升
入中國專上院校深造、1/3進入老撾公務員隊
伍、1/3自謀職業或自主創業；而就業者一般
都會進入老撾中資企業或旅遊業，成為掌握中
老兩國語言的翻譯人才，從事與語言有關的翻
譯、導遊等工作，活躍在涉及中國更多的生意
往來和服務中。

雙語能力增薪酬優勢
在就業薪酬方面，張健了解到，掌握中老兩
國語言文字的該校畢業生，較老撾當地員工有
着薪酬上的優勢。他舉例說，山東太陽紙業在
老撾沙灣拿吉省色本縣投資的公司，當地員工
薪酬通常2,000餘元，而猛臘職高畢業生因掌
握中老兩國語言，薪酬可達3,500元；而在老
撾某機場，當地員工薪酬約3,500元，猛臘職
高畢業生可達4,500至5,000元。推薦元康報考
猛臘職高的堂姐，也是該校畢業生，學成回國
後進入萬象一家中國公司工作，累積了工作經
驗，兩年後辭職創辦自己的公司，當上老闆。
其實，在身邊人的影響下，正在猛臘職高

就讀的老撾籍學生，大都有自己的職業規劃
或考慮。元康計劃畢業後當一名老師，從事
漢語國際教學工作；賽帕塔拉則想走與哥哥
一樣的路，畢業後報考中國高等院校深造，
並選定經濟作為自己的專業方向；同樣想報
考中國高等院校深造的還有爪拖。曾在一次
老撾中學生數學競賽中獲得過全國第二名的
爪拖，願望是在中國高等院校繼續攻讀理
科；蘇達歡與說達則打算畢業後做國際導
遊，接待中國遊客。她們認為，老撾有着豐
富的旅遊資源和良好的生態，能吸取世界各
地的遊客；隨着泛亞鐵路和高速公路的建
設，來自中國的遊客會日益增多，她們學習
的漢語，能在旅遊業發揮更好的作用。

數學精英盼深造
學中文「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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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老撾邊境的雲南猛臘縣職業高級中學（下稱猛臘職高），有一批過千人的老撾

中學生，他們來自老撾各省及經濟特區，在猛臘職高學習三年漢語後，部分升入中國高

等院校深造，部分進入老撾公務員隊伍，也有人回國創業就業。

隨着「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猛臘職高的「對外輻射」辦學思路不斷深化，更多老撾學子負笈雲南，成

為掌握中老兩國語言、投身老撾經濟發展、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生力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譚旻煦 雲南猛臘報道

蘇達歡來自老撾華潘省，爪拖則來自老撾琅勃拉邦省，他們同於2017年進入
猛臘職高學習；而他們的學弟學妹賽帕塔拉、說達、元康則遲他們一年入

學，分別來自老撾萬象、琅勃拉邦省和川獷。雖然來自不同的省份和經濟區，但
絲毫不影響他們在猛臘職高很快熟識，並愉快地學習和生活。

擴大招生 貧民子弟漸增多
猛臘職高向老撾招生始於2001年。副校長張健介紹，2001年，學校與老撾北

部五省簽訂協議，開辦「老撾籍漢語翻譯人才培訓班」，當時招生規模僅為每年
一班50人左右；隨着中老兩國交往日益增多，在老撾的中資機構和企業不斷增
加，對熟練掌握中老兩國語言人才的需求不斷攀升，向老撾招生的規模也日益加
大，去年招收453人，今年報名達到580人，實際招收440名。張健表示，早年
到校學習漢語的老撾籍學生，以官員子女為主，而近年來隨着招生規模擴大，老
撾貧民子女也有到中國學習漢語的機會。
蘇達歡是老撾貧民子女。高中畢業後進入萬象一所大學學習，為減輕殺豬賣肉

的父母的經濟壓力，他進入一間中國餐館當服務員，邊打工邊上學；儘管努力打
工、節衣縮食，但高昂的學費和生活開支仍成為重擔，入不敷支；蘇達歡無奈只
能退學，專心打工。好心的中國餐飲老板推薦她報考猛臘職高學習漢語，並為其
繳納首期學費。
來到中國學習，每年僅千餘元（人民幣，下同）學費，每月僅500至600元生活
費，在蘇達歡這樣的貧民家庭可承受範圍內；加上學校為他們提供每人每月200元
生活補貼，讓蘇達歡的學習和生活很愉快。不過，懂事的蘇達歡仍感到父母很辛
苦，表示學成歸國後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好好報答他們。

學成得益 引薦弟妹入學
在猛臘職高學習的老撾學生，雖然人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報考故事，但大多有哥

哥姐姐推薦的經歷。來自萬象的賽帕塔拉是哥哥推薦入學，此前哥哥在猛臘職高
畢業後，經考試升入中國一所大學深造，他非常推崇猛臘職高的漢語學習經歷，
因此推薦弟弟考入自己曾學習的猛臘職高；來自川獷的元康，則因堂姐在猛臘職
高學成回國後，職業發展理想，在堂姐引薦下報考猛臘職高。
來到中國學習一至兩年，他們與推薦和介紹他們報考的哥哥姐姐們一樣，不約而同
地介紹自己的弟弟妹妹報考這所有良好口碑的漢語培訓學校，賽帕塔拉介紹的表弟、
元康介紹的堂弟也於今年入學，與他們成為校友；而爪拖則介紹5名親戚報考，並先後
成為猛臘職高學生。
猛臘職高副校長張健介紹，該校先後培養2,500多名老撾籍學生，已有1,400餘人

畢業，目前在校生則有1,100多人。
張健介紹，對老撾籍學生，學校採取雙語教學，並針對中學生的特點，要求他

們「學會學習、學會生存、學會關心、學
會創造」。為讓他們了解中國文化，學校
組織師生結對、中老學生結對方式，讓他
們在日常的學習和生活中加深了解、增進
友誼；每逢中國傳統節日，學校均組織相
關活動，並經常組織中老學生聯歡會、運
動會、各類比賽等，讓他們多渠道了解中
國文化，有助學習漢語。剛過去的中秋
節，同班的元康與賽帕塔拉吃到中國的月
餅，聽到「嫦娥奔月」的傳奇故事，令他
們很興奮。
說達喜歡看中國電影，她認為跟着中國
電影中的對話學習，有助於漢語語法和
詞彙學習，常常用手機下載並觀看
中國電影，她還把自己的「訣
竅」告訴同宿舍的小夥伴，
帶動大家一同以這種特
別方式，邊娛樂邊
學習。

在猛臘職高就讀的中學生，大多是
17、18歲，正是在父母膝前撒嬌的年
齡，他們遠離家鄉數百公里，不時也
會思念家鄉，想念父母親人。與家人
視像通話、相約吃一次老撾小吃，成
為他們遙寄思念、排解鄉愁的方法。
雖然學校生活豐富多彩，師生同學

間親密無間，生活管理無微不至，讓
他們很快習慣在中國的生活，也習慣
中國的飲食；但畢竟年少且遠離家
鄉，仍令他們不時想念父母親人、思
念家鄉。幸好通訊還算方便，可以不

時與父母親人或親朋好
友通過微信視頻連線，互
通訊息、互訴思念。老撾籍學
生蘇達歡說。由於猛臘與老撾接
壤，也有老撾人偶爾在周末互相
邀約，請假到縣城的老撾餐館吃一
頓老撾小吃或老撾火鍋，聊寄思鄉
之情。至於費用，當然是AA制，
「這樣大家的負擔都會小一些，也
能承受。」
另一位老撾學生賽帕塔拉說，每

當在自己生日，他必然與父母視頻
連線，向父母表達感激之情，
多謝他們的養育之恩，祝福
他們健康平安。此外，他
也會買一個小小的蛋
糕與舍友分享，
犒勞自己也
接受同伴
的 祝
福。

正在學習漢語的元康，由於堂姐夫是中
國湖南人，今年堂姐一家回到湖南長沙
過春節，專門帶同元康前往，目的是讓
她加深了解中國，一路走來，元康感
觸良多。
元康與堂姐一家三口，在春節前
由老撾萬象自駕私家車出發，由老
中接壤的磨丁－磨憨口岸過關
後，經雲南、貴州、湖南抵達長
沙，元康最大的感受，是進入中
國行經滇、貴、湘三省，雖然路
途不短，但全程高速；在中國3
天行程，反而沒有老撾一天的
行程辛苦。生平第一次感受到
乘車在高速路上行駛，元康連
連感嘆速度驚人、感覺舒適。
在堂姐夫的家鄉湖南長沙過

年，元康感受到濃濃的中國年
味：處處張燈結彩、人人面帶
喜慶、賀年活動歡天喜地、年夜
飯十分豐盛、一家大小團圓過年
其樂融融。對於來自不過春節的老

撾的元康，充滿新奇與喜慶，直呼「中國春
節真好！」在隨堂姐和堂姐夫走親訪友的過
程中，元康每每遇到長輩給自己送上紅包，
堂姐夫告訴她：這是中國春節的習俗。元康
在堂姐夫的勸慰下，不好意思地收下一個個
壓歲紅包，感到濃濃的親情。最令元康驚喜
的是，在堂姐夫帶領下，她們在回程中去到
毛澤東的家鄉，瞻仰了毛澤東塑像，元康恭

恭敬敬向毛澤東塑像雙手合十鞠躬，「從小
就知道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能夠到偉人
的家鄉看看，真的很欣喜、很值得！」
不過元康此行也有遺憾。「早就聽說中

國高鐵速度很快，但因為全程由堂姐夫駕
私家車而無機會乘坐。不過，老撾也在修
建鐵路了。」元康對通過老撾的泛亞鐵路
中線充滿期待。

視像電話寄相思

老撾小吃解鄉愁 遠赴湖南過春節 期待泛亞鐵路

■泛亞鐵路是打造歐亞大陸鐵路的運輸計劃。 網上圖片

■賽帕塔拉（左）、元康
（右）參加中國國慶快閃活
動。 受訪者供圖

■元康（站立者）
回答老師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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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學生課餘活動豐富多彩中老學生課餘活動豐富多彩。。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 攝攝

■■老撾學生蘇達歡老撾學生蘇達歡、、爪拖爪拖、、賽帕塔拉賽帕塔拉、、元元
康康（（左起左起）。）。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 攝攝

■■老撾學生表演隊參加演出活動老撾學生表演隊參加演出活動。。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猛臘職高的學生靠吃小吃解鄉猛臘職高的學生靠吃小吃解鄉
愁愁，，圖為老撾的圖為老撾的LaapLaap。。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