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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代的故事。不断有人出去，不断有人回来，随着回来的

人越来越多，这个群体被冠上了一个有点暧昧的称呼--"海归"

。除去少数名声显赫的之外，他们和平凡的市民一样，在这

个信息爆棚的城市中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

选择的都是不同的生活方式。 创业型 这是被最多人所熟知的

一类，在此不再赘述。正是一批在互联网热潮期间回来的人

，催生了"海归"这个称呼。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但在这

个崇尚财富的时代，他们的努力依然受到尊敬。 分居型 不过

，更多的"海归"没有选择自己做老板。 A先生是80年代的留学

生，夫人、孩子相继出国，全家都拿到了美国绿卡，几年前

，他选择了孤身回国。现在，他在宝山的一家美资物流公司

任高官，而夫人仍然在美国，一边工作，一边照看正在读书

的女儿。和普通人相比，他的收入很高，但他忍受的是与家

人两地分居的痛苦。好在按他自己的话说，他们这个年纪的

人什么苦都吃过，现在这点苦实在不算什么。A先生也考虑

过自己当老板，他也出钱购买过一家基因公司的股份，但这

笔生意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显现出盈利的迹象，所以他仍

和以前一样，只在圣诞节的时候飞回美国与妻女团聚。 候鸟

型 同样是80年代的留学生，B教授与夫人待在一起的时间要

多一点。他现在美国一家知名的公立大学任教，同时又被上

海的一所重点高校聘请，兼职授课。一年几个月在美国，还

有几个月在上海。在上海，B教授享受"长江学者"待遇，年



薪10万加住房，虽然不算高，但他研究的是国际关系，在美

国也不是能赚大钱的专业，除非进入最高决策圈；而在上海

，他享受学术上更大的发挥空间，他几乎是一个人带出了学

校里的一个专业。 他也考虑过结束候鸟般飞来飞去的生活，

留在上海，但他的夫人仍然继续在美国高校发展自己的事业

，这使他迟迟下不了决心。不过，据说他夫人不久将有机会

到香港工作，到时候一个人在香港，一个人在上海，也许比

现在要更近一点。 回派型 比起80年代的留学生，90年代的留

学生的生活似乎更单纯一些，留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获取奖

学金的机会，决定是否回来的时候也不用太多考虑家庭问题

，因为他们根本还没有机会考虑这个问题。 C先生的运气不

错，90年代到纽约读MBA，毕业后被一家跨国公司的当地机

构录用，后被派回国内，负责该公司在中国业务的发展。在

别人看来，他也算是志得意满。 不过，由于总公司的战略调

整，公司在华业务的指导思想最近从扩张变成了保守，C先

生私底下也有了跳槽的想法，另一个让别人替他费心的是婚

姻问题，毕竟三十好几了，但他自己似乎挺满意现在的单身

贵族的生活。 义无反顾型 和C先生比起来，D先生的回归更

显得义无反顾。去年在获得美国MBA证书后，他即刻收拾行

李回到国内。 但这种义无反顾多少让他吃了点苦头。国内的

就业形势并非如他想象的那样红火。他的第一站是北京，出

国前他曾在那儿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没有什么收获，后来又

到上海，同样没有满意的工作，待了几个月，打点行李又去

了北京。现在的工作仍然不能让他满意，但他能做的只是骑

驴找马，等待更好的机会了。 在职培训型 比起D先生来，E

先生的回归顺理成章。出国前，他在一家国营单位工作，小



有成绩，并被列为梯队培养对象。后来他申请了英国的一所

学校读硕士，单位出于培养的考虑，替他报销了在英国一年

的学习费用，也算是公派留学了，夫人也有机会去英国陪读

。 这一年中，原单位人士调整频繁，他担心回来后没了自己

的位置，也曾考虑过另谋高就，但最后他还是回到了原单位

。单位内部的变化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E先生似乎没有把

自己归为"海归"一派，对他而言，一年的海外学习，几乎就

等同于在国内某地的在职培训。 半路回家型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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