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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文学校的孩子们在一天天长大！每年都有

一批批的孩子们走进大学校园，每年也都有一批

批的孩子们大学毕业步入社会。这些孩子们如今

怎么样了？ 我们的读者朋友们一定都很关心， 很
想知道。 最近我们陆陆续续听到这些孩子们的喜

讯，王渊在香港投资银行任主管, 周牧留美毕

业回中国发展，纪然,，苗笑迟，冯颀进了华尔

街，益男，拉拉继续深造攻读研究生，双军，默

砾进了咨询公司，韩佳在中国支教…… 
 
从哪个孩子说起呢？ 正巧2006年哈佛大学毕业典

礼的特刊报纸上，用醒目的通栏标题和大篇幅专

门报道登载了我们中文学校的老学生俞函的照片

和事迹，祝贺俞函荣获哈佛大学的两项大奖，即 
The Louis Sudler prize for most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visual art  和 Thomas T. Hoopes 
prize for excellence in senior thesis, “Yu 
Industries.”  
 
我们的读者也许 还记忆犹新吧？2001年时我们剑

桥中文学校有三位女孩子同时被哈佛大学录取，

一时传为佳话，俞函就是其中的一个。那就让我

们先从俞函开始采访吧, 作为本刊的系列栏目“剑

桥的孩子们跟踪采访”第一部。 
 
查找有关俞函的新闻报道消息行踪可能不难， 但
是寻找到她本人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刚刚大学

毕业，创业中人， 事业中人！ 何不直接找俞函的

父母， 我们中文学校的老家长俞山， 杜惠玲聊

聊？！于是，对俞函的跟踪采访就从与俞函的妈

妈杜惠玲的愉快的电话聊天中开始了。 
 
每一位妈妈谈起自己的孩子来，都会自然而然地

流露出深厚的母爱。俞函的妈妈杜惠玲也不例

外！不过这位妈妈对女儿的爱却是有着一种独到

之处，话语之中常常表现出许多令人深思的哲

理。 
 

 
（俞函和她的爸爸妈妈俞山杜惠玲） 

 
我们的话题是从俞函与剑桥中文学校的缘分开始

的。谈起剑桥中文学校，俞函还真能称得上是一

位学历悠久的学生。俞函是在我们剑桥中文学校

成立第二年的时候进校的，上的是每日课后班，

周末还坚持上她所酷爱的美术课。虽然随着年级

的增长，学业的日益繁忙，俞函还是不舍得放弃

中文学习，一直在剑桥中文学校上到九年级。当

我问到俞函的妈妈，俞函那些年上中文学校对她

日后的成功和发展有没有什么益处？俞函的妈妈

非常地肯定了中文学校的环境和中文教育对俞函

的积极影响作用。我欣喜地得知，俞函直到现在

都没有放弃过学习中文，嘴里还常常念念有词，

成语脱口而出。 
 
在我的印象里，俞函从小就是个很有个性，我行

我素的女孩子。当我问到俞函的妈妈俞函在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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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期间的情况时，随着俞函妈妈的描述，我的

脑海里也一幕幕地想象着俞函那生动鲜明的个性

与特色—依然是那么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依然

是那么钟情于艺术追求，依然是那么活跃于各种

社会活动之中，依然是那么敢做敢当敢于承担责

任。众所周知，哈佛大学是精英云集人才辈出之

地，俞函能在不凡之地脱颖而出出类拔萃，荣获

大奖，除了她的天才与勤奋之外，除了她那才华

横溢的艺术家父亲俞山遗传给她的艺术细胞之

外，她的超凡脱俗也不可否认地造就了她的今

天。无怪乎俞函的照片和事迹登上了哈佛大学大

大小小报刊杂志的封面，成为令人瞩目的“新闻

人物”。 
 
说起俞函的超凡脱俗，不能不提到她推迟一年入

学的故事。哈佛大学录取了俞函之后，俞函不象

其他同学一样，兴高采烈迫不及待地进入哈佛校

园，而是要求推迟一年入学，随心所欲地过上一

年。于是，她用从拉丁学校高中毕业时得到的奖

金，怀着对艺术美的渴望和追求云游欧洲；继

之，跟随到上海戏剧学院做客座教授的爸爸来到

中国，学习中文，旁听美术系、表演系等课程；

然后，回到美国在波士顿现代美术馆作讲解员，

作导游，人生经历可谓是丰富多彩。 
 
以优异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年轻的俞函又

对自己的人生做出了新的挑战  --  匹马单枪到既

是商业金融发达又是文化艺术荟萃的纽约大都市  
独闯天下，电脑艺术世界里自立门户，创造未

来。按照俞函妈妈的指引，我到俞函的网站上去

转了一圈，看到俞函的作品确实是画如其人，很

有风格很有特色: 

 
（选自俞函的网页作品：http://www.hanacious.com/daily/ideas.html） 

当我问到俞函的妈妈，作为家长，你们在孩子的

成长过程中起到了哪些影响作用？ 俞函的妈妈不

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说道，我们是父母与孩子一起

成长，给孩子一个快快乐乐的童年。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们常常会遇到如何与

孩子互相理解的难题。俞函的父母们的哲学是，

理解孩子，不强迫孩子的选择。这话说起来似乎

容易，但真正做到却不容易了。俞函的妈妈出身

于医学世家，自己本人也是学医的，她也曾经希

望俞函也能继承家业，在医学方面有所作为。但

当他们知道俞函对学医没有兴趣时，不再勉强说

服俞函从医，让孩子走自己想走的路。 
 
俞函的妈妈给我讲了这么一个小故事，用以说明

他们身为父母是如何真正做到理解孩子，尊重孩

子的兴趣和志向，不强迫孩子的选择。俞函在波

士顿拉丁学校上七年级时，数学方面已崭露头

角，成绩出众，参加数学竞赛，获得全麻州第一

名。学校也因此想让俞函在数学方面充分发挥优

势，积极动员俞函去参加各类数学比赛。俞函若

是按照学校指点去参加各种数学比赛，得名次得

奖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但俞函告诉父母们，她虽

然数学优秀，很容易在此方面出类拔萃，但她志

向不在数学，而是钟情于美术，所以不愿意为了

得奖得名次而在数学方面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俞函也不愿意参加各种补习班，只舍得把时

间和精力用在自己喜好的艺术领域。俞函的父母

非常理解和支持女儿的选择，任其走自己的路，

不随波逐流于各种补习班，只投其所好，坚持数

年上剑桥中文学校的周末美术班。 
 
与俞函妈妈聊天之中，有一个令我非常震撼的发

现，俞函的妈妈告诉我，俞函的成功除了天生聪

颖和勤奋努力外，还有就是信念，俞函说：我是

一个中国人，我要为中国人争光！俞函始终以是

中国人为荣。俞函八岁时，当妈妈问到俞函要不

要入乡随俗， 也取个英文名字？小小的俞函就口

出“狂言“：“我长大一定会出名的， 我要留住

我的中文名字，为中国人争光！“。至今， 俞函

还是”Yu Han”—“ Han Yu”。 
 
行文到此，特致谢俞函的家长杜惠玲和俞山与我

们的读者分享他们当父母的心路历程，并给本刊

提供他们全家的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