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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还是留？是留还是走？集中表现在移民加国的进退问题在

准移民，新移民，假移民和老移民之间，从国内争到国外，

喋喋不休。出国是说不出的痛，出国没有美丽的故事，出国

是围城。有人叹气，有人骂街，有人落泪，有人笑痴，愈演

愈烈，乃至上升到了为什么而活的高度。许多相关和不相关

的问题都被扯进来，搅成了一锅酸辣汤。笔者虽然辣不怕，

但很怕酸，故一直保持适中距离。太远了，毕竟我也是移民

，太近了，有些人借题发挥酸得你直发狠。昨晚看完新贴的

争论，不小心被酸了一下，居然通宵失眠。乖乖，不想吃安

眠药，就下场子吆喝一回吧。如果有人扔砖头，砸晕了，也

比不睡觉好。移民问题古来有之。说真的，生于彼长于彼的

水乡故土，看不够，梦中回，谁愿意背井离乡，客寄天涯。

实为迫不得已。应该说，被动移民是对宗主国的某一方面的

主流或主流的某一方面之否定。近看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早期的移民大多是受尽宗教迫害，吃够政府苦头的逃难者，

被迫来到这方荒无人烟的新大陆安身立命。艰苦创业中他们

学会了自立，自主，自治，自信，他们对政府的不道德神经

过敏，他们发现团结和互助比政府的廉洁更重要。结果美国

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令人羡慕的民主正是在这种不信

任政府又不否定政府的紧张气氛下健康成长。现代移民则主

要受惠于逐渐上升为主流的人权价值观。人们开始在较宽松

的环境下为利己或利他的各种目的自由地移民，依法选择合



意的居住地乃至国籍。这是人类文明和自由的积极的进步。

本来是好事，结果反而叫华人左右为难，苦恼异常。龙的传

人无福消受自由乎？新移民的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只是原来

基于东西方价值或文化差异的问题被放大了，更紧迫了。各

类问题互相呼应，纠缠不清。其实主要的困扰可以归结为四

个方面:1) 生活目的上的困扰：为什么移民，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人为了人生和财产的安全感；有人为了下一代的美好将

来；有人为了冒险，尝试“一切从零开始”的新刺激；有人

为了逃避原来的现实或生活方式；有人为了政治或法律制度

上的认同；有人为了留学深造，提高自己的含金量。主动移

民在这方面没有困扰。他们的困扰是原来的目的完成或失效

以后，如何确立新目标。闯荡北美，你追求什么？当代的被

动移民之困扰比较多，因为他们追求时尚而不自觉，受虚荣

和谣言驱动而随大流。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出国和移民

到发达国家始终是一个梦，一种诱惑，一种证明，一次升级

，因而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时尚。追求时尚的人一般是免不了

烦恼的。因为时尚一年一变，褒贬不一。新的不足，旧的不

舍。追之有趣，到手无奇。有意玩时尚的人有办法对付烦恼

。问题是那些无意玩时尚却不能自拔，玩不起又不认输者，

自然苦恼非常，叫人爱莫能助。生活没有目标，有时就像空

气里面缺氧。你越是想快跑，便越跑不动。一切看上去正常

，不知为什么却总喘不过气来。压力由此倍增。这正是考验

一个人的意志和潜力的大好时机。不过，人自以为长大以后

，是不乐意再接受这种考验的。不少新移民来到新大陆，原

来的野心得不到支持，新的方向琢磨不定，徘徊之中日益消

沉，坐言起行都没有兴奋点，没有进取心。才过不惑之年，



便劳神于如何养老。或者自己跟自己说byebye,把这一辈子一

笔勾销，寄希望于乳臭未干的下一代。如何对无法预知的前

途作出选择，这是每一个人成长的自修课，没有人能帮你。

。西人有一句话好像没有言过其实：“一个人知道自己真正

要什么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为之让路。”你知道自己真正

要什么，你就长大了。有时候，不知为什么疲乏难解，困惑

莫明，你会觉得要长大还真是一种负担。华人大多从小生长

在以集体主义为中心的大环境里，独立思考等于叛逆。我们

从来不想自己要什么。人民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党叫干啥

就干啥。如今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眼前的日子如何过？2） 

感情上的困扰：没有明确的生活目的，就应该代之以某种感

情的支持，一个人才能稳定下来并享有内心的安宁。感情的

起伏依赖于文化活动，而文化活动又基于一个人的审美。来

到新的他乡，审美的差异不时引起文化冲突和抗拒。这里没

有人跟你谈“小燕子”，谈“国有股”的全流通。而你又不

想谈橄榄球，或者联邦大选。在陌生的沼泽地里，感情很难

找到支点，一旦遭遇挫折和困境，更容易陷入孤独，寂寞难

捱。困扰之中有人找到了突破口，开始高谈阔论爱国主义。

华人做人要求不高，只要有饭吃就行。华人做事则从不含糊

，一定要先争一个大是大非。生怕有失大国子民的正统。其

实，爱国与否和移民的去留问题相距甚远。可是有人总是以

为大爱不存，小爱焉附。爱国爱家，爱山爱水，各适其时，

各得其所。偏爱也好，博爱也好，重要的是真爱。一些华人

在这里添油加醋，唯恐“网上”不乱。笔者以为，爱国是一

种双向互动的感情，它在心里维系一个人和祖国的相互认同

。爱国是在自己的心里坚持给祖国留下一个应有的位置，而



不是在祖国的版图上坚持给自己的肉身保留一个位置。大陆

的“肉身”已然太多了。爱国的意义在心理上，而不是在国

境线上，也不在于姓“资”还是姓“社”。爱国暗示她的儿

女在祖国有困难时不要嫌弃之，而不是在祖国有错误和腐败

时为之遮丑。爱国要爱祖国的未来，而不是祖国的过去。外

在的祖国是有限的，脆弱的；内心的祖国才是永恒的，强大

的。在国内的，不一定爱国，在国外的，不一定不爱国。因

为人心是没有国界的。嘴上爱国者，行动上未必爱国。阳光

下的爱国者，背地里未必爱国。今天的爱国者，明天未必爱

国。有中国心的人，不一定有中国胆。偏执的爱国者，不一

定比兼爱者更深沉。既得利益者会高叫热爱祖国，因为他们

觉得自己开始“了解中国”了。屡战屡败者会高喊热爱祖国

，因为他们发现“母亲的怀抱”可以帮助他们逃避自己的无

能和懦弱，轻松地把一个被淘汰的个性重新融入一个强大而

不计滥竽充数的集体。不少人借爱国之名，行一己之私，不

是大私就是小私。其实真正爱国与否，每个人心里有一杆称

，自己明白就行了。管别人的心事干什么，那是渎神，是造

孽。人是万物之灵，管什么都可以，管人心便是冒天下之大

不韪。笔者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胆大心细的新移民，他在教

别人赴加之前如何精选应带的必需品，末了来一句画龙点睛

：“多带一点也好，少带一点也罢，但是千万不要忘了一件

东东－－带上你的中国心。”你说这个阴阳人酸不酸，找不

到工作，便自封为CPO---专管别人的中国心。实际上，爱国

主义天天讲，多讲不见多爱国，少讲不曾少爱国，只要爱国

的定义不被垄断。但是华人之间不团结，不能以诚相待的现

象，依然是有增无减，举国内外不能免。“文人相轻”早已



升级为“华人相轻”。尔虞我诈，以邻为壑，几乎成为海外

唐人街的压轴戏。早来几年的华人移民，有些还是高级专家

类，做了房东或者开了一个移民接待站，口口声声要帮助新

移民，实际上利用新移民的弱势占尽便宜，蝇头小利，斤斤

计较。是华人太多了？是华人的感情太浅薄？否。显然文化

上的认同，感情上的共鸣不足以产生根本上的凝聚力。那么

根本上的凝聚力在哪里呢？两只眼睛看不见，四只手脚摸不

着。看不见不等于不在，感觉不到不等于没有。它在人的理

性之上，它在人的感觉之外。“山重水覆疑无路”，“我有

迷魂招不得”，那是因为我们少了“第三只眼”－－信仰。

这不是文化差异的问题，这是补课的问题。天不怕地不怕不

求神不让鬼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为什么单怕二郎神? 因为二郎神

有三只眼。哈哈，话已离题，且容他日再论长短。3）心理预

期上的困扰:对于祖国的前景感到悲观，预期看淡，这也是被

动移民受累的原因之一。其实，对于将来，我们一无所知。

未来学不过是偶然的先觉者，想靠“自摸”升级为先知的一

场炒作。但对于未来的心理预期，永远是支配大众行为的正

作用力。1989年的“冲动”，加深了对于中国整体政治经济

前景的负面预期，间接引发了90年代香港，台湾而后蔓延到

大陆的移民潮。就像50年代初对于新中国的美好的正面预期

促使大批的海外华侨回国吃苦。负面预期还造成中国的庞大

的居民储蓄不敢跨出银行柜台一步，也造成改革开放的成本

倍增。加国曾经被联合国公评为地球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

方之一，这使得大批华人对之产生了美好的预期。似乎加国

满天是白云，遍地是鲜花，树上长馅饼，河里漂金沙。预期

促使我们换身份，换环境，换国籍，但预期不能填饱肚子。



基于理论或概念的预期必然要面对现实的考验。众口一辞香

格里拉好，那是因为没人去过又回来。预期有时好像来自天

上的一束光，照亮了你肉眼看不见的前程，给你鼓舞，给你

力量，但漫漫长路还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地去走。给了你光

，你还得会用。西谚说:"魔鬼躲在细节的背后”。现实就是由

千千万万个细节构成的，魔鬼就在你的脚下。正确的预期依

赖于真实有效的线索，我们应学会区分大众预期和宝贵经验

。有时现实错了，有时是我们的期望错了。错了可以及时调

整，为什么要逃避现实呢？也难怪，来自大陆的移民本来就

是在逃避现实的教育模式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小时候天天唱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我们的明天更美好”，政府也是年

年许诺“面包会有的。盐巴会有的。”“在不远的将来，我

们一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一定能实现四个现代化”。

人们和中央保持一致，不敢正视现实，不能正视现实。只好

生活在明天，天天向上。这样的幸福生活，结果只有一个，

当他们梦断天涯，无处可逃时，他们就会摔下来。逃得越远

，摔得越重。还有一种遁形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生活

在过去。曾记否，凡是有纸的地方总是密密麻麻写满了中华

民族历史悠久。我们有“四大发明”，我们有浑天仪，我们

有二万五千里长征。弄得大家不怕下一顿揭不开锅，直后悔

没有早生于战争年代。这样逐渐养成了一种心理习惯，寄生

于过去和将来很自在，却不知如何面对现实“过日子”。不

少新移民千里迢迢满车行李来到加国，后面还要拖一个挂斗

，超载过去的美好回忆，时不时总回头看，生怕丢了什么宝

贝。开车的人都知道，驱车向前行，老是向后看，能开好车

吗？苦恼又因此而生，前进当中碰到一点困难，预期落空，



华人就往后缩，习惯成自然地躲进过去的好时光里，然后发

出今不如昔的长叹。出师未捷人先老,英雄从此不下凡。万事

开头难。登陆新环境，更多的是从头开始，而不是锦上添花

。旧的预期已经溶化，新的预期冰封难解。如今太阳从西边

出来了，眼前的日子如何过？而立之年，不惑之秋，要想把

“从头开始”之髓移植到自己的预期里，真是难上加难。过

去的积累和未来的预期之间，我们应如何取得平衡与协调？

什么荣耀呀，地位呀，专业呀，那是资本，还是包袱？心平

气和地想，过去的事情还是让它过去吧。都是过去的事，好

事不见重来，坏事倒是冷不丁地一再重演。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gt； 比较环境：应该承认，华人

移民的去留问题在十年前决不会成为问题。现在的确是一个

问题。这又说明了另一个问题，中国的环境开始变好了。尽

管令人担忧的问题还很多，但全世界对中国的预期开始转向

，尤其是加入wto以后，大陆的发展日新月异，正面的预期与

日俱增。人们开始比较，究竟中国的条件好还是加国的好，

中国的前途更大还是加国的大？这应该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

，新时代的移民多了一条生路，多了一条选择。可是有人反

而更苦恼了，因为他们无法决定先走哪一条路。假设再多出

第3条选择，恐怕会有人争着上吊。独立做决定，对于华人仍

是一件为难的事情。因为大多数华人从小是在集体主义的糖

水里泡大的，凡事家长决定，集体决定。自己做决定就是不

听话，无组织，无纪律。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依赖集体，依

赖家长，依赖英雄，一般不敢依赖自己。现在太阳从西边出

来了，眼前的日子如何过？其实大环境也好，小环境也好，

东方的机会也好，西方的福利也好。选择环境始终有一个死



角无法超越，那就是各有利弊，互为长短。我们永远生活在

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其中最好找的工作就是追求完美。为

什么有些人没有工作仍然觉得累，觉得疲倦，觉得困乏？其

实他们有工作，只是他们不明白，最容易找的工作反而最累

。面对现实，立足于今天。面对问题，立足于自强。出路之

一就是寻找和确立自己的目标，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有了

明确的目的，你就会根据目的来选择环境，纲举目张，而不

是为环境而环境，左右为难。有了可行的目标，你就会反客

为主，居大利而忍不爽。人生有苦有甜，有明有暗，有喜有

悲，有张有驰，至此方知不枉潇洒走一回。比较环境时，华

人还有一个特有的误区而不自觉。那就是挑剔别人，妄自尊

大。长期的闭关自守使华人养成了小器的狭隘心理，对自家

圈子以外的世界什么都看不惯，横竖看不惯。凡事不合自己

的习惯就会不由自主的多心，多疑，惴惴不安，进而发起“

唐*吉珂德”式的攻击。鲁迅笔下的那个抱怨一切的“九斤老

太”算是一个典型。比如有人认为加国不好，理由是没有中

国繁华热闹。这其实是一个习惯问题，无所谓好与坏，时间

长了，什么都可以习惯。每一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先入为主

的习惯。但是有理智，有感情，有梦想的一个人总不能听任

习惯来垄断自己的生活。习惯于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的人自然

偏爱热闹。说得不好听，内心空虚的人更喜欢热闹。长期的

专制专权使华人养成了阴暗的消极心理，凡事不由自主地往

坏处想，以苦瓜之心度西瓜之腹。任何集权政府，都偏爱以

惩罚和镇压等十足消极的手段来解决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

“两只手都要硬”。久而久之，上梁不正下梁歪。我在北京

上学，亲耳所闻。校长对全体大学生国庆仪仗队集训队员说



：“大家注意，明天正式彩排，男同学一律穿西装，女同学

都不许穿裤子。”你瞅，十五年不犯错误的革命校长，一分

钟之内就沦为“流氓校长”。我在北京乘公车，亲眼所见。

小小的一个女售票员可以随便威胁整车的乘客：“大家都往

后站一站，不然的话，把车停下，谁都走不了。”你听，用

惩罚来代替礼让。乘客都是不讲理的坏人。养成习惯的消极

心理好像一颗老鼠屎，破坏力惊人。海水不可斗量，老鼠屎

不惧锅大。回流也是消极心理的表现之一。出师不利，越往

后想越害怕，无计可施走为上。但是一走为计，再走为怯。

怯者走起来必然慌不择路，那己经不是选择环境的问题了。

再说，有时候宣传机器说话，你要会听。“爱国不分先后”

，“归来吧，空空行囊的游子。那是说给你听的吗? 那是说给

国内的“白骨精”听的，叫他们留下来，别犹豫。你一介一

事无成的墙头草，自作多情地跑回去，充其量不过是一件可

待选用的广告材料。其它诸如酗酒呀、贩毒呀、坑蒙拐骗乃

至跳楼，则是更为极端的消极心理之表现。长期的自满于历

史悠久，还使华人养成了盲目的自大心理。凡事总是挑别人

的错，死活就是不服气。看见别人比自己好，心里就“患不

均”。要不就揪住别人的动态阴暗面，好突出自己的文化优

越感。大国子民所到之处，坏东西是不懂东方文化，好东西

是学我爷爷的。什么什么大街破破烂烂，什么什么产业仰人

鼻息，找理由揭他人之短，找借口抬高自己，华人好像有瘾

，历来驾轻就熟，一如探囊取物。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没

有发挥出来”。中国那么多志士英才跑到美国去了，我们不

着急，却洋洋得意于“被中国男人挑剩下的中国丑女很容易

嫁到美国去”。毕竟地球上没有国家像中国一样兼“地大物



博”和“历史悠久”于一身。可是孤芳自赏并没有提高我们

的自尊和团结。华人如果不能学会欣赏他人，乃至欣赏敌人

，就无法参与现代文明的沟通和接轨，就无法最后修得“开

放改革”的正果。这三个“凡事”互通有无，互相强化，不

知不觉之间与本地文化形成隔阂，加深主流社会对华人的误

解乃至排斥，华人不可不察。近期就有华人因为在kfc炸鸡店

排队阻后，在沃尔玛购物多拿四颗图钉等鸡毛蒜皮之类的小

事而收到警察告票；华人嫌疑犯被皮尔区警长审前违规预评

，等等。那不是歧视，那是抓小辫子，是一种信号。华人社

会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对自由世界缺乏善意，对异国文明不

予尊重，已经引起主流社会的不满。融入主流社会不是屈尊

就俗，削足割爱，而是平等互信。加国是一个比较宽容的社

会。华人世世代代深受一元化或各种垄断之苦，我们没有理

由给新大陆的多元化环境抹黑，尽管这个多元化政策不完全

是出于利他之德。bnbsp； 决定去留的问题还有就是找工作难

。在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中，工作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是学

习和参与主流社会的正规渠道。华人在加国的专业性就业市

场长期遭遇本地学历和本地经验两大壁垒。这里要区分问题

的性质是歧视还是误解。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歧视是一种

单方面的压力，是一种排斥。误解则是一种双向的抵触，多

半来自文化的层面，需要相互之间加强沟通，信任和包容等

积极的方法来化解。如果说是歧视，华人当然要团结起来抗

争。我们要以积极的方法去争取改变规则，而不是借口歧视

索要特权。弱者争的是平等，不是矫枉过正。否则滑入以恶

抗恶，以偏见拒偏见，会失去正义感。一时力不从心，不妨

先改变自己，适者生存。大丈夫能屈能伸，不入虎穴，焉得



虎子。没有一个深入规则，了解规则得过程，空谈改变规则

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华人过去在本地曾经受到长期的歧视

和虐待，于心不平。我们要以积极的方法去赢得尊重，而不

是寻机报复历史，或固守幸灾乐祸的旁观立场来求得补偿。

消极的纠缠于过去－－向后看，会失去新朋友，朋友越来越

少。应该说，改变世界有好多种好方法，但有时最快的方法

是先改变自己。因为你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世界也是你的一

部分。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如果说是误解

，那么双方都有责任。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乃良性循环之发

端。批评别人，不彷先检讨自己。想一想，自己的语言过关

了吗？交流有困难，表达有障碍，快乐从何谈起？从公平？

从“四大发明”？是环境压制你学英语，还是你自己害怕学

英语？看一看，自己对于社会分工是不是有传统的好逸恶劳

的等级观念。劳心劳力，各有长短，分工不同，无关贵*。大

陆长期以来，口头上把劳动捧上了天，实际上每每拿劳动来

惩罚人，加重了华人好逸恶劳的偏见。华人喜欢说：“吃得

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其实这句半公开的警句给人很多误

导。第一，世间没有人上人，倒是真有气死人。俗话说“人

比人，气死人”。孔明气死周公瑾，李X 气死胡耀邦。第二

，所谓“苦中苦”不是指累死累活，或者忍辱负重赌一口气

，而是指独立思考最苦，勤学不倦最苦。否则又脏又苦又累

的井下煤矿作业应该是大家趋之若骛的修身养性之地。另一

方面，期望凭现成的一技之长一劳永逸地找到一个“铁饭碗

”，或者说借过去的“善因”一帆风顺地直接对口将来的“

善果”，远近无忧。这是一种更危险的好逸恶劳的表现。想

以不变应万变，欲以一学定乾坤。这是幼稚的开胃酒，还是



老成的墓铭志。老祖宗的应变哲学已经落伍。信息时代，千

变万化；新潮横流，不学无术。将来的事情谁知道。福山有

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劳心劳力，不如劳学。市

场竞争教导我辈，乐学者昌，弃学者亡，假学者很快会断粮

。工作是手段，收入是目的。找工作的过程不仅是推销自己

推销专业的过程，而且是参与社会第一次分配的过程。我们

凭什么好呢？是向后看呢，还是向前看？你对自己的过去无

比自豪，那么你又应该如何对待别人的过去呢？我们不能在

面对分配时自视甚高，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又极度自卑。怀

才不遇的人，不是什么曲高和寡，而是在人际关系上有先天

性障碍，是有病。不先治好病，谁敢用你的才! 众所周知，华

人喜欢把收入局限于发财，好像收入与贡献大小没有什么关

系。不管怎样，发财也好，提高收入也好，成功的方法有好

多，但有时最快的方法是先付出。你说呢？归家过日子，离

家也得过日子，移民只是“过日子”的一段插曲。将来的日

子还很长，如何才能“过”好呢？西人教堂有一句祈祷辞，

试与同胞共咀嚼之：God, give us the serenity to accept what

cannot be changed, the courage to change what should be changed,

and the wisdom to distinguish the one from the other. nbsp； 出国

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留学,移民,澳洲,澳大利亚,加拿大,英

国,美国,法国,日本,新西兰 发贴：kongbala是去还是留？是留

还是走？集中表现在移民加国的进退问题在准移民，新移民

，假移民和老移民之间，从国内争到国外，喋喋不休。出国

是说不出的痛，出国没有美丽的故事，出国是围城。有人叹

气，有人骂街，有人落泪，有人笑痴，愈演愈烈，乃至上升

到了为什么而活的高度。许多相关和不相关的问题都被扯进



来，搅成了一锅酸辣汤。笔者虽然辣不怕，但很怕酸，故一

直保持适中距离。太远了，毕竟我也是移民，太近了，有些

人借题发挥酸得你直发狠。昨晚看完新贴的争论，不小心被

酸了一下，居然通宵失眠。乖乖，不想吃安眠药，就下场子

吆喝一回吧。如果有人扔砖头，砸晕了，也比不睡觉好。移

民问题古来有之。说真的，生于彼长于彼的水乡故土，看不

够，梦中回，谁愿意背井离乡，客寄天涯。实为迫不得已。

应该说，被动移民是对宗主国的某一方面的主流或主流的某

一方面之否定。近看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早期的移民大多

是受尽宗教迫害，吃够政府苦头的逃难者，被迫来到这方荒

无人烟的新大陆安身立命。艰苦创业中他们学会了自立，自

主，自治，自信，他们对政府的不道德神经过敏，他们发现

团结和互助比政府的廉洁更重要。结果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

强的国家。令人羡慕的民主正是在这种不信任政府又不否定

政府的紧张气氛下健康成长。现代移民则主要受惠于逐渐上

升为主流的人权价值观。人们开始在较宽松的环境下为利己

或利他的各种目的自由地移民，依法选择合意的居住地乃至

国籍。这是人类文明和自由的积极的进步。本来是好事，结

果反而叫华人左右为难，苦恼异常。龙的传人无福消受自由

乎？新移民的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只是原来基于东西方价值

或文化差异的问题被放大了，更紧迫了。各类问题互相呼应

，纠缠不清。其实主要的困扰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1) 生活目

的上的困扰：为什么移民，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为了人生

和财产的安全感；有人为了下一代的美好将来；有人为了冒

险，尝试“一切从零开始”的新刺激；有人为了逃避原来的

现实或生活方式；有人为了政治或法律制度上的认同；有人



为了留学深造，提高自己的含金量。主动移民在这方面没有

困扰。他们的困扰是原来的目的完成或失效以后，如何确立

新目标。闯荡北美，你追求什么？当代的被动移民之困扰比

较多，因为他们追求时尚而不自觉，受虚荣和谣言驱动而随

大流。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出国和移民到发达国家始终

是一个梦，一种诱惑，一种证明，一次升级，因而是一种令

人羡慕的时尚。追求时尚的人一般是免不了烦恼的。因为时

尚一年一变，褒贬不一。新的不足，旧的不舍。追之有趣，

到手无奇。有意玩时尚的人有办法对付烦恼。问题是那些无

意玩时尚却不能自拔，玩不起又不认输者，自然苦恼非常，

叫人爱莫能助。生活没有目标，有时就像空气里面缺氧。你

越是想快跑，便越跑不动。一切看上去正常，不知为什么却

总喘不过气来。压力由此倍增。这正是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和

潜力的大好时机。不过，人自以为长大以后，是不乐意再接

受这种考验的。不少新移民来到新大陆，原来的野心得不到

支持，新的方向琢磨不定，徘徊之中日益消沉，坐言起行都

没有兴奋点，没有进取心。才过不惑之年，便劳神于如何养

老。或者自己跟自己说byebye,把这一辈子一笔勾销，寄希望

于乳臭未干的下一代。如何对无法预知的前途作出选择，这

是每一个人成长的自修课，没有人能帮你。。西人有一句话

好像没有言过其实：“一个人知道自己真正要什么的时候，

整个世界都会为之让路。”你知道自己真正要什么，你就长

大了。有时候，不知为什么疲乏难解，困惑莫明，你会觉得

要长大还真是一种负担。华人大多从小生长在以集体主义为

中心的大环境里，独立思考等于叛逆。我们从来不想自己要

什么。人民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党叫干啥就干啥。如今太



阳从西边出来了，眼前的日子如何过？2） 感情上的困扰：

没有明确的生活目的，就应该代之以某种感情的支持，一个

人才能稳定下来并享有内心的安宁。感情的起伏依赖于文化

活动，而文化活动又基于一个人的审美。来到新的他乡，审

美的差异不时引起文化冲突和抗拒。这里没有人跟你谈“小

燕子”，谈“国有股”的全流通。而你又不想谈橄榄球，或

者联邦大选。在陌生的沼泽地里，感情很难找到支点，一旦

遭遇挫折和困境，更容易陷入孤独，寂寞难捱。困扰之中有

人找到了突破口，开始高谈阔论爱国主义。华人做人要求不

高，只要有饭吃就行。华人做事则从不含糊，一定要先争一

个大是大非。生怕有失大国子民的正统。其实，爱国与否和

移民的去留问题相距甚远。可是有人总是以为大爱不存，小

爱焉附。爱国爱家，爱山爱水，各适其时，各得其所。偏爱

也好，博爱也好，重要的是真爱。一些华人在这里添油加醋

，唯恐“网上”不乱。笔者以为，爱国是一种双向互动的感

情，它在心里维系一个人和祖国的相互认同。爱国是在自己

的心里坚持给祖国留下一个应有的位置，而不是在祖国的版

图上坚持给自己的肉身保留一个位置。大陆的“肉身”已然

太多了。爱国的意义在心理上，而不是在国境线上，也不在

于姓“资”还是姓“社”。爱国暗示她的儿女在祖国有困难

时不要嫌弃之，而不是在祖国有错误和腐败时为之遮丑。爱

国要爱祖国的未来，而不是祖国的过去。外在的祖国是有限

的，脆弱的；内心的祖国才是永恒的，强大的。在国内的，

不一定爱国，在国外的，不一定不爱国。因为人心是没有国

界的。嘴上爱国者，行动上未必爱国。阳光下的爱国者，背

地里未必爱国。今天的爱国者，明天未必爱国。有中国心的



人，不一定有中国胆。偏执的爱国者，不一定比兼爱者更深

沉。既得利益者会高叫热爱祖国，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开始“

了解中国”了。屡战屡败者会高喊热爱祖国，因为他们发现

“母亲的怀抱”可以帮助他们逃避自己的无能和懦弱，轻松

地把一个被淘汰的个性重新融入一个强大而不计滥竽充数的

集体。不少人借爱国之名，行一己之私，不是大私就是小私

。其实真正爱国与否，每个人心里有一杆称，自己明白就行

了。管别人的心事干什么，那是渎神，是造孽。人是万物之

灵，管什么都可以，管人心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笔者曾经

在网上看到一个胆大心细的新移民，他在教别人赴加之前如

何精选应带的必需品，末了来一句画龙点睛：“多带一点也

好，少带一点也罢，但是千万不要忘了一件东东－－带上你

的中国心。”你说这个阴阳人酸不酸，找不到工作，便自封

为CPO---专管别人的中国心。实际上，爱国主义天天讲，多

讲不见多爱国，少讲不曾少爱国，只要爱国的定义不被垄断

。但是华人之间不团结，不能以诚相待的现象，依然是有增

无减，举国内外不能免。“文人相轻”早已升级为“华人相

轻”。尔虞我诈，以邻为壑，几乎成为海外唐人街的压轴戏

。早来几年的华人移民，有些还是高级专家类，做了房东或

者开了一个移民接待站，口口声声要帮助新移民，实际上利

用新移民的弱势占尽便宜，蝇头小利，斤斤计较。是华人太

多了？是华人的感情太浅薄？否。显然文化上的认同，感情

上的共鸣不足以产生根本上的凝聚力。那么根本上的凝聚力

在哪里呢？两只眼睛看不见，四只手脚摸不着。看不见不等

于不在，感觉不到不等于没有。它在人的理性之上，它在人

的感觉之外。“山重水覆疑无路”，“我有迷魂招不得”，



那是因为我们少了“第三只眼”－－信仰。这不是文化差异

的问题，这是补课的问题。天不怕地不怕不求神不让鬼的齐

天大圣孙悟空为什么单怕二郎神? 因为二郎神有三只眼。哈哈

，话已离题，且容他日再论长短。3）心理预期上的困扰:对

于祖国的前景感到悲观，预期看淡，这也是被动移民受累的

原因之一。其实，对于将来，我们一无所知。未来学不过是

偶然的先觉者，想靠“自摸”升级为先知的一场炒作。但对

于未来的心理预期，永远是支配大众行为的正作用力。1989

年的“冲动”，加深了对于中国整体政治经济前景的负面预

期，间接引发了90年代香港，台湾而后蔓延到大陆的移民潮

。就像50年代初对于新中国的美好的正面预期促使大批的海

外华侨回国吃苦。负面预期还造成中国的庞大的居民储蓄不

敢跨出银行柜台一步，也造成改革开放的成本倍增。加国曾

经被联合国公评为地球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这使

得大批华人对之产生了美好的预期。似乎加国满天是白云，

遍地是鲜花，树上长馅饼，河里漂金沙。预期促使我们换身

份，换环境，换国籍，但预期不能填饱肚子。基于理论或概

念的预期必然要面对现实的考验。众口一辞香格里拉好，那

是因为没人去过又回来。预期有时好像来自天上的一束光，

照亮了你肉眼看不见的前程，给你鼓舞，给你力量，但漫漫

长路还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地去走。给了你光，你还得会用

。西谚说:"魔鬼躲在细节的背后”。现实就是由千千万万个细

节构成的，魔鬼就在你的脚下。正确的预期依赖于真实有效

的线索，我们应学会区分大众预期和宝贵经验。有时现实错

了，有时是我们的期望错了。错了可以及时调整，为什么要

逃避现实呢？也难怪，来自大陆的移民本来就是在逃避现实



的教育模式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小时候天天唱“我们的生活

充满阳光，我们的明天更美好”，政府也是年年许诺“面包

会有的。盐巴会有的。”“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一定要实现

四个现代化，我们一定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人们和中央保

持一致，不敢正视现实，不能正视现实。只好生活在明天，

天天向上。这样的幸福生活，结果只有一个，当他们梦断天

涯，无处可逃时，他们就会摔下来。逃得越远，摔得越重。

还有一种遁形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生活在过去。曾记

否，凡是有纸的地方总是密密麻麻写满了中华民族历史悠久

。我们有“四大发明”，我们有浑天仪，我们有二万五千里

长征。弄得大家不怕下一顿揭不开锅，直后悔没有早生于战

争年代。这样逐渐养成了一种心理习惯，寄生于过去和将来

很自在，却不知如何面对现实“过日子”。不少新移民千里

迢迢满车行李来到加国，后面还要拖一个挂斗，超载过去的

美好回忆，时不时总回头看，生怕丢了什么宝贝。开车的人

都知道，驱车向前行，老是向后看，能开好车吗？苦恼又因

此而生，前进当中碰到一点困难，预期落空，华人就往后缩

，习惯成自然地躲进过去的好时光里，然后发出今不如昔的

长叹。出师未捷人先老,英雄从此不下凡。万事开头难。登陆

新环境，更多的是从头开始，而不是锦上添花。旧的预期已

经溶化，新的预期冰封难解。如今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眼前

的日子如何过？而立之年，不惑之秋，要想把“从头开始”

之髓移植到自己的预期里，真是难上加难。过去的积累和未

来的预期之间，我们应如何取得平衡与协调？什么荣耀呀，

地位呀，专业呀，那是资本，还是包袱？心平气和地想，过

去的事情还是让它过去吧。都是过去的事，好事不见重来，



坏事倒是冷不丁地一再重演。nbsp；nbsp；nbsp；nbsp；nbsp

；nbsp；gt； 比较环境：应该承认，华人移民的去留问题在

十年前决不会成为问题。现在的确是一个问题。这又说明了

另一个问题，中国的环境开始变好了。尽管令人担忧的问题

还很多，但全世界对中国的预期开始转向，尤其是加入wto以

后，大陆的发展日新月异，正面的预期与日俱增。人们开始

比较，究竟中国的条件好还是加国的好，中国的前途更大还

是加国的大？这应该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新时代的移民多

了一条生路，多了一条选择。可是有人反而更苦恼了，因为

他们无法决定先走哪一条路。假设再多出第3条选择，恐怕会

有人争着上吊。独立做决定，对于华人仍是一件为难的事情

。因为大多数华人从小是在集体主义的糖水里泡大的，凡事

家长决定，集体决定。自己做决定就是不听话，无组织，无

纪律。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依赖集体，依赖家长，依赖英雄

，一般不敢依赖自己。现在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眼前的日子

如何过？其实大环境也好，小环境也好，东方的机会也好，

西方的福利也好。选择环境始终有一个死角无法超越，那就

是各有利弊，互为长短。我们永远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

里，其中最好找的工作就是追求完美。为什么有些人没有工

作仍然觉得累，觉得疲倦，觉得困乏？其实他们有工作，只

是他们不明白，最容易找的工作反而最累。面对现实，立足

于今天。面对问题，立足于自强。出路之一就是寻找和确立

自己的目标，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有了明确的目的，你就

会根据目的来选择环境，纲举目张，而不是为环境而环境，

左右为难。有了可行的目标，你就会反客为主，居大利而忍

不爽。人生有苦有甜，有明有暗，有喜有悲，有张有驰，至



此方知不枉潇洒走一回。比较环境时，华人还有一个特有的

误区而不自觉。那就是挑剔别人，妄自尊大。长期的闭关自

守使华人养成了小器的狭隘心理，对自家圈子以外的世界什

么都看不惯，横竖看不惯。凡事不合自己的习惯就会不由自

主的多心，多疑，惴惴不安，进而发起“唐*吉珂德”式的攻

击。鲁迅笔下的那个抱怨一切的“九斤老太”算是一个典型

。比如有人认为加国不好，理由是没有中国繁华热闹。这其

实是一个习惯问题，无所谓好与坏，时间长了，什么都可以

习惯。每一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先入为主的习惯。但是有理

智，有感情，有梦想的一个人总不能听任习惯来垄断自己的

生活。习惯于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的人自然偏爱热闹。说得不

好听，内心空虚的人更喜欢热闹。长期的专制专权使华人养

成了阴暗的消极心理，凡事不由自主地往坏处想，以苦瓜之

心度西瓜之腹。任何集权政府，都偏爱以惩罚和镇压等十足

消极的手段来解决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两只手都要硬”

。久而久之，上梁不正下梁歪。我在北京上学，亲耳所闻。

校长对全体大学生国庆仪仗队集训队员说：“大家注意，明

天正式彩排，男同学一律穿西装，女同学都不许穿裤子。”

你瞅，十五年不犯错误的革命校长，一分钟之内就沦为“流

氓校长”。我在北京乘公车，亲眼所见。小小的一个女售票

员可以随便威胁整车的乘客：“大家都往后站一站，不然的

话，把车停下，谁都走不了。”你听，用惩罚来代替礼让。

乘客都是不讲理的坏人。养成习惯的消极心理好像一颗老鼠

屎，破坏力惊人。海水不可斗量，老鼠屎不惧锅大。回流也

是消极心理的表现之一。出师不利，越往后想越害怕，无计

可施走为上。但是一走为计，再走为怯。怯者走起来必然慌



不择路，那己经不是选择环境的问题了。再说，有时候宣传

机器说话，你要会听。“爱国不分先后”，“归来吧，空空

行囊的游子。那是说给你听的吗? 那是说给国内的“白骨精”

听的，叫他们留下来，别犹豫。你一介一事无成的墙头草，

自作多情地跑回去，充其量不过是一件可待选用的广告材料

。其它诸如酗酒呀、贩毒呀、坑蒙拐骗乃至跳楼，则是更为

极端的消极心理之表现。长期的自满于历史悠久，还使华人

养成了盲目的自大心理。凡事总是挑别人的错，死活就是不

服气。看见别人比自己好，心里就“患不均”。要不就揪住

别人的动态阴暗面，好突出自己的文化优越感。大国子民所

到之处，坏东西是不懂东方文化，好东西是学我爷爷的。什

么什么大街破破烂烂，什么什么产业仰人鼻息，找理由揭他

人之短，找借口抬高自己，华人好像有瘾，历来驾轻就熟，

一如探囊取物。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中

国那么多志士英才跑到美国去了，我们不着急，却洋洋得意

于“被中国男人挑剩下的中国丑女很容易嫁到美国去”。毕

竟地球上没有国家像中国一样兼“地大物博”和“历史悠久

”于一身。可是孤芳自赏并没有提高我们的自尊和团结。华

人如果不能学会欣赏他人，乃至欣赏敌人，就无法参与现代

文明的沟通和接轨，就无法最后修得“开放改革”的正果。

这三个“凡事”互通有无，互相强化，不知不觉之间与本地

文化形成隔阂，加深主流社会对华人的误解乃至排斥，华人

不可不察。近期就有华人因为在kfc炸鸡店排队阻后，在沃尔

玛购物多拿四颗图钉等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而收到警察告票

；华人嫌疑犯被皮尔区警长审前违规预评，等等。那不是歧

视，那是抓小辫子，是一种信号。华人社会自以为是的小聪



明，对自由世界缺乏善意，对异国文明不予尊重，已经引起

主流社会的不满。融入主流社会不是屈尊就俗，削足割爱，

而是平等互信。加国是一个比较宽容的社会。华人世世代代

深受一元化或各种垄断之苦，我们没有理由给新大陆的多元

化环境抹黑，尽管这个多元化政策不完全是出于利他之德

。bnbsp； 决定去留的问题还有就是找工作难。在工业化的现

代社会中，工作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是学习和参与主流社

会的正规渠道。华人在加国的专业性就业市场长期遭遇本地

学历和本地经验两大壁垒。这里要区分问题的性质是歧视还

是误解。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歧视是一种单方面的压力，

是一种排斥。误解则是一种双向的抵触，多半来自文化的层

面，需要相互之间加强沟通，信任和包容等积极的方法来化

解。如果说是歧视，华人当然要团结起来抗争。我们要以积

极的方法去争取改变规则，而不是借口歧视索要特权。弱者

争的是平等，不是矫枉过正。否则滑入以恶抗恶，以偏见拒

偏见，会失去正义感。一时力不从心，不妨先改变自己，适

者生存。大丈夫能屈能伸，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没有一个

深入规则，了解规则得过程，空谈改变规则也是难以令人信

服的。华人过去在本地曾经受到长期的歧视和虐待，于心不

平。我们要以积极的方法去赢得尊重，而不是寻机报复历史

，或固守幸灾乐祸的旁观立场来求得补偿。消极的纠缠于过

去－－向后看，会失去新朋友，朋友越来越少。应该说，改

变世界有好多种好方法，但有时最快的方法是先改变自己。

因为你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世界也是你的一部分。nbsp

；nbsp；nbsp；nbsp；nbsp；nbsp； 如果说是误解，那么双

方都有责任。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乃良性循环之发端。批评



别人，不彷先检讨自己。想一想，自己的语言过关了吗？交

流有困难，表达有障碍，快乐从何谈起？从公平？从“四大

发明”？是环境压制你学英语，还是你自己害怕学英语？看

一看，自己对于社会分工是不是有传统的好逸恶劳的等级观

念。劳心劳力，各有长短，分工不同，无关贵*。大陆长期以

来，口头上把劳动捧上了天，实际上每每拿劳动来惩罚人，

加重了华人好逸恶劳的偏见。华人喜欢说：“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其实这句半公开的警句给人很多误导。第一

，世间没有人上人，倒是真有气死人。俗话说“人比人，气

死人”。孔明气死周公瑾，李X 气死胡耀邦。第二，所谓“

苦中苦”不是指累死累活，或者忍辱负重赌一口气，而是指

独立思考最苦，勤学不倦最苦。否则又脏又苦又累的井下煤

矿作业应该是大家趋之若骛的修身养性之地。另一方面，期

望凭现成的一技之长一劳永逸地找到一个“铁饭碗”，或者

说借过去的“善因”一帆风顺地直接对口将来的“善果”，

远近无忧。这是一种更危险的好逸恶劳的表现。想以不变应

万变，欲以一学定乾坤。这是幼稚的开胃酒，还是老成的墓

铭志。老祖宗的应变哲学已经落伍。信息时代，千变万化；

新潮横流，不学无术。将来的事情谁知道。福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劳心劳力，不如劳学。市场竞争教

导我辈，乐学者昌，弃学者亡，假学者很快会断粮。工作是

手段，收入是目的。找工作的过程不仅是推销自己推销专业

的过程，而且是参与社会第一次分配的过程。我们凭什么好

呢？是向后看呢，还是向前看？你对自己的过去无比自豪，

那么你又应该如何对待别人的过去呢？我们不能在面对分配

时自视甚高，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又极度自卑。怀才不遇的



人，不是什么曲高和寡，而是在人际关系上有先天性障碍，

是有病。不先治好病，谁敢用你的才! 众所周知，华人喜欢把

收入局限于发财，好像收入与贡献大小没有什么关系。不管

怎样，发财也好，提高收入也好，成功的方法有好多，但有

时最快的方法是先付出。你说呢？归家过日子，离家也得过

日子，移民只是“过日子”的一段插曲。将来的日子还很长

，如何才能“过”好呢？西人教堂有一句祈祷辞，试与同胞

共咀嚼之：God, give us the serenity to accept what cannot be

changed, the courage to change what should be changed, and the

wisdom to distinguish the one from the other. nbsp；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