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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郭先生说他们这届人生不逢时，出生在困难时期，

童年在各项政治运动的熏陶中长大，十七、八岁赶上了上山

下乡，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熬了好几年，直到77年恢复

高考才重新走进大学，以后的路子是读书工作出国进修直至

移民，如今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所谓“房子愈换愈大，车

子愈买愈新”，但环顾左右，触目惊心。朋友间为生活为孩

子奔波劳碌的多，爱惜身体的少。特别是这些年，看到的，

听到的，某某英年早逝，某某中风，某某得了帕金逊病⋯⋯

为此引出朋友间一次次的争论：我们出国定居究竟为了什么

？ 选择出国值不值？ 张先生来自上海，早年毕业于北大，在

国内某研究所工作，有很好的发展空间。与很多同辈人相比

，张家虽说不上很富有，但有车有房子，遇上“五一”“国

庆”，一家大小出外旅游，日子过得相当满足。本来这样过

下去，优哉游哉，这辈子就算谈不上成功，但绝对不能说是

失败。 作出移居加拿大的决定很偶然。张先生说当时有位大

学同窗回国探亲，谈起加拿大的福利和居住环境，特别是下

一代的教育，不禁心动。张先生后来与妻子商量，夫妻俩儿

觉得，趁现在还有体力，为了儿子的未来，就算出国后重新

开始，还是值的。这样就找了间“不成功不收费的”移民公

司，大概轮候了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批准。 已经移民加国两

年多的张先生讲起当初的选择，言语间流露出许多无奈和后

悔。他说出国后遇到IT行业不景气，为找工作奔波了大半年



，最后在一间塑胶厂找到一份下料工，时薪是10元多点，这

些年一家三口住的是地下室，开的是三千多元的二手车。张

先生说，现在唯一能增加收入的办法是透支体力去加班，每

个月为多拿几百块每天不惜工作十多个小时，这种生活及感

受在出国前是从没有过的。 张先生的故事给我们什么样的启

示呢？对于选择移民的同胞，所谓“值”与“不值”，没有

一个公用的判定标准，关键是看每个人的期待值是什么。曾

问过张先生，既然觉得不值，为什么不尝试回头呢？张先生

说不是不想，关键是孩子不愿意回去。加上国内的环境也不

是很好。当初一辞职，马上有人候补上你的位置。现在再回

去，原单位不会接纳你，而不熟悉的新单位会考虑你的年纪

和资历等等，要找到一个好的位置，不是那么容易。 张先生

说现在不像当初，元气都耗尽了，很怕失败。三年前来加拿

大生活已经历了一次重新开始，倘若现在回去，等于是再走

一次三年前的路，成功还好说，要不成功，这辈子就耗完了

。与其这样，不如为孩子，牺牲自己还有所值。 笔者在采访

中遇到不少移居加国数年的同胞，讲起出国后的感受，都觉

得以他们的学历和才能，无论是事业或者生活，不出国会比

出国要好些，原因是“起码可以在适合自己专业的范围里发

挥所长；不像出国后，用非所学，维持生活靠的是体力，而

不是知识。 对于当初的选择，有部份同胞承认自己的冲动。

“如果当时对加拿大这边的情况能了解得透切些，多一些过

来人告诉我们真实的情况，相信会慎重些。” 不过，抱怨归

抱怨，艰难归艰难，看见下一代能融入这个社会，作为父母

，哪怕付出再多都觉得是值的。因为许多新移民就是坚守着

“下一代一定比我们好”这个信念不轻言退。 既来之，如何



安之？从80年代中开始，移居加国的大陆新移民愈来愈多，

许多新移民一下飞机就面临诸如租房子、找工作、学语言的

压力。但总体上看，大部份新移民还是很快就找到立足的位

置。 年仅26岁、来自广州的仇姓夫妇两年前获得技术移民批

准后，将所有的户口证件注销，用仇先生的话说，只有破釜

沉舟，不给自己留任何后路，才能在异国他乡创出条路子来

。 仇先生刚来多伦多按每月450元向一户老移民租了间房安顿

下来，之后翻报纸花2500元选中一辆二手车，凭着他在IBM广

州分公司工作的经验，他组装起一台电脑，多伦多的家就这

样建起来。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出国一定要读书，如果不

读书，出国就没有意义了。但假若我和太太两个同时读书，

经济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先工作，让太太去

学英语，我希望她能尽快取得研究生学习的资格。 “与许多

新移民一样，要找到完全对口的工作并不容易，我第一份工

作是做餐馆，后来才到一间电脑店去做销售和维修，上班开

车要走一个多小时，一个月也就一千元不到，但有工作总比

没有的好。” 仇先生说他在那间店工作了一年，直至太太去

年考上了McGills大学建筑设计研究生，他才随太太搬到蒙特

利尔去。“在那边我没有工作，大部份时间都是在学法语。

政府每月给予数百元的补助，钱虽然少了，但生活得很充实

。 “这几年我们连旅游都没去过，生活上也很俭朴，但是值

得的。今年太太就拿到学位，相信她能找到一份好点的工作

。”仇先生说他已拿到“多大”的offer，六月他回重犯校园

学习。 享受生活有很多种形式，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像

仇先生这样的开始，未尝不是一种快乐的享受。 新移民举家

移居加拿大，是从一种旧有的、已习惯了的生活形态向另一



种新的、陌生的形态转变，这种改变假若不被重视，会酿出

很多矛盾来。 其实都是心态问题。曾小姐对笔者所说的琐事

，很有代表性。 刚来时，看见新奇的东西都想买，因为在国

内用钱大手大脚惯了。记得有次在商场看见有各种类型的蛋

糕，女儿说想吃，我也不知道哪种好，随手一指，每个品种

都买了一份。这是刚来的时候。现在买东西就没有那么爽。

一包薯片，2.99和3.99也会考虑，或许这就是“加拿大经验”

。 讲到“加拿大经验”，曾小姐说以前在国内，听从加拿大

回来的朋友说他们出门都想好走哪条路线省油，当时觉得他

们很小气。移民后才发现这是个很普遍的心态。现在开车途

中听到油价上升多少或者降了多少，很自然就会去看油表。

特别是听哪里哪里的油价特便宜，就飞车赶去。 曾小姐还向

我说了这么个笑话：“有次在等加油的时候，看见前面的顾

客在加完油后还把加油管举高捋，真是一点一滴不浪费。 “

以前看见这些事会很好笑，现在好像都麻木了。有些同事，

先生对零花钱控制得很紧，看见老婆给孩子买零吃就不高兴

；但做母亲的，总怕孩子委屈，所以就悄悄地买，先藏在车

上，等先生上班了，再往家里搬。要是不幸被丈夫发现了，

就说哪里哪里搞特价，只要半价什么的，这样丈夫才接受。

” 曾小姐所说的故事，相信许多同胞都看到或者经历过。有

些女性移民讲起移民后的生活时颇为感慨地说：以前在国内

，做美容，买名牌化妆品从没犹豫过，但出国后，生活的目

标只有房子车子孩子，为了早日实现这个目标，再委屈都能

忍受。 人有目标当然是好。其实对于大部分新移民来说，移

民加国意味着白手起家。创业者是“前人种树”的命运，“

乘凉”是下一代的问题。但是，所谓适可而止，人的精力总



是有限的， 创造生活固然重要，但学会享受生活更加重要。 

部分新移民谈及移民后的家庭生活，感觉由于工作的繁重，

生活压力的增大，夫妻间交流的机会愈来愈少，互相欣赏的

空间愈来愈狭窄。来自南京的苏小姐说：“以前在国内，我

们会利用周末或者长假期去听音乐，吃西餐，出国后这些情

趣全没有了。有时候我一抱怨，先生就说：这么累，那顾得

这些啊？而且还要花钱。 “他一讲到钱，我就什么话都不好

说了。因为他体力好，加班多，自然赚的也多。还有，在国

内他在大学里教书，没有任何压力。出国是我建议的，现在

环境不好，他就会抱怨，我哪敢说话啊。 “我现在最害怕过

周末，两个人面对面，缺少的是笑容，关怀和爱。先生要不

就是趴在电脑上几个小时不说话，要不就是拿孩子出气。早

知这样，真不该出来的。” 苏小姐的故事确实值得我们想想

。所谓风雨同舟，既然一家人已经乘上了出国这艘船，就应

该同心协力。那些容易伤害对方的话，既然于家于情感不利

，何必脱口而出呢？ 回过头看，生活愈是艰难，工作愈是艰

苦，更应该珍惜周末，珍惜与家人携手一起的时间。所谓“

别人大鱼大肉，我咸鱼青菜”，讲的就是生活的内容也许不

同，但快乐总是相同的。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句名言于新移民

来说，就是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钱要赚，家要建，感情要

珍惜，生活要享受。只有这样，出国才值。 劝君惜取中年时

谈到享受生活，就回到郭先生的问题上了。 通过技术移民加

国的同胞，大部份是完成高等教育且有相当的工作经验后才

申请移民，尽管近年来新移民的年龄愈来愈小，但总体上，

目前定居加国的同胞，有相当一部份已接近或走进中年，与

年轻的新移民相比，他们除了要面对就业、安家、孩子教育



等系列困难外，还要面对中年危机问题。 出国前一直从事医

学研究，后来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从事过肿瘤预防工作的郭

先生说：“这些年，看见一些朋友，因为承受过重的工作和

生活压力，就像一根绷紧的弦，连放松和调节的时间都没有

，最后不是这个得了肺癌，就是那个心脏要搭桥，或者不到

五十岁就中风，真是心疼。 “其实想想，人一生最值得珍惜

的是中年，这个时候家、事业、孩子教育都进入到一个相对

稳定的阶段，应该好好地花些时间去调理身体，巩固感情，

为自己晚年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作些准备。 “赚钱固然重要，

但为了钱，为了工作，不惜损害身体，等某天大屋换上了更

大的屋，新车换上更新的车，却因身体出现疾病无法享受，

或者家庭出现破裂，感情陷入不堪，这种损失，是大屋和新

车能弥补的吗？” 郭先生所说的就是中年危机，这种危机表

现为当你的事业走上巅峰，家庭和睦美满，但健康却出现了

问题；或者是经过奋斗，你终于得到同事的赞赏，得到老板

的信任，但夫妻感情却出现了裂痕；还有就是你好不容易在

异国他乡建立起一个幸福的家，但却无缘享受⋯⋯想一想，

假若生活中的你一直不以为然，当以上故事在某天真的发生

在你身上怎么办？ 郭先生坦然：“我对中年的理解，就是房

子住得舒服就成，汽车能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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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

题是由一次闲谈开始的。郭先生说他们这届人生不逢时，出

生在困难时期，童年在各项政治运动的熏陶中长大，十七、

八岁赶上了上山下乡，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熬了好几年

，直到77年恢复高考才重新走进大学，以后的路子是读书工

作出国进修直至移民，如今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所谓“房



子愈换愈大，车子愈买愈新”，但环顾左右，触目惊心。朋

友间为生活为孩子奔波劳碌的多，爱惜身体的少。特别是这

些年，看到的，听到的，某某英年早逝，某某中风，某某得

了帕金逊病⋯⋯为此引出朋友间一次次的争论：我们出国定

居究竟为了什么？ 选择出国值不值？ 张先生来自上海，早年

毕业于北大，在国内某研究所工作，有很好的发展空间。与

很多同辈人相比，张家虽说不上很富有，但有车有房子，遇

上“五一”“国庆”，一家大小出外旅游，日子过得相当满

足。本来这样过下去，优哉游哉，这辈子就算谈不上成功，

但绝对不能说是失败。 作出移居加拿大的决定很偶然。张先

生说当时有位大学同窗回国探亲，谈起加拿大的福利和居住

环境，特别是下一代的教育，不禁心动。张先生后来与妻子

商量，夫妻俩儿觉得，趁现在还有体力，为了儿子的未来，

就算出国后重新开始，还是值的。这样就找了间“不成功不

收费的”移民公司，大概轮候了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批准。 

已经移民加国两年多的张先生讲起当初的选择，言语间流露

出许多无奈和后悔。他说出国后遇到IT行业不景气，为找工

作奔波了大半年，最后在一间塑胶厂找到一份下料工，时薪

是10元多点，这些年一家三口住的是地下室，开的是三千多

元的二手车。张先生说，现在唯一能增加收入的办法是透支

体力去加班，每个月为多拿几百块每天不惜工作十多个小时

，这种生活及感受在出国前是从没有过的。 张先生的故事给

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对于选择移民的同胞，所谓“值”与

“不值”，没有一个公用的判定标准，关键是看每个人的期

待值是什么。曾问过张先生，既然觉得不值，为什么不尝试

回头呢？张先生说不是不想，关键是孩子不愿意回去。加上



国内的环境也不是很好。当初一辞职，马上有人候补上你的

位置。现在再回去，原单位不会接纳你，而不熟悉的新单位

会考虑你的年纪和资历等等，要找到一个好的位置，不是那

么容易。 张先生说现在不像当初，元气都耗尽了，很怕失败

。三年前来加拿大生活已经历了一次重新开始，倘若现在回

去，等于是再走一次三年前的路，成功还好说，要不成功，

这辈子就耗完了。与其这样，不如为孩子，牺牲自己还有所

值。 笔者在采访中遇到不少移居加国数年的同胞，讲起出国

后的感受，都觉得以他们的学历和才能，无论是事业或者生

活，不出国会比出国要好些，原因是“起码可以在适合自己

专业的范围里发挥所长；不像出国后，用非所学，维持生活

靠的是体力，而不是知识。 对于当初的选择，有部份同胞承

认自己的冲动。“如果当时对加拿大这边的情况能了解得透

切些，多一些过来人告诉我们真实的情况，相信会慎重些。

” 不过，抱怨归抱怨，艰难归艰难，看见下一代能融入这个

社会，作为父母，哪怕付出再多都觉得是值的。因为许多新

移民就是坚守着“下一代一定比我们好”这个信念不轻言退

。 既来之，如何安之？从80年代中开始，移居加国的大陆新

移民愈来愈多，许多新移民一下飞机就面临诸如租房子、找

工作、学语言的压力。但总体上看，大部份新移民还是很快

就找到立足的位置。 年仅26岁、来自广州的仇姓夫妇两年前

获得技术移民批准后，将所有的户口证件注销，用仇先生的

话说，只有破釜沉舟，不给自己留任何后路，才能在异国他

乡创出条路子来。 仇先生刚来多伦多按每月450元向一户老移

民租了间房安顿下来，之后翻报纸花2500元选中一辆二手车

，凭着他在IBM广州分公司工作的经验，他组装起一台电脑



，多伦多的家就这样建起来。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出国一

定要读书，如果不读书，出国就没有意义了。但假若我和太

太两个同时读书，经济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

先工作，让太太去学英语，我希望她能尽快取得研究生学习

的资格。 “与许多新移民一样，要找到完全对口的工作并不

容易，我第一份工作是做餐馆，后来才到一间电脑店去做销

售和维修，上班开车要走一个多小时，一个月也就一千元不

到，但有工作总比没有的好。” 仇先生说他在那间店工作了

一年，直至太太去年考上了McGills大学建筑设计研究生，他

才随太太搬到蒙特利尔去。“在那边我没有工作，大部份时

间都是在学法语。政府每月给予数百元的补助，钱虽然少了

，但生活得很充实。 “这几年我们连旅游都没去过，生活上

也很俭朴，但是值得的。今年太太就拿到学位，相信她能找

到一份好点的工作。”仇先生说他已拿到“多大”的offer，

六月他回重犯校园学习。 享受生活有很多种形式，有物质的

，也有精神的。像仇先生这样的开始，未尝不是一种快乐的

享受。 新移民举家移居加拿大，是从一种旧有的、已习惯了

的生活形态向另一种新的、陌生的形态转变，这种改变假若

不被重视，会酿出很多矛盾来。 其实都是心态问题。曾小姐

对笔者所说的琐事，很有代表性。 刚来时，看见新奇的东西

都想买，因为在国内用钱大手大脚惯了。记得有次在商场看

见有各种类型的蛋糕，女儿说想吃，我也不知道哪种好，随

手一指，每个品种都买了一份。这是刚来的时候。现在买东

西就没有那么爽。一包薯片，2.99和3.99也会考虑，或许这就

是“加拿大经验”。 讲到“加拿大经验”，曾小姐说以前在

国内，听从加拿大回来的朋友说他们出门都想好走哪条路线



省油，当时觉得他们很小气。移民后才发现这是个很普遍的

心态。现在开车途中听到油价上升多少或者降了多少，很自

然就会去看油表。特别是听哪里哪里的油价特便宜，就飞车

赶去。 曾小姐还向我说了这么个笑话：“有次在等加油的时

候，看见前面的顾客在加完油后还把加油管举高捋，真是一

点一滴不浪费。 “以前看见这些事会很好笑，现在好像都麻

木了。有些同事，先生对零花钱控制得很紧，看见老婆给孩

子买零吃就不高兴；但做母亲的，总怕孩子委屈，所以就悄

悄地买，先藏在车上，等先生上班了，再往家里搬。要是不

幸被丈夫发现了，就说哪里哪里搞特价，只要半价什么的，

这样丈夫才接受。” 曾小姐所说的故事，相信许多同胞都看

到或者经历过。有些女性移民讲起移民后的生活时颇为感慨

地说：以前在国内，做美容，买名牌化妆品从没犹豫过，但

出国后，生活的目标只有房子车子孩子，为了早日实现这个

目标，再委屈都能忍受。 人有目标当然是好。其实对于大部

分新移民来说，移民加国意味着白手起家。创业者是“前人

种树”的命运，“乘凉”是下一代的问题。但是，所谓适可

而止，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 创造生活固然重要，但学会享

受生活更加重要。 部分新移民谈及移民后的家庭生活，感觉

由于工作的繁重，生活压力的增大，夫妻间交流的机会愈来

愈少，互相欣赏的空间愈来愈狭窄。来自南京的苏小姐说：

“以前在国内，我们会利用周末或者长假期去听音乐，吃西

餐，出国后这些情趣全没有了。有时候我一抱怨，先生就说

：这么累，那顾得这些啊？而且还要花钱。 “他一讲到钱，

我就什么话都不好说了。因为他体力好，加班多，自然赚的

也多。还有，在国内他在大学里教书，没有任何压力。出国



是我建议的，现在环境不好，他就会抱怨，我哪敢说话啊。 

“我现在最害怕过周末，两个人面对面，缺少的是笑容，关

怀和爱。先生要不就是趴在电脑上几个小时不说话，要不就

是拿孩子出气。早知这样，真不该出来的。” 苏小姐的故事

确实值得我们想想。所谓风雨同舟，既然一家人已经乘上了

出国这艘船，就应该同心协力。那些容易伤害对方的话，既

然于家于情感不利，何必脱口而出呢？ 回过头看，生活愈是

艰难，工作愈是艰苦，更应该珍惜周末，珍惜与家人携手一

起的时间。所谓“别人大鱼大肉，我咸鱼青菜”，讲的就是

生活的内容也许不同，但快乐总是相同的。 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句名言于新移民来说，就是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钱要赚

，家要建，感情要珍惜，生活要享受。只有这样，出国才值

。 劝君惜取中年时谈到享受生活，就回到郭先生的问题上了

。 通过技术移民加国的同胞，大部份是完成高等教育且有相

当的工作经验后才申请移民，尽管近年来新移民的年龄愈来

愈小，但总体上，目前定居加国的同胞，有相当一部份已接

近或走进中年，与年轻的新移民相比，他们除了要面对就业

、安家、孩子教育等系列困难外，还要面对中年危机问题。 

出国前一直从事医学研究，后来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从事过

肿瘤预防工作的郭先生说：“这些年，看见一些朋友，因为

承受过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就像一根绷紧的弦，连放松和

调节的时间都没有，最后不是这个得了肺癌，就是那个心脏

要搭桥，或者不到五十岁就中风，真是心疼。 “其实想想，

人一生最值得珍惜的是中年，这个时候家、事业、孩子教育

都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应该好好地花些时间去调理

身体，巩固感情，为自己晚年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作些准备。 



“赚钱固然重要，但为了钱，为了工作，不惜损害身体，等

某天大屋换上了更大的屋，新车换上更新的车，却因身体出

现疾病无法享受，或者家庭出现破裂，感情陷入不堪，这种

损失，是大屋和新车能弥补的吗？” 郭先生所说的就是中年

危机，这种危机表现为当你的事业走上巅峰，家庭和睦美满

，但健康却出现了问题；或者是经过奋斗，你终于得到同事

的赞赏，得到老板的信任，但夫妻感情却出现了裂痕；还有

就是你好不容易在异国他乡建立起一个幸福的家，但却无缘

享受⋯⋯想一想，假若生活中的你一直不以为然，当以上故

事在某天真的发生在你身上怎么办？ 郭先生坦然：“我对中

年的理解，就是房子住得舒服就成，汽车能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