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华人保姆热”
在欧美各国兴起。受过一定教
育、外语流利或具有一定育儿
和孕妇护理知识的华人保姆，
不但收入增加，甚至出现了高
薪难求的现象。正因如此，许
多人相信华人当保姆是一件美
差。然而，华人保姆背后的辛
酸有谁知？

在西班牙家庭里当保姆的
赵大姐表示，在西班牙当保
姆，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得
四处跑。也许上一家雇主在马
德里，下一家雇主在马拉加。
而且，当保姆，家务活不是问
题，孩子才是大问题。雇主的
孩子，打不得，说不得。而一
味地顺着孩子的结果便是养成
孩子任性跋扈的性格。对雇主
的孩子，是宠爱，还是管教，
这中间的尺度如何拿捏，都是
让保姆们头疼的难题。

除了工作地点不定、管教
孩子尺度难拿捏外，缺少职业
保护也让华人保姆大吐苦水。

在美国，一般华人保姆的
月薪为 !"## 美元至 !$## 美
元，比打零工高出不少。不
过，美国并没有将保姆列入劳
工之列。也就是说，在美国当
保姆得不到劳工法的保障。华
人保姆张小姐说，在美国，许
多华人保姆都有类似的遭遇：
雇主不负责其医疗保险，也不会给予假期福利；很多华
人保姆工作时间长，有的还经常被雇主呵斥，在工作时
间内不准打电话、不准和朋友或亲戚联系、不准对外表
明他们的薪资待遇和工作情况等。

受不公平待遇的决不仅限于美国的华人保姆。在英
国家庭工作的华人，同样遭受严重剥削。有关专家表
示，在英国，家庭环境内的有薪劳动，是一个不受管
制、没有规则的行业。家庭保姆在私人住处工作，她们
的劳动生活隐秘不为人知，她们的工作条件也不受规
范，全由雇主个人决定。雇主找寻员工的特质———“有
弹性 %随叫随到，工时超长&、廉价和弱势”以及移民
家佣的位置———阶级 %劳工&，性别 %女性&，民族 %“外
来”&，定义了英国华人保姆的处境。

华人保姆弱势的处境让许多移民家佣团结起来，为
自身争取应得的权益。英国知名的移民家佣劳工权益组
织卡拉杨 %'()(*((+& 集结了来自东南亚和中东各国的
移民家佣，为不少成员解决了她们工作环境里面临的种
种困难。而美国的一些家庭佣人组成“美国家庭佣人联
盟” %,(-./+() 0/123-.4 5/67263 8)).(+42&，在争取与
捍卫佣人的尊严和权益的同时，使得这些移民家佣得到
更公平、更合理的工作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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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子还乡犹如倦鸟归林，是一种最为

朴素的情感。而对于早年赴新加坡打工并
加入了当地国籍的廖雪欢来说，这条回家
的路她走了 "9年。

少小离家老大回

上世纪 :#年代，为求生计，一群 "#

几岁的年轻姑娘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打
工，廖雪欢就是其中之一。作为终身未
嫁、膝下无子的自梳女，能够回到家乡度
过晚年是她唯一的心愿，哪怕路途再遥
远，等待再漫长。

!;<; 年，年近耄耋的她回到了家乡
东升裕民村，打算与亲人一起生活。乡音
无改，只是手中的新加坡护照让她犯了
难。

"9 年来，由于没有中国国籍，回国
居住的廖阿姨面临着没有医疗保险、社会
保险等一系列难题，还要定期往返新加坡
签证。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这一切让她
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

在中山市外事侨务局与市公安局的共
同努力下，廖阿姨终于得偿所愿。当她终
于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复籍证书和户口簿
时，这位 ;;岁的老人百感交集。

别时容易见时难

一本护照不仅仅证明着持有人的国
籍，同时也承载了复杂的个人情感。入了
外籍，自然就有了外国人的身份，而这种
改变有时在情感上会让人很难适应。

很多华人抱怨，虽然是回到自己的祖
国，但他们要像外国人一样排着长长的队
伍，在中国大使馆里办理签证。连填写进

关登记表都要使用英文，否则就有被海关警察阻拦在大门外的可
能。

如果华人想在国内找一份工作，事情将变得更加麻烦。当他走
完所有繁琐的申请程序以后，会发现除了一部分外企以外，大多数
国企和民营企业都极少聘用外籍人士，想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更
不可能。

如果有两本护照，生活会不会方便一些呢？
刚刚获得加拿大国籍准备回中国的洪小姐就碰了到这样的难

题。如果用加拿大护照入中国境，她只能在大陆停留三个月；但如
果使用之前的中国护照，辛辛苦苦取得的枫叶卡就会被收回。

事实上，中国目前并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即使有两本护
照，也必须忍痛割爱，选择其一。

国籍抉择趋理性

如果说老一辈华人出国打工并加入外籍是迫于生计，那么新一
代的年轻人对于加入外籍与否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

调查显示，海外华侨在这一问题上日趋谨慎和理性，考虑的因
素更多。

在英国，外籍人士在获得永久居留权 !"个月之后，便可以申
请入籍。而皇家玛丽学院学联主席熊弘毅表示，由于今后有回国工
作的可能性，即使有了入英籍的资格，也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国籍。

一些华侨还指出，虽然入外籍后他们就能享受该国的福利待遇
和更高的旅游自由度，但一旦拥有外国国籍，申请中国“绿卡”就
困难了。回乡探亲而不能久住，落叶归根之意在却无法成行，想到
这儿，很多人都犹豫了。

媒体分析称，旅游自由度是选择国籍时考量的方面之一，但个
人事业的发展、养老、儿女教育问题和思乡情怀目前更具决定性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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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的非洲大陆上，活跃着这样一群人，他们远
离家乡和亲人，有人放弃了国内优越的物质环境，有人
放弃了去名企工作的机会，他们怀揣着创业梦想来到非
洲，将青春挥洒在非洲这片热土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
名字———“<#后”。

创业：机遇与挑战并存

神秘的热带雨林，热情
的非洲草原，丰富的矿产资
源，可以说非洲处处都暗藏
着商机，正是这些商机，吸
引了一批拥有创业梦想的
“<#后”。

郭林便是其中一员。
"##; 年刚从大学毕业的郭
林，放弃了去名企工作的机会，选择了一条未知且充满风
险的道路———到非洲创业。

初到非洲，郭林在加纳的一家采金机械企业做翻
译。细心的郭林很快便发现了商机，“我注意到，布基
纳法索大部分采金场都是手工作业，机械采金还处于市
场空白阶段。”郭林说，“我认为从原始手工作业到机
器大规模生产是人类采金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布基纳
法索是一片新兴市场，与其在竞争激烈的加纳市场靠降
价拼杀，不如挖掘新市场，开辟蓝海。”

瞄准了商机，郭林便果断辞职，找同行的老板融
资，最终，一位老板被打动，郭林拿到了创业的“第一
桶金”。

然而，郭林的创业之路并不是
一帆风顺的。:年来，因当地政局
动乱，郭林的公司被迫停业，因与
合伙人产生股权矛盾，他放弃了亲
手创建的公司。但一切都没有阻挡
郭林创业的决心，用他的话说“不
是失败，只是暂时没有成功。”
"#!! 年，郭林回国卖掉婚房，将
全部的资本投入到非洲，又一次创
建了自己的公司，两年来，公司逐
渐成长壮大，如今公司已经有了自
己的品牌。

<# 后创业者杨碧影的故事也
同样精彩，"##< 年，在义乌做假
发生意的杨碧影发现国内的市场越
来越难做，于是便到科特迪瓦进行
考察，“我发现非洲的假发市场比
中国要好得多，因为假发是非洲女
人的生活必需品。中国生产的假
发，价格不高，款式漂亮，在非洲
很受欢迎，不到两个月时间，科特
迪瓦的市场就打开了。”杨碧影开

心地回忆道。
“但是在非洲创业也充满着很多风险。”杨碧影讲述

了他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年，科特迪瓦发生
内战。我在一次运货时，刚好赶上两军在交火，政府军
误认为我是运武器给叛军，枪口一直瞄准我的车，后来
经检查发现我运的都是假发。政府军和叛军对中国人都
挺友好的，那一次我顺利通过了交火前线。”

这就是非洲，一个机遇与挑战
并存的地方。也正是这样的特质，
非洲才吸引了那么多善于把握机
会，勇于承担责任，乐于接受挑战
的“<# 后”青年，他们将奋斗的
汗水，青春的泪水一并挥洒在了非
洲大陆上。

生活：艰苦与幸福相伴

提到非洲，很多人都会想到炎
热的天气，艰苦的环境。“的确，
非洲的生活很艰苦。”杨碧影说，“在非洲，我们最怕
染上疟疾，这种病通过蚊子传染，感染后高烧不止，如
果当地没有中国医疗队，得上这种病是非常危险。”

此外，感情的问题是每一个在非洲创业的“<#

后”都会遇到的难题，“在不上班的时间，最想的就
是家人，所以大多的业余时间都花在 == 上，哪怕是
等到凌晨和家人聊上几句，也是幸福的。”杨碧影感慨
道。

非洲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对这些“<# 后”创业者
来说，生活却是苦中有乐。“非洲的环境是艰苦的，守
店的日子是枯燥的，乐趣是需要自己创造的。”郭林打
趣地说。

在郭林的眼里，独立的生活就是一种乐趣。“原来
不会法语，现在身处法语环境，逼着我讲，也就无师自
通了；原来沉迷网络游戏，现在网速不给力，网游也慢
慢地被我淡忘了；原来只会吃，不会做，现在只有自己
动手，风衣足食，也可以炒几个像样的菜了。”

文化的差异，也让郭林单调的生活充满了欢乐。他

向记者讲述了他一段难忘的经历，“有一次，我在一
家餐馆吃饭，正吃得带劲的时候，突然有一非洲人上
前把我的脚抱住，另一非洲人把我的鞋硬扯了下来。
我想，糟了，遇到抢劫了。正准备好抱头待毙，其中
一个人指着鞋板脱裂的开口，操着一口标准的非洲法
语说道，‘哥们，你鞋破了，需要补不？’吓了我一
跳，汗！传说中的非洲鞋匠！”
“和非洲人交往，很多时候都会让我觉得快乐。”

杨碧影开心地说，“我经常在路上会遇到一些非洲孩
子，他们拉住我的衣角，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些吃的，
我会送给他们一些硬币或者饼干。他们通常会露出一
个非常阳光的笑容，并用很优雅的手势招呼他后边的
一大批兄弟，示意这个中国人是个好人。然后，这帮
小家伙就会用崇拜的目光目送我远去，有的小孩因为
喜欢中国功夫，还会跟在我的后面大叫‘功夫！功
夫！’，这种幸福感是难以言喻的。”

未来：青春与梦想远航

“三年前的今天，我为自己迷失在茫茫人海的求
职大军中而感到绝望；两年前的今天，我为自己放弃
外企的工作机会而感到后悔；一年前的今天，我还在
为自己辞职，准备创业又缺乏资金而感到苦恼；今年
的今天，我为自己带领 $个人的团队，共同经营着一
家年销售额近千万元的公司感到骄傲和自豪。明年的
今天又会如何，我不知道，但我会一直乐观地面对。”
郭林坚定的说。

这就是在非洲创业的“<#后”，对于现在的成绩，
他们不骄不躁，对于未来，他们低调前行。

谈到梦想，郭林说：“我一直认为，真正的人生是
从确定目标的那一刻开始的。未来，我希望可以做一个
以矿山机械为主，农用机械和交通运输机械为辅的多元
化进出口贸易公司，业务覆盖大部分非洲国家市场，打
造一批由中国人和非洲人组成的精英团队，为中非贸易
合作与发展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
“梦想分为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梦想，一种是梦

想通过我得以实现。”杨碧影说，“我的梦想属于后者，
我希望能做成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公司。虽然这
个梦想有些遥远，但我会为我的梦想做一些实实在在的
努力。”

据透露，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后”到非洲
创业。也许，正如郭林所说，“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两种
人生，一种是安安稳稳，平平淡淡的一生；另一种是波
澜起伏，轰轰烈烈的一生。正是对创业梦想的执著追
求，对轰轰烈烈人生的热爱，让我们选择了现在的生
活。”这些勇闯非洲的青年，正用青春书写着属于他们
的非洲神话。 本文图片均由胡琎心摄

“80后”勇闯非洲
孙少锋 胡琎心

在布基纳法索创业的郭林

华侨与非洲人一起赤脚欢乐

杨碧影与妻子一同在非洲创业

近年来，“华人保姆热”
在欧美各国兴起。受过一定教
育、外语流利或具有一定育儿
和孕妇护理知识的华人保姆，
不但收入增加，甚至出现了高
薪难求的现象。正因如此，许
多人相信华人当保姆是一件美
差。然而，华人保姆背后的辛
酸有谁知？

在西班牙家庭里当保姆的
赵大姐表示，在西班牙当保
姆，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得
四处跑。也许上一家雇主在马
德里，下一家雇主在马拉加。
而且，当保姆，家务活不是问
题，孩子才是大问题。雇主的
孩子，打不得，说不得。而一
味地顺着孩子的结果便是养成
孩子任性跋扈的性格。对雇主
的孩子，是宠爱，还是管教，
这中间的尺度如何拿捏，都是
让保姆们头疼的难题。

除了工作地点不定、管教
孩子尺度难拿捏外，缺少职业
保护也让华人保姆大吐苦水。

在美国，一般华人保姆的
月薪为 !"## 美元至 !$## 美
元，比打零工高出不少。不
过，美国并没有将保姆列入劳
工之列。也就是说，在美国当
保姆得不到劳工法的保障。华
人保姆张小姐说，在美国，许
多华人保姆都有类似的遭遇：
雇主不负责其医疗保险，也不会给予假期福利；很多华
人保姆工作时间长，有的还经常被雇主呵斥，在工作时
间内不准打电话、不准和朋友或亲戚联系、不准对外表
明他们的薪资待遇和工作情况等。

受不公平待遇的决不仅限于美国的华人保姆。在英
国家庭工作的华人，同样遭受严重剥削。有关专家表
示，在英国，家庭环境内的有薪劳动，是一个不受管
制、没有规则的行业。家庭保姆在私人住处工作，她们
的劳动生活隐秘不为人知，她们的工作条件也不受规
范，全由雇主个人决定。雇主找寻员工的特质———“有
弹性 %随叫随到，工时超长&、廉价和弱势”以及移民
家佣的位置———阶级 %劳工&，性别 %女性&，民族 %“外
来”&，定义了英国华人保姆的处境。

华人保姆弱势的处境让许多移民家佣团结起来，为
自身争取应得的权益。英国知名的移民家佣劳工权益组
织卡拉杨 %'()(*((+& 集结了来自东南亚和中东各国的
移民家佣，为不少成员解决了她们工作环境里面临的种
种困难。而美国的一些家庭佣人组成“美国家庭佣人联
盟” %,(-./+() 0/123-.4 5/67263 8)).(+42&，在争取与
捍卫佣人的尊严和权益的同时，使得这些移民家佣得到
更公平、更合理的工作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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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为在美国主流社

会及社区推广中华文化、增加

中文阅读资源，美国 《侨报》

向纽约皇后区公共图书馆法拉

盛分馆捐赠了500本中文图书

及 1000美元善款。未来该图

书馆还将建立“侨报书架”，

以供读者免费借阅中文图书。

上图：侨报总编辑郑依德

（左一）将1000美元支票转交

给皇后区图书馆基金会。

右图：郑依德（左一）将

一本名为《中国》的书籍捐赠

给该图书馆。 阮煜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