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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往日的热闹。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郊，有一个名叫卡

纳塔的小城，人称“北方硅谷”。那里不仅汇集着加拿大北

电网络、美国思科、惠普、德国西门子等知名IT企业，更吸

引着世界各地的IT精英们前来落脚，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的

技术移民。几乎所有华人技术移民都落脚那里卡纳塔位于渥

太华市的西部，距市区不到30公里。卡纳塔原为土著印第安

人群居地，占地面积为139平方公里。2000年1月前，它仅是

渥太华卡尔顿地区的11个小城之一，现已成为渥太华市的一

个辖区，IT行业也成为与政府机构并列的两大“产业”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原法国的“新桥”公司率先落脚这里，此

后，加拿大最大的电讯公司北电网络，以及世界各地一些IT

企业陆续来这里安营扎寨，从而使卡纳塔成了世界瞩目的高

科技产业中心之一。在“科技一条街”的街道两旁，各大著

名公司比邻而居，在展示实力的同时，也显示出IT产业的勃

勃生机。著名IT大公司云集，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高科技人才

。几乎所有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特别是IT专业的人，都在

这里找到了一份稳定而收入丰厚的职业(一般技术人员的年薪

都在8万加元左右，约合48万元人民币)，甚至连一些原来不

是IT专业的人，只要在渥太华大学或卡尔顿大学经过短期专

业培训后，都能找到满意的工作。当时，在卡纳塔的就业者

中，华人约占40%，这里可以说是全加拿大中国技术移民最

集中、收入最高的地方。在当地站稳脚跟后，华人工程师们



开始置房买车、生儿育女，在当地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村落，

开始了他们惬意的生活。各大公司裁员，华人工程师首当其

冲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从2001年起，由于高科技经济的泡

沫破灭，IT业炫目的光环开始褪色。2001年的“9?11”事件，

在重创美国经济的同时，也加速了IT行业的下滑，并直接波

及遍布全球的IT从业人员的利益。小公司倒闭、大公司裁员

⋯⋯卡纳塔风光不再。其中，受冲击最大的便是华人工程师

和其他少数族裔人员。采访中，不少华人告诉记者，这里几

乎没有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不会失业！”，华人工程

师更是无一幸免地被牵连、受影响。为了生存，不少华人男

子只好抛妻别子，像鸟儿一样飞出去找食物，妇女和孩子则

留守等待。一时间，卡纳塔的华人村被人戏称为“女人村”

。周女士夫妇都是20世纪80年代的留学生。前年先生失业后

，接受了中国一家IT公司的聘请，做了“海归”。如今夫妻

俩分别已快两年了。此间，周女士准备放弃加拿大的一切，

带着孩子重返故里。但她一直担心在加拿大长大的孩子是否

适应国内的教学。“如果他实在没办法适应，我只能带他回

来”，周女士忧心忡忡地说。据了解，目前很多华人女子留

守卡纳塔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里的教学质量比其他地方

好，也更适合孩子成长。本文由倍可亲网站向北美华人推荐, 

转载请保留出处.来自深圳的刘女士也是两地分居的典型例子

。1998年，刘女士夫妇来到卡纳塔。曾在国内从事IT工作的

先生，顺理成章地在这里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刘女士也在渥

太华政府部门找了个普通文员的工作。工作满意、收入稳定

，两人就此安顿下来。没想到，“9?11”事件后，刘女士的

先生成了第一批被裁掉的人。家庭的担子一下子落在刘女士



身上，她的收入尚可维持家庭生活，但无法负担房和车的贷

款。去年，刘女士的先生终于在距渥太华1000多公里的外省

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本来全家要一起走，但刘女士最终为

了自己那份薪水不高、却很稳定的工作放弃了团圆的机会。

男人去外地再就业，剩下的只有女人和孩子在卡纳塔，像周

女士和刘女士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因为找不到工作，不少华

人男子放弃了舒适的家庭生活，选择回中国，或者去美国、

墨西哥等地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在加拿大西部艾伯塔省的卡

尔加里市找到新工作的老张告诉记者，像他这样的还算幸运

，虽然和老婆孩子距离远点，但毕竟还在同一个国家。老张

说，他准备先去卡尔加里探探路，如果那里环境不错的话，

他会考虑卖掉卡纳塔的房子，将家搬到那里去。当然，如果

工作不太理想，他会再找机会回来。采访中，老张无奈地对

记者说，其实，他们早知道有人把华人村戏称为“女人村”

。虽然这个说法不太恰当，但这里的确有不少家庭两地分居

，孩子终年看不到爸爸的身影；冬天铲雪、夏天除草的也总

是妻子。所不同的是，有些家庭男人离得近些，例如在多伦

多，每周末可以开车回家和妻儿小聚；离得远的如美国，每

月可坐飞机回一趟家；离得更远的，比如中国，就只能每年

互相探亲一次，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了。采访中，记者也明

显感觉到了留守女士的辛苦与无奈，她们既当爹又当妈，有

些人还兼着一份工作。也有不少华人女子表示，她们可以忍

受辛苦和忙碌，但长时间的两地分居，势必会给家庭带来很

多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卡纳塔华人离婚率上升的主要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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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纳塔的华人小区少了往日



的热闹。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郊，有一个名叫卡纳塔的小

城，人称“北方硅谷”。那里不仅汇集着加拿大北电网络、

美国思科、惠普、德国西门子等知名IT企业，更吸引着世界

各地的IT精英们前来落脚，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

。几乎所有华人技术移民都落脚那里卡纳塔位于渥太华市的

西部，距市区不到30公里。卡纳塔原为土著印第安人群居地

，占地面积为139平方公里。2000年1月前，它仅是渥太华卡

尔顿地区的11个小城之一，现已成为渥太华市的一个辖区

，IT行业也成为与政府机构并列的两大“产业”之一。上世

纪80年代，原法国的“新桥”公司率先落脚这里，此后，加

拿大最大的电讯公司北电网络，以及世界各地一些IT企业陆

续来这里安营扎寨，从而使卡纳塔成了世界瞩目的高科技产

业中心之一。在“科技一条街”的街道两旁，各大著名公司

比邻而居，在展示实力的同时，也显示出IT产业的勃勃生机

。著名IT大公司云集，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高科技人才。几乎

所有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特别是IT专业的人，都在这里找

到了一份稳定而收入丰厚的职业(一般技术人员的年薪都在8

万加元左右，约合48万元人民币)，甚至连一些原来不是IT专

业的人，只要在渥太华大学或卡尔顿大学经过短期专业培训

后，都能找到满意的工作。当时，在卡纳塔的就业者中，华

人约占40%，这里可以说是全加拿大中国技术移民最集中、

收入最高的地方。在当地站稳脚跟后，华人工程师们开始置

房买车、生儿育女，在当地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村落，开始了

他们惬意的生活。各大公司裁员，华人工程师首当其冲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从2001年起，由于高科技经济的泡沫破灭

，IT业炫目的光环开始褪色。2001年的“9?11”事件，在重创



美国经济的同时，也加速了IT行业的下滑，并直接波及遍布

全球的IT从业人员的利益。小公司倒闭、大公司裁员⋯⋯卡

纳塔风光不再。其中，受冲击最大的便是华人工程师和其他

少数族裔人员。采访中，不少华人告诉记者，这里几乎没有

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不会失业！”，华人工程师更是

无一幸免地被牵连、受影响。为了生存，不少华人男子只好

抛妻别子，像鸟儿一样飞出去找食物，妇女和孩子则留守等

待。一时间，卡纳塔的华人村被人戏称为“女人村”。周女

士夫妇都是20世纪80年代的留学生。前年先生失业后，接受

了中国一家IT公司的聘请，做了“海归”。如今夫妻俩分别

已快两年了。此间，周女士准备放弃加拿大的一切，带着孩

子重返故里。但她一直担心在加拿大长大的孩子是否适应国

内的教学。“如果他实在没办法适应，我只能带他回来”，

周女士忧心忡忡地说。据了解，目前很多华人女子留守卡纳

塔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里的教学质量比其他地方好，也

更适合孩子成长。本文由倍可亲网站向北美华人推荐, 转载请

保留出处.来自深圳的刘女士也是两地分居的典型例子。1998

年，刘女士夫妇来到卡纳塔。曾在国内从事IT工作的先生，

顺理成章地在这里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刘女士也在渥太华政

府部门找了个普通文员的工作。工作满意、收入稳定，两人

就此安顿下来。没想到，“9?11”事件后，刘女士的先生成

了第一批被裁掉的人。家庭的担子一下子落在刘女士身上，

她的收入尚可维持家庭生活，但无法负担房和车的贷款。去

年，刘女士的先生终于在距渥太华1000多公里的外省找到一

份较好的工作。本来全家要一起走，但刘女士最终为了自己

那份薪水不高、却很稳定的工作放弃了团圆的机会。男人去



外地再就业，剩下的只有女人和孩子在卡纳塔，像周女士和

刘女士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因为找不到工作，不少华人男子

放弃了舒适的家庭生活，选择回中国，或者去美国、墨西哥

等地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在加拿大西部艾伯塔省的卡尔加里

市找到新工作的老张告诉记者，像他这样的还算幸运，虽然

和老婆孩子距离远点，但毕竟还在同一个国家。老张说，他

准备先去卡尔加里探探路，如果那里环境不错的话，他会考

虑卖掉卡纳塔的房子，将家搬到那里去。当然，如果工作不

太理想，他会再找机会回来。采访中，老张无奈地对记者说

，其实，他们早知道有人把华人村戏称为“女人村”。虽然

这个说法不太恰当，但这里的确有不少家庭两地分居，孩子

终年看不到爸爸的身影；冬天铲雪、夏天除草的也总是妻子

。所不同的是，有些家庭男人离得近些，例如在多伦多，每

周末可以开车回家和妻儿小聚；离得远的如美国，每月可坐

飞机回一趟家；离得更远的，比如中国，就只能每年互相探

亲一次，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了。采访中，记者也明显感觉

到了留守女士的辛苦与无奈，她们既当爹又当妈，有些人还

兼着一份工作。也有不少华人女子表示，她们可以忍受辛苦

和忙碌，但长时间的两地分居，势必会给家庭带来很多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卡纳塔华人离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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