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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8_80_81_E7_c107_213321.htm 我到现在也弄不清

英国人是富还是穷。满大街看上去似乎遍地是穷人他们衣着

简朴，不少人的衣着到了寒酸的地步，让我们开始富起来的

中国人看不下眼去。满校园看上去都有是穷学生，根本看不

到中国校园里那些华贵衣着的阔少阔小姐。他们的靴子裤子

外套全旧得一塌糊涂，估计中国贫困家庭的大学生们都不会

有那种打扮，倒像是70年代末我们那一代大学生似的。但他

们不像我们那时那样营养不良，一脸菜色，他们一个个都红

光满面的。英国的城市，除了闹市区和富人区，普通老百姓

的住宅区看上去很像我们的街道，有塑料袋、包装纸和狗粪

。房屋破旧，路面至少开过三次刀了，随便用柏油糊上幸亏

英国天气不酷热，否则柏油一化，绝对把人都粘在路上动弹

不得。那种柏油的辅法实在原始落后，新的一茬柏油都不用

和路面找齐，一棱一棱儿的，崎岖坎坷。但人家就是气候好

，永远不热，所以就可以那么一凑合拉倒，也粘不住人。在

街上的破旧红砖楼大多是19世纪工业化时期建的，乍一看古

色古香，但如果不是文物而是住人的住宅，就觉得惨淡了许

多。在我们中国人眼里，因为那是洋房样式，所以破旧归破

旧，但看着有点意思。否则只凭那爆了皮的木头窗框，墙皮

掉得一片斑驳的样子，只配扎在北京的胡同和上海的里弄里

头。在商业大街上，这种房子早该拆了，但他们不拆，仍在

这百年老屋里住得有滋有味儿，还用雪白的窗纱挡得严严实

实，让人觉得很有点人穷志不短。老百姓的家里，廉价的化



纤地毯从一楼辅到顶楼。门是普通的刷漆三合板做的，厨房

和卫生间则是塑料地板革，澡盆上方的墙上贴着半截子瓷砖

，其余的地方或刷着油漆，或粘着廉价的墙纸，被潮气熏得

开裂或掉漆。厨房的柜子和操作台是三合板做的，老式冰箱

，霜化后贴切着内壁流淌，你要时不时地擦，否则冰箱里污

水横流。在街上不时会有人向你要小钱，你不给，他就野蛮

地骂一句，然后走开。有时会碰上个文明的，红着脸说：“

能帮我一扫把吗？匀一磅给我，没有也没关系。”好像是我

欠他的。旧货店一磅成交中国人在这里穿得再不讲究，也比

英国人讲究，不用怕自已寒酸。倒是我们的教授访问学者这

一身行头去英国的饭馆里打黑工洗碗扫厕所，显得不伦不类

。人家去打黑工的都是穷学生打扮的。我来英国带了一件普

通的半长皮大衣，因为回国前要先去趟美国，行李不能超过5

公斤，就想顺便在英国卖掉以减轻行李重量。150磅的新大衣

，到他们的二手货商店去卖，我想挥泪大出血，卖60磅算了

。总比飞机上超重罚款好。可他们居然告诉我最多给我5磅，

等于65元人民币！店主告诉我：你看我们这里有超过5磅的衣

服吗？果然没有，全是廉价的旧呢子外衣和夹克，一磅能买

一套。再一想，这种皮大衣你见过老百姓穿吗？没有，他们

穿的是普通的羽绒服和化纤的绒毛外套，而且能穿得陈旧不

堪还照穿不误。这种皮衣是富人穿的，你拿到二手店来卖，

还想卖几十磅，他整个店的旧衣服加一起不过才200磅。环顾

四周，真的是很可怜，都是一磅以下的旧衣服和旧家电用品

，居然还有我们70年代的塑料娃娃、塑料盆、人造革提包什

么的，不时有穷兮兮的人进来卖木头椅子甚至一把自行车锁

。开价都是一磅左右，还价到半磅，拿着一枚铜钱高兴地开



路。天啊，我快跑吧，不然会遭抢！劳伦斯的小说《虹》里

有个叫“牛市”的地方，我翻译时学得他写得特别出神入化

，那是十九世纪农民进诺丁汉城进行牛的买卖的露天市场，

吸引了四里八乡的人蜂拥而来，是诺丁汉郡一个世俗热闹的

去处，于是我就特别用北方俚语和俗语翻译那些农民的对话

。来诺丁汉后我就打听这个地方，人们告诉我还在，而且还

那么兴旺，现在还批发着蔬菜水果呢，很多中国人都去合伙

买成箱成袋的茄子、豆芽、西红柿，回来几家分，十分便宜

。于是我去了牛市访古。那个地方可大了，削价货，二手货

，吃的用的，一应俱全。大棚里还搞拍卖，从破电风扇到14

英寸的黑白电视全拍。我一个中国同事就从那里花4镑了一

台9英寸小电视，看了一年，走时还没坏，又卖了2镑。那里

满场响着诺言丁汉土话，那种憨厚质朴的英语，土得掉渣儿

，和女王讲的王室英语及知识分子讲的英国普通话大相径庭

，简直就是外国话。这里和伦敦、曼彻斯特是迥然不同的两

个世界，是英国的草根，真正的英国百姓在这里，他们不是

狄更斯笔下的伦敦痞子，而是地地道道过日子的老实巴交的

憨实底层人。这些人你打死他也不会穿150镑一件的皮衣。但

英国的富人同样富得流油，年薪几十万镑不在话下-------英国

铁路危机时下台的那个铁路总管年薪30多万镑，等于400万人

民币。人们把他轰下台，这也是原因之一；你工资那么高，

铁路整天出轨，你不配。所以电视、报纸上一提到他，就顺

便提到他的年薪，这种暗示特别起作用。悠闲的穷日子但英

国穷人的日子似乎并不难过，而且还挺滋润的。旧货商店能

提供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你如果是穷人，可以一辈子不买新

衣服但照样能穿上7成新的衣服皮靴什么的。在吃的方面，便



宜店到处都是，说具体点：一盒10个鸡蛋，0。59镑；一个水

密桃罐头，0。09镑，相当于1元人民币；800克一袋的面

包0.15磅；一个水蜜桃罐头0。09磅，相当于1元人民币；800

克一袋的面包0。15磅；一桶牛奶0。84磅。。。。。。一个

人一个月80磅可以吃得很好，而对一个月助学金500磅的人来

说，这80磅伙食费并不贵。有的中国人来后只吃面包、面条

和鸡蛋胡萝卜，能创下每月生活费十几磅的吉尼斯纪录，身

体照样强壮。架不住一顿半公斤面条下肚，而面条0。2磅能

买一公斤。每月消耗30公斤面条不过6磅。这在外国人眼里简

直是不可想象的，而我们的教授就行，号称这生活比老家农

民还强。英国有这么多穷人，但日子照样悠闲：邮局晚开早

关，中午还午休二小时。银行下午4点就关了。周末没几个开

门的店，全歇。英国人失业的不少，全靠救济。靠养老金过

日子的，一周能拿到92磅，“我们是富裕的国家。“英国人

顺嘴就能这么说，大量接收外国难民，管吃管住，每周再

发10 磅零花钱。不适合的工作，宁肯不做，决不能受苦。于

是你到餐馆里洗碗的扫厕所的，不是英国人，因为工资太低

，他们不干，老板雇不起英国人洗碗、洗车，这些苦活英国

人要干就要正式签合同，拿高工资，一小时没712磅不干。英

国人都干什么去了？呆着。怎么理解富裕英国的穷人就这么

大爷，日子就这么悠闲而滋润。他们靠的是国家的高福利政

策，无后顾之忧。还有他们的社会保险做得好，只要你买了

保险，你就进了保险箱了，最终连丧葬费都有人给你出。所

以我们不能看他们衣着简朴、生活住房不怎么上档次。还得

看到他们活得悠闲的一面。连我的日本同事都感叹：英国普

通人生活质量比日本高，日本人活得太累了，透支的生命太



多，什么都追求豪华奢侈，其实很浪费，没必要。可生在日

本，就没办法了，只能攀比着豪华享受，比着劲地加速精神

崩溃。这话听着很有哲理。同样我想到了我们国内，超过英

国普通人水准的的确不少。但我们的穷人比英国的穷人还是

有天壤之别。再有，我们的环境是在恶化过程中的，你再有

钱，你的空气不好，水质差，食品不是绿色食品。这些软性

的潜在的差别其实是本质的差别，是皮衣和夹克的差别所不

能涵盖的。穿着皮衣一年感冒无数次，而来这里一年了居然

没感冒，偶有头疼脑热洗个热水澡喝点果汁就好了。这样的

生命质量是皮衣和汽车换不来的。钱，环境，学识，地位，

悠闲无忧的心态，这些综合在一起才是富有的指标。我们对

富有的理解还停留在穿皮衣上，实在有待深化。所以我们不

能盲目乐观。我们比英国差得还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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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现在也弄不清英国人是富还是穷。满大

街看上去似乎遍地是穷人他们衣着简朴，不少人的衣着到了

寒酸的地步，让我们开始富起来的中国人看不下眼去。满校

园看上去都有是穷学生，根本看不到中国校园里那些华贵衣

着的阔少阔小姐。他们的靴子裤子外套全旧得一塌糊涂，估

计中国贫困家庭的大学生们都不会有那种打扮，倒像是70年

代末我们那一代大学生似的。但他们不像我们那时那样营养

不良，一脸菜色，他们一个个都红光满面的。英国的城市，

除了闹市区和富人区，普通老百姓的住宅区看上去很像我们

的街道，有塑料袋、包装纸和狗粪。房屋破旧，路面至少开

过三次刀了，随便用柏油糊上幸亏英国天气不酷热，否则柏

油一化，绝对把人都粘在路上动弹不得。那种柏油的辅法实



在原始落后，新的一茬柏油都不用和路面找齐，一棱一棱儿

的，崎岖坎坷。但人家就是气候好，永远不热，所以就可以

那么一凑合拉倒，也粘不住人。在街上的破旧红砖楼大多

是19世纪工业化时期建的，乍一看古色古香，但如果不是文

物而是住人的住宅，就觉得惨淡了许多。在我们中国人眼里

，因为那是洋房样式，所以破旧归破旧，但看着有点意思。

否则只凭那爆了皮的木头窗框，墙皮掉得一片斑驳的样子，

只配扎在北京的胡同和上海的里弄里头。在商业大街上，这

种房子早该拆了，但他们不拆，仍在这百年老屋里住得有滋

有味儿，还用雪白的窗纱挡得严严实实，让人觉得很有点人

穷志不短。老百姓的家里，廉价的化纤地毯从一楼辅到顶楼

。门是普通的刷漆三合板做的，厨房和卫生间则是塑料地板

革，澡盆上方的墙上贴着半截子瓷砖，其余的地方或刷着油

漆，或粘着廉价的墙纸，被潮气熏得开裂或掉漆。厨房的柜

子和操作台是三合板做的，老式冰箱，霜化后贴切着内壁流

淌，你要时不时地擦，否则冰箱里污水横流。在街上不时会

有人向你要小钱，你不给，他就野蛮地骂一句，然后走开。

有时会碰上个文明的，红着脸说：“能帮我一扫把吗？匀一

磅给我，没有也没关系。”好像是我欠他的。旧货店一磅成

交中国人在这里穿得再不讲究，也比英国人讲究，不用怕自

已寒酸。倒是我们的教授访问学者这一身行头去英国的饭馆

里打黑工洗碗扫厕所，显得不伦不类。人家去打黑工的都是

穷学生打扮的。我来英国带了一件普通的半长皮大衣，因为

回国前要先去趟美国，行李不能超过5公斤，就想顺便在英国

卖掉以减轻行李重量。150磅的新大衣，到他们的二手货商店

去卖，我想挥泪大出血，卖60磅算了。总比飞机上超重罚款



好。可他们居然告诉我最多给我5磅，等于65元人民币！店主

告诉我：你看我们这里有超过5磅的衣服吗？果然没有，全是

廉价的旧呢子外衣和夹克，一磅能买一套。再一想，这种皮

大衣你见过老百姓穿吗？没有，他们穿的是普通的羽绒服和

化纤的绒毛外套，而且能穿得陈旧不堪还照穿不误。这种皮

衣是富人穿的，你拿到二手店来卖，还想卖几十磅，他整个

店的旧衣服加一起不过才200磅。环顾四周，真的是很可怜，

都是一磅以下的旧衣服和旧家电用品，居然还有我们70年代

的塑料娃娃、塑料盆、人造革提包什么的，不时有穷兮兮的

人进来卖木头椅子甚至一把自行车锁。开价都是一磅左右，

还价到半磅，拿着一枚铜钱高兴地开路。天啊，我快跑吧，

不然会遭抢！劳伦斯的小说《虹》里有个叫“牛市”的地方

，我翻译时学得他写得特别出神入化，那是十九世纪农民进

诺丁汉城进行牛的买卖的露天市场，吸引了四里八乡的人蜂

拥而来，是诺丁汉郡一个世俗热闹的去处，于是我就特别用

北方俚语和俗语翻译那些农民的对话。来诺丁汉后我就打听

这个地方，人们告诉我还在，而且还那么兴旺，现在还批发

着蔬菜水果呢，很多中国人都去合伙买成箱成袋的茄子、豆

芽、西红柿，回来几家分，十分便宜。于是我去了牛市访古

。那个地方可大了，削价货，二手货，吃的用的，一应俱全

。大棚里还搞拍卖，从破电风扇到14英寸的黑白电视全拍。

我一个中国同事就从那里花4镑了一台9英寸小电视，看了一

年，走时还没坏，又卖了2镑。那里满场响着诺言丁汉土话，

那种憨厚质朴的英语，土得掉渣儿，和女王讲的王室英语及

知识分子讲的英国普通话大相径庭，简直就是外国话。这里

和伦敦、曼彻斯特是迥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是英国的草根，



真正的英国百姓在这里，他们不是狄更斯笔下的伦敦痞子，

而是地地道道过日子的老实巴交的憨实底层人。这些人你打

死他也不会穿150镑一件的皮衣。但英国的富人同样富得流油

，年薪几十万镑不在话下-------英国铁路危机时下台的那个铁

路总管年薪30多万镑，等于400万人民币。人们把他轰下台，

这也是原因之一；你工资那么高，铁路整天出轨，你不配。

所以电视、报纸上一提到他，就顺便提到他的年薪，这种暗

示特别起作用。悠闲的穷日子但英国穷人的日子似乎并不难

过，而且还挺滋润的。旧货商店能提供所有的生活必需品。

你如果是穷人，可以一辈子不买新衣服但照样能穿上7成新的

衣服皮靴什么的。在吃的方面，便宜店到处都是，说具体点

：一盒10个鸡蛋，0。59镑；一个水密桃罐头，0。09镑，相

当于1元人民币；800克一袋的面包0.15磅；一个水蜜桃罐头0

。09磅，相当于1元人民币；800克一袋的面包0。15磅；一桶

牛奶0。84磅。。。。。。一个人一个月80磅可以吃得很好，

而对一个月助学金500磅的人来说，这80磅伙食费并不贵。有

的中国人来后只吃面包、面条和鸡蛋胡萝卜，能创下每月生

活费十几磅的吉尼斯纪录，身体照样强壮。架不住一顿半公

斤面条下肚，而面条0。2磅能买一公斤。每月消耗30公斤面

条不过6磅。这在外国人眼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而我们的教

授就行，号称这生活比老家农民还强。英国有这么多穷人，

但日子照样悠闲：邮局晚开早关，中午还午休二小时。银行

下午4点就关了。周末没几个开门的店，全歇。英国人失业的

不少，全靠救济。靠养老金过日子的，一周能拿到92磅，“

我们是富裕的国家。“英国人顺嘴就能这么说，大量接收外

国难民，管吃管住，每周再发10 磅零花钱。不适合的工作，



宁肯不做，决不能受苦。于是你到餐馆里洗碗的扫厕所的，

不是英国人，因为工资太低，他们不干，老板雇不起英国人

洗碗、洗车，这些苦活英国人要干就要正式签合同，拿高工

资，一小时没712磅不干。英国人都干什么去了？呆着。怎么

理解富裕英国的穷人就这么大爷，日子就这么悠闲而滋润。

他们靠的是国家的高福利政策，无后顾之忧。还有他们的社

会保险做得好，只要你买了保险，你就进了保险箱了，最终

连丧葬费都有人给你出。所以我们不能看他们衣着简朴、生

活住房不怎么上档次。还得看到他们活得悠闲的一面。连我

的日本同事都感叹：英国普通人生活质量比日本高，日本人

活得太累了，透支的生命太多，什么都追求豪华奢侈，其实

很浪费，没必要。可生在日本，就没办法了，只能攀比着豪

华享受，比着劲地加速精神崩溃。这话听着很有哲理。同样

我想到了我们国内，超过英国普通人水准的的确不少。但我

们的穷人比英国的穷人还是有天壤之别。再有，我们的环境

是在恶化过程中的，你再有钱，你的空气不好，水质差，食

品不是绿色食品。这些软性的潜在的差别其实是本质的差别

，是皮衣和夹克的差别所不能涵盖的。穿着皮衣一年感冒无

数次，而来这里一年了居然没感冒，偶有头疼脑热洗个热水

澡喝点果汁就好了。这样的生命质量是皮衣和汽车换不来的

。钱，环境，学识，地位，悠闲无忧的心态，这些综合在一

起才是富有的指标。我们对富有的理解还停留在穿皮衣上，

实在有待深化。所以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我们比英国差得还

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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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