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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E_B3_E6_B4_B2_E7_c107_209814.htm 在澳大利亚，曾有

几个比较谈得来的朋友问过我，你为什么来这里？对这个问

题，我有几个不同版本的回答，多半都是为了省事、为了便

于他们理解、为了避免误会。为什么出国？我发现我有时竟

认真地想这个问题。排首位的应该就是眼界的开阔、视野的

拓展，俗称长见识。在国内时，我也看了无数的美国大片，

也经常上网窥视国外的新闻，但出国后发现，原来自己过去

对国外的了解是那么有限。出国后，我虽然没有文化震撼的

体验，对这里的现代化、物质上的发达更没有感到惊诧（相

反，我最初倒是很奇怪这里怎么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西方”

，那样“资本主义”）。但是，这里的很多软件类的东西，

比如社会的运行机制、人们的价值观和集体性格以及思维方

式、生活方式、各个民族所经历过的历史路程、乃至变化多

端的心态、思潮和格局，这些，都是我不置身其中就难以领

会得到的。在这里，对澳大利亚的认识是全新的、直观的；

对世界其他文化的认识，不见得就是更正确，但起码是从一

个新的角度出发的，有时也是更直接、更快速、更丰富的；

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有了一个新的再认识，这

一点，对于我这样一个常识不够渊博、思想不够成熟的人来

说，很重要。我一直认为，假如我不能对这个世界有个比较

全面、比较深入的了解和认识，那是件有点悲哀的事，是我

所不能容忍的。所以，长这个见识，这不仅是我出国的主要

目的，也是我现在所得到的最大的收获。我想如果出国后能



够继续深造的话，那你还会在专业领域内有提高和进步。并

且，这些会对你今后的事业发展（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都会很有好处--假如你能够一直矢志不移地从事本行的话。

现在的新移民，很多都会带来自己的国内的积蓄，然后等读

完一个学位并且找到了一份固定些的工作，才能扭亏为盈。

有了工作，假如能勤俭持家，也会攒下一些钱。但是，这个

数目也绝对不是你在国内不做生意就挣不到的。此外，我们

看看许多人回国后觉得有哪些是不习惯的、难以忍受的，那

也就是国外生活得到的好处了。这里说的，都是我认为得到

大家公认的、较为普遍的现象。比如，国内有一些地方会发

生下面不太令人满意的事情：环境污染，绿化不好；工作科

研的环境有时不够理想，比如经费不足、信息渠道不畅通等

等；办事效率较低，官僚作风时常可见，人际关系较复杂；

一些规章制度、机构的设置不够完善合理，也缺乏灵活性；

有时会上当受骗（做生意或者购物），公共设施不周全（比

如公厕里没有卫生纸），不方便。一位朋友竟告诉我说如果

回国旅游，最好跟国外的旅游团走，说这样安全些。出国或

者是在国外生活，可能会有的比较大的一项损失，就是人生

过程中的一些环节的断裂。比如，有的人可能在婚姻、生孩

子、工作事业等方面错过一些机会，错过恰当的时机，或者

干脆就是错过去了。当然这些都是事在人为，可以尽量去避

免的。但是要知道，谁最初也都打算得挺周全的，可实际上

一路走下来，最后你会发现竟是那么的身不由已。在国内，

我们也不一定是在父母身边，但如果是离开十年八年，那我

觉得这就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小时候，父母都要看着我们迈

第一步学走路，掉第一颗牙盼长大，现在，我也很想看他们



是怎样越老越有童心的，看他们怎样去公园跳集体舞，怎样

穿着打扮日益花俏时髦的。我看到过美国中文报纸上的一条

报道，说在哈佛召开了一个关于中国网络发展的展示会，会

上很多中国留学生提问，说明他们对今天的国内太缺乏了解

。有的留学生问国内住宅房里的电压容量那么小，用一电饭

锅就不能用别的大电器，怎么能普及电脑。人家回答说那都

是老皇历了，现在电表大都增容到10或20安培了。当然，假

如国内这些变化对你的生活工作没什么重大影响，那也就无

所谓，那就跟上一条一样只是个对祖国的感情的问题。有人

说出国了那自由的感觉就像到家一样，也有人觉得在国外不

用受人际关系上累和气（谁说就真的不用！），这些我都没

有同样的亲身体会最初，语言上的迟钝、经济上的拮据、社

会地位的降低、想家都会影响心态。然后，当你能跟普通外

国人“同样”工作生活时，会有两样东西影响你的心态：一

是二等公民的感觉--种族歧视当然依旧存在；二是空虚感，

就是觉得周围的一切似乎跟你的关系都不大。在国内的年轻

人会觉得什么都瞧不起、都看不顺眼、都不值得一做，而在

这里，假如我不是土生土长的话，你会觉得一切热闹都只是

别人的热闹。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在国内我们也是这样啊，

或者外国人也并没有怎样参与呀，或者是你也可以参与么也

许这都有道理，但是在感觉上我就真是这样的感觉。此外，

还有一些方面的变化是很难讲究竟是收获还是损失的。很多

人出国后会发现自己的生活态度变了。过去在国内时总是雄

心勃勃想干一番事业的劲头，现在就变得很能安于过平淡日

子。我的一个朋友过去是在国内头号名牌大学里教经济的，

现在，她在这里作小学汉语教师。她过得也挺开心的，和同



为教师的澳籍丈夫平时上班，每年假期去旅游、滑雪。这种

变化你既可以觉得是找到了生活的真谛，也可以认为胸无大

志，有点苟且的意思。当然这个变化不仅跟国内外的气氛不

同有关，也跟人的年龄有关。但是，国内似乎是连刚退休的

人都像刚毕业一样，有的人在张罗着开公司做买卖。在国外

生活，物质上应该是有一些提高的，比如牛奶果汁的物美价

廉；住房宽敞；出门开车；热水的方便；超市里切好了的生

肉和没有鱼刺的鱼肉；打电话付帐的方便；图书馆的慷慨和

便利；微笑服务；周围全是英文⋯⋯我真是在很诚实地写着

，写我的感受。但是这些，当我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就从来

也觉不出好来。有了，就不珍惜了。相反，我身边一些中国

同胞生活的节俭倒很让我印象深刻。那份精打细算，把日子

都过回到了七十年代，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买到了便宜

几毛钱的减价商品。即使是那些来了几年、有一定固定收入

的移民也是如此。大家也常常互相通报便宜减价信息，我听

了之后，很为自己愚蠢的奢侈而汗颜。所以，在此提醒国内

爱享乐的年轻人，对这里的艰苦一定要有思想准备。也不只

是华人如此，普通外国百姓们也是一样的节衣缩食。来到国

外，我们都要付出很多时间精力，来学习一些基本的生存技

能以适应这个社会。比如语言、开车、人情世故、规章制度

等等。这些，如果今后能够很好地加以利用，那么这就是收

获；如果不能，那这个重塑的艰难过程就是弯路，是损失。

在这里，生活道路的选择很多，人们都像是来到了一个新起

点，要重新定位自己。而且在各条路途上，付出的和收获的

比例都比较合理均等，没有什么捷径窍门，除了中彩票否则

很难暴富，和这里相比国内才是机会多多的世界。同时，人



们评判高下优劣的标准也很多样化，或者根本没人顾得上评

判谁。在国内时，大家认为国外的生活好，常常爱用的一个

印证就是如果出国不好为什么那么多人出去了都不回来，可

见一定是好。据我的观察，在这几类情况下，人们常常不回

国：在国外事业发展顺利的人不回国；跟当地人结婚的不回

去；在国外付出太多艰辛的不回去，于情于理，我们都没法

把过去辛酸一笔抹杀了；在国外成绩不大的不回去，大家都

说，回去我又能干什么呀；再有的，干脆就是因为呆得太久

了的，也不回去。再回国，就又像是出了一遍国。我认识的

一位东北老乡，17岁时来澳大利亚，现在34岁。两边是同样

的岁月，但是澳大利亚的17年就已经是她的全部。想起国内

，她想的还是那些陈年旧事。现在，其实大家对出国回国都

已经看得比较淡，不再是当作终身来对待。有些人出国后都

盼着有朝一日能衣锦还乡能作为外国公司的代表派回去，或

是能有实力回国开创自己的事业。于是，大家就是在国内时

为出国而奋斗，出了国，就再为回国而奋斗。我们很懂得螺

旋式上升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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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澳大利亚，曾

有几个比较谈得来的朋友问过我，你为什么来这里？对这个

问题，我有几个不同版本的回答，多半都是为了省事、为了

便于他们理解、为了避免误会。为什么出国？我发现我有时

竟认真地想这个问题。排首位的应该就是眼界的开阔、视野

的拓展，俗称长见识。在国内时，我也看了无数的美国大片

，也经常上网窥视国外的新闻，但出国后发现，原来自己过

去对国外的了解是那么有限。出国后，我虽然没有文化震撼

的体验，对这里的现代化、物质上的发达更没有感到惊诧（



相反，我最初倒是很奇怪这里怎么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西方

”，那样“资本主义”）。但是，这里的很多软件类的东西

，比如社会的运行机制、人们的价值观和集体性格以及思维

方式、生活方式、各个民族所经历过的历史路程、乃至变化

多端的心态、思潮和格局，这些，都是我不置身其中就难以

领会得到的。在这里，对澳大利亚的认识是全新的、直观的

；对世界其他文化的认识，不见得就是更正确，但起码是从

一个新的角度出发的，有时也是更直接、更快速、更丰富的

；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有了一个新的再认识，

这一点，对于我这样一个常识不够渊博、思想不够成熟的人

来说，很重要。我一直认为，假如我不能对这个世界有个比

较全面、比较深入的了解和认识，那是件有点悲哀的事，是

我所不能容忍的。所以，长这个见识，这不仅是我出国的主

要目的，也是我现在所得到的最大的收获。我想如果出国后

能够继续深造的话，那你还会在专业领域内有提高和进步。

并且，这些会对你今后的事业发展（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都会很有好处--假如你能够一直矢志不移地从事本行的话

。现在的新移民，很多都会带来自己的国内的积蓄，然后等

读完一个学位并且找到了一份固定些的工作，才能扭亏为盈

。有了工作，假如能勤俭持家，也会攒下一些钱。但是，这

个数目也绝对不是你在国内不做生意就挣不到的。此外，我

们看看许多人回国后觉得有哪些是不习惯的、难以忍受的，

那也就是国外生活得到的好处了。这里说的，都是我认为得

到大家公认的、较为普遍的现象。比如，国内有一些地方会

发生下面不太令人满意的事情：环境污染，绿化不好；工作

科研的环境有时不够理想，比如经费不足、信息渠道不畅通



等等；办事效率较低，官僚作风时常可见，人际关系较复杂

；一些规章制度、机构的设置不够完善合理，也缺乏灵活性

；有时会上当受骗（做生意或者购物），公共设施不周全（

比如公厕里没有卫生纸），不方便。一位朋友竟告诉我说如

果回国旅游，最好跟国外的旅游团走，说这样安全些。出国

或者是在国外生活，可能会有的比较大的一项损失，就是人

生过程中的一些环节的断裂。比如，有的人可能在婚姻、生

孩子、工作事业等方面错过一些机会，错过恰当的时机，或

者干脆就是错过去了。当然这些都是事在人为，可以尽量去

避免的。但是要知道，谁最初也都打算得挺周全的，可实际

上一路走下来，最后你会发现竟是那么的身不由已。在国内

，我们也不一定是在父母身边，但如果是离开十年八年，那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小时候，父母都要看着我们

迈第一步学走路，掉第一颗牙盼长大，现在，我也很想看他

们是怎样越老越有童心的，看他们怎样去公园跳集体舞，怎

样穿着打扮日益花俏时髦的。我看到过美国中文报纸上的一

条报道，说在哈佛召开了一个关于中国网络发展的展示会，

会上很多中国留学生提问，说明他们对今天的国内太缺乏了

解。有的留学生问国内住宅房里的电压容量那么小，用一电

饭锅就不能用别的大电器，怎么能普及电脑。人家回答说那

都是老皇历了，现在电表大都增容到10或20安培了。当然，

假如国内这些变化对你的生活工作没什么重大影响，那也就

无所谓，那就跟上一条一样只是个对祖国的感情的问题。有

人说出国了那自由的感觉就像到家一样，也有人觉得在国外

不用受人际关系上累和气（谁说就真的不用！），这些我都

没有同样的亲身体会最初，语言上的迟钝、经济上的拮据、



社会地位的降低、想家都会影响心态。然后，当你能跟普通

外国人“同样”工作生活时，会有两样东西影响你的心态：

一是二等公民的感觉--种族歧视当然依旧存在；二是空虚感

，就是觉得周围的一切似乎跟你的关系都不大。在国内的年

轻人会觉得什么都瞧不起、都看不顺眼、都不值得一做，而

在这里，假如我不是土生土长的话，你会觉得一切热闹都只

是别人的热闹。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在国内我们也是这样啊

，或者外国人也并没有怎样参与呀，或者是你也可以参与么

也许这都有道理，但是在感觉上我就真是这样的感觉。此外

，还有一些方面的变化是很难讲究竟是收获还是损失的。很

多人出国后会发现自己的生活态度变了。过去在国内时总是

雄心勃勃想干一番事业的劲头，现在就变得很能安于过平淡

日子。我的一个朋友过去是在国内头号名牌大学里教经济的

，现在，她在这里作小学汉语教师。她过得也挺开心的，和

同为教师的澳籍丈夫平时上班，每年假期去旅游、滑雪。这

种变化你既可以觉得是找到了生活的真谛，也可以认为胸无

大志，有点苟且的意思。当然这个变化不仅跟国内外的气氛

不同有关，也跟人的年龄有关。但是，国内似乎是连刚退休

的人都像刚毕业一样，有的人在张罗着开公司做买卖。在国

外生活，物质上应该是有一些提高的，比如牛奶果汁的物美

价廉；住房宽敞；出门开车；热水的方便；超市里切好了的

生肉和没有鱼刺的鱼肉；打电话付帐的方便；图书馆的慷慨

和便利；微笑服务；周围全是英文⋯⋯我真是在很诚实地写

着，写我的感受。但是这些，当我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就从

来也觉不出好来。有了，就不珍惜了。相反，我身边一些中

国同胞生活的节俭倒很让我印象深刻。那份精打细算，把日



子都过回到了七十年代，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买到了便

宜几毛钱的减价商品。即使是那些来了几年、有一定固定收

入的移民也是如此。大家也常常互相通报便宜减价信息，我

听了之后，很为自己愚蠢的奢侈而汗颜。所以，在此提醒国

内爱享乐的年轻人，对这里的艰苦一定要有思想准备。也不

只是华人如此，普通外国百姓们也是一样的节衣缩食。来到

国外，我们都要付出很多时间精力，来学习一些基本的生存

技能以适应这个社会。比如语言、开车、人情世故、规章制

度等等。这些，如果今后能够很好地加以利用，那么这就是

收获；如果不能，那这个重塑的艰难过程就是弯路，是损失

。在这里，生活道路的选择很多，人们都像是来到了一个新

起点，要重新定位自己。而且在各条路途上，付出的和收获

的比例都比较合理均等，没有什么捷径窍门，除了中彩票否

则很难暴富，和这里相比国内才是机会多多的世界。同时，

人们评判高下优劣的标准也很多样化，或者根本没人顾得上

评判谁。在国内时，大家认为国外的生活好，常常爱用的一

个印证就是如果出国不好为什么那么多人出去了都不回来，

可见一定是好。据我的观察，在这几类情况下，人们常常不

回国：在国外事业发展顺利的人不回国；跟当地人结婚的不

回去；在国外付出太多艰辛的不回去，于情于理，我们都没

法把过去辛酸一笔抹杀了；在国外成绩不大的不回去，大家

都说，回去我又能干什么呀；再有的，干脆就是因为呆得太

久了的，也不回去。再回国，就又像是出了一遍国。我认识

的一位东北老乡，17岁时来澳大利亚，现在34岁。两边是同

样的岁月，但是澳大利亚的17年就已经是她的全部。想起国

内，她想的还是那些陈年旧事。现在，其实大家对出国回国



都已经看得比较淡，不再是当作终身来对待。有些人出国后

都盼着有朝一日能衣锦还乡能作为外国公司的代表派回去，

或是能有实力回国开创自己的事业。于是，大家就是在国内

时为出国而奋斗，出了国，就再为回国而奋斗。我们很懂得

螺旋式上升的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