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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F_8B_E6_84_9F_E6_c107_208222.htm 在许多留学人员的文

字作品中，总有人喜欢用无比怀念的语气，赞美那里的建筑

、四季的鲜花、动人的夕阳，自在的动物和淳朴的人情，尤

其是善良慈爱的房东老太太什么的。 我也并非是说这些东西

不真实，从表面上去看也确实是如此，但是另一方面的问题

却往往被人们忽略掉，那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造就的地域文化

氛围的局限性，以及对于人的观念的种种影响和制约。 这类

自足的狭小文化环境，尤其在欧洲许多地域有相当的代表性

。它看似人造的胜境，却往往透着一股熟透了的陈腐闲适味

，一种靠类似剪息票吃祖宗利息逍遥的小市民生活，毫无生

气和变革欲望。在桃花园似的平静下面，常常显出的是彬彬

有礼的保守、传统、自私和距离感。 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就

像它的城镇建筑的样式和格局一样，物质利益和经济资源的

格局都已经早就分割完毕，不再给外来者留下些许的余地。 

人口、工作的位置和奖学金的数额一样，都是有限而固定的

，并且只掌握在某些人的手中，给了你就没了他人的机会，

所以你得小心翼翼地侍侯着。甚至连新增加一个酒吧或者面

包店都会带来利益分配的新调整，引起一番煞有介事的震动

和抗议。 记得我曾经住过的一座小城，市镇当局为了推动经

济和旅游，要求店主们每星期应该有三天将营业时间延长到

晚八点，结果试行了不久就遭到反对和抵制，理由是耽误了

他们上酒吧和整理园子的时间，他们不想要那一份额外的收

入。于是，很快又一切都恢复到早九晚五的营业制度，于是



到六点钟以后，市中心大街上除了酒吧外，静悄悄，空荡荡

的连个人影都看不见。只有落日的余辉孤零零的挂在教堂钟

楼顶上。 想一想，长期在这样静如止水的环境中学习生活，

每日也就是那几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际关系，学校、超市

和宿舍三位一体的机械生活路线，对外界信息麻木到除了学

位和奖学金一概不关心的地步，再加上族群、文化，语言和

经济的限制，留学生在当地的生活交流面往往比小镇居民更

加窄狭，天长日久，会形成怎样的一套价值观念和心理沉淀

？的确值得深思。 在留学人员求学难方面，国内已经有过许

多的文字介绍了，而至于谈到留学人员的日常生活，其实也

真的未必都像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那样时髦。譬如在有些电视

剧中，有时候连描写留学生打工受苦，也尽力给人一种体验

现代生活的前卫感觉。而事实上，除了艰辛之外，更多的是

无奈、平庸和凡俗，同时也还有相当多的自愿、自足和认同

。 “洋插队”虽然是一种比喻，可多数时候还真就是那么个

意思，甚至可以说就是眼下相当多数留学人员生活的现实写

照，不少所谓的海外学人硬是活得与乡下人相差无几，只不

过他们心中关于金钱和财富的小算盘，比起黄土高原上梦想

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夫稍微大了一些。 

我曾经去过好些这样的有中国留学生的小城。在交往中发现

，许多人早丧失了刚出国时的锐气，只是满足于眼前的宁静

生活，对学习研究已不见得有多大兴趣，拿点学分也仅仅是

为着保持身份和下年度的奖学金而已。却更加关心寻职的机

会和移民的可能。他们租住的往往是一些孩子不在身边，而

且是离了婚或者寡居的老妇人的郊外房子，价格便宜而且能

够持久，他们和老太太往往相处得也不错，自身也差不多完



全认同了这样的生活方式。 就在这样的生活陶冶中，许多留

学生一个个都渐渐“乡”化和“仙”化了，成了分享西方福

利社会残羹的一分子。于是也就难怪在他们的怀旧文字，总

是少不了这样一位信教而又慈善的外国老太太，以及和它相

依为命的那只猫或狗的故事。 一个中国人，不远万里来到西

方，追寻的却只是这样的一种生活，认同的竟是这样的命运

。历史在这里好象几乎都已经停滞，甚至退了回去。 而此刻

，在地球的另一边，在东方亚细亚中国的土地上，却正处在

不断的躁动和变革过程中，处处显现出发展向上的勃勃生机

，时时充满着机遇和挑战。 出国，留学，吃苦，受累，所有

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人们究竟在什么地方迷失了自己

，不妨也该认真想一想了。 至少，那种以为出国去就一定先

进、现代、捷径、成功，而呆在国内就一定落后、保守，艰

难和失败的感觉，无疑是太简单肤浅了点。也许因为环境、

文化、经济各方面的原因，在国外倒腾多年后，人变得更加

保守，落伍、失去锐气和创造力，以至退化和乡化的情形，

也是说不定的。（k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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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许多

留学人员的文字作品中，总有人喜欢用无比怀念的语气，赞

美那里的建筑、四季的鲜花、动人的夕阳，自在的动物和淳

朴的人情，尤其是善良慈爱的房东老太太什么的。 我也并非

是说这些东西不真实，从表面上去看也确实是如此，但是另

一方面的问题却往往被人们忽略掉，那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造

就的地域文化氛围的局限性，以及对于人的观念的种种影响

和制约。 这类自足的狭小文化环境，尤其在欧洲许多地域有

相当的代表性。它看似人造的胜境，却往往透着一股熟透了



的陈腐闲适味，一种靠类似剪息票吃祖宗利息逍遥的小市民

生活，毫无生气和变革欲望。在桃花园似的平静下面，常常

显出的是彬彬有礼的保守、传统、自私和距离感。 处于这样

的环境中，就像它的城镇建筑的样式和格局一样，物质利益

和经济资源的格局都已经早就分割完毕，不再给外来者留下

些许的余地。 人口、工作的位置和奖学金的数额一样，都是

有限而固定的，并且只掌握在某些人的手中，给了你就没了

他人的机会，所以你得小心翼翼地侍侯着。甚至连新增加一

个酒吧或者面包店都会带来利益分配的新调整，引起一番煞

有介事的震动和抗议。 记得我曾经住过的一座小城，市镇当

局为了推动经济和旅游，要求店主们每星期应该有三天将营

业时间延长到晚八点，结果试行了不久就遭到反对和抵制，

理由是耽误了他们上酒吧和整理园子的时间，他们不想要那

一份额外的收入。于是，很快又一切都恢复到早九晚五的营

业制度，于是到六点钟以后，市中心大街上除了酒吧外，静

悄悄，空荡荡的连个人影都看不见。只有落日的余辉孤零零

的挂在教堂钟楼顶上。 想一想，长期在这样静如止水的环境

中学习生活，每日也就是那几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际关系

，学校、超市和宿舍三位一体的机械生活路线，对外界信息

麻木到除了学位和奖学金一概不关心的地步，再加上族群、

文化，语言和经济的限制，留学生在当地的生活交流面往往

比小镇居民更加窄狭，天长日久，会形成怎样的一套价值观

念和心理沉淀？的确值得深思。 在留学人员求学难方面，国

内已经有过许多的文字介绍了，而至于谈到留学人员的日常

生活，其实也真的未必都像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那样时髦。譬

如在有些电视剧中，有时候连描写留学生打工受苦，也尽力



给人一种体验现代生活的前卫感觉。而事实上，除了艰辛之

外，更多的是无奈、平庸和凡俗，同时也还有相当多的自愿

、自足和认同。 “洋插队”虽然是一种比喻，可多数时候还

真就是那么个意思，甚至可以说就是眼下相当多数留学人员

生活的现实写照，不少所谓的海外学人硬是活得与乡下人相

差无几，只不过他们心中关于金钱和财富的小算盘，比起黄

土高原上梦想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夫稍

微大了一些。 我曾经去过好些这样的有中国留学生的小城。

在交往中发现，许多人早丧失了刚出国时的锐气，只是满足

于眼前的宁静生活，对学习研究已不见得有多大兴趣，拿点

学分也仅仅是为着保持身份和下年度的奖学金而已。却更加

关心寻职的机会和移民的可能。他们租住的往往是一些孩子

不在身边，而且是离了婚或者寡居的老妇人的郊外房子，价

格便宜而且能够持久，他们和老太太往往相处得也不错，自

身也差不多完全认同了这样的生活方式。 就在这样的生活陶

冶中，许多留学生一个个都渐渐“乡”化和“仙”化了，成

了分享西方福利社会残羹的一分子。于是也就难怪在他们的

怀旧文字，总是少不了这样一位信教而又慈善的外国老太太

，以及和它相依为命的那只猫或狗的故事。 一个中国人，不

远万里来到西方，追寻的却只是这样的一种生活，认同的竟

是这样的命运。历史在这里好象几乎都已经停滞，甚至退了

回去。 而此刻，在地球的另一边，在东方亚细亚中国的土地

上，却正处在不断的躁动和变革过程中，处处显现出发展向

上的勃勃生机，时时充满着机遇和挑战。 出国，留学，吃苦

，受累，所有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人们究竟在什么地

方迷失了自己，不妨也该认真想一想了。 至少，那种以为出



国去就一定先进、现代、捷径、成功，而呆在国内就一定落

后、保守，艰难和失败的感觉，无疑是太简单肤浅了点。也

许因为环境、文化、经济各方面的原因，在国外倒腾多年后

，人变得更加保守，落伍、失去锐气和创造力，以至退化和

乡化的情形，也是说不定的。（k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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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