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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无论是以留学生还是以移民的身份来到澳大利亚，只要

工作和生活稳定下来，一般都要接父母来探亲、团聚。在移

民比较集中的澳大利亚城市里，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

老人。他们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到底如何呢？ 寂寞孤独谁人知 

老苏的儿子、儿媳在位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国立大学攻

读博士学位，夫妇二人都享受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的丰厚奖学

金，生活无忧。求学期间，他们还添了个小考分。为了照看

小孙子和体味一下澳大利亚生活，老苏带着老伴，千里迢迢

从中国西北部的一个城市赶到了堪培拉。 初次出国，一切都

是那么新鲜。然而，几天的新鲜感过后，夫妇二人觉得生活

开始不对劲了。由于不懂英语，他们看不了电视，听不了广

播，也无法与周围的人交流，只能翻翻满是繁体字的中文报

纸来解决文化饥渴。又不会开车，两人只能在小区里转悠，

每天都要在外面溜达二三个小时。 随着时间的推移，澳大利

亚的自然美景在老苏眼中越来越普通了，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他想念与老伙伴们在大树下下棋、在公园里舞剑、在家门

口品尝小吃的日子。终于，原本打算在澳大利亚呆半年的老

苏夫妇，不到4个月就提前回国了。 像老苏夫妇这样不习惯

海外生活，而愿意留在故乡的中国老人不在少数。毕竟老人

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几十年，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和习惯，突

然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那种寂寞可想而知。 你的生活我不

懂 老王夫妇当年用半辈子的积蓄送儿子到澳大利亚攻读电脑



，儿子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奋斗了四五年，不仅顺利完成

学业，还找到一份收入不低的工作。 儿子写信说他已经买了

车和房子，让老两口到澳大利亚来享福。在周围人艳羡的目

光下，老王夫妇兴冲冲地来到澳大利亚与儿子团圆。看到儿

子的新车和大房子，真是高兴。 然而不久，老王得知车和房

子都是贷款买的，房子的贷款要20年才能还清，便埋怨儿子

说：没钱日子就应该过仔细些，干嘛要背债过日子。儿子却

说这叫提前享受生活，还告诉他澳大利亚人一般选择30年期

的贷款，这样每月可以多有些闲钱出门旅游、去饭馆吃饭。 

最让老王夫妇不满意的是儿子已经30多岁了，也不结婚，让

他们享受不到含饴弄孙的乐趣。旁敲侧击了多次，儿子只是

装傻充愣，不予理会。好在没有多久，儿子带回一个女孩子

。只是两人没有结婚，却同居在一起。传统的老王对于没有

结婚却住在一起，实在无法接受。决定和老伴儿一起给儿子

做做工作。一天，夫妻二人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儿子和

女朋友对他们的厨艺赞不绝口。老王的妻子趁机问儿子打算

什么时候结婚。谁知那个女孩子却抢先说他们没有结婚的打

算。话不投机，一顿家宴也不欢而散。事后，儿子告诉老爸

老妈，在澳大利亚不结婚的人很多。一男一女生活在一起，

可能是夫妻，也可能不是，但都被统称为“同伴”。 可怜天

下父母心 在我们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家华人杂货店，一直由

一对年轻夫妻打理。一天去买东西时，突然发现站在收款台

前的是一位老人。老人白发苍苍，一举一动却透着一股书卷

气。 闲聊中得知，老人是老板娘的父亲，姓杨。老杨来自上

海，在国内曾是高级工程师，退休后被一家大公司聘用，继

续发挥余热。几年没有见到远嫁澳大利亚的女儿，很是想念



，于是决定来看看孩子，顺便享享清福。到澳大利亚不久，

看到女儿女婿每天忙忙碌碌，自己在家里吃闲饭，于心不忍

，就到店里来帮忙。 在澳大利亚，无论年龄多大都可以读任

何学位的课程，只要是永久居民或加入澳籍，多数专业的课

程收费都是象征性的。老杨的女儿、女婿开个杂货店，虽然

忙，但生活已经很不错了，有房有车。但是老杨却仍然督促

孩子们多读书、不要满足现状。在老父亲的鼓励下，女儿一

边经营杂货店，一边继续在大学里读书，老板娘拿到硕士学

位已指日可待了。 在海外生活的中国老人，尽管自己本身就

遇到很多困难环境陌生、语言不通、生活寂寞，但他们仍是

尽可能地帮助儿女分忧解难，为他们做家务，照看孩子，甚

至打工补贴家用，鼓励子女努力奋斗，为了一个更好的明天

。 在澳大利亚，中国老人的独特文化，或多或少使他们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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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生活稳定下来，一般都要接父母来探亲、团聚。在移

民比较集中的澳大利亚城市里，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

老人。他们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到底如何呢？ 寂寞孤独谁人知 

老苏的儿子、儿媳在位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国立大学攻

读博士学位，夫妇二人都享受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的丰厚奖学

金，生活无忧。求学期间，他们还添了个小考分。为了照看

小孙子和体味一下澳大利亚生活，老苏带着老伴，千里迢迢

从中国西北部的一个城市赶到了堪培拉。 初次出国，一切都

是那么新鲜。然而，几天的新鲜感过后，夫妇二人觉得生活

开始不对劲了。由于不懂英语，他们看不了电视，听不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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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来解决文化饥渴。又不会开车，两人只能在小区里转悠，

每天都要在外面溜达二三个小时。 随着时间的推移，澳大利

亚的自然美景在老苏眼中越来越普通了，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他想念与老伙伴们在大树下下棋、在公园里舞剑、在家门

口品尝小吃的日子。终于，原本打算在澳大利亚呆半年的老

苏夫妇，不到4个月就提前回国了。 像老苏夫妇这样不习惯

海外生活，而愿意留在故乡的中国老人不在少数。毕竟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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