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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阿罕布拉市一名年轻华裔居民，
本来打算用父母的钱作购房首付，不料遭到当地
银行的拒绝。原来，银行认为，父母的钱财与他
毫无关系，不能作为收入证明。

依靠“父母银行”过日子，对于国内年轻人
而言，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人们眼里，华人二
代耳濡目染西方文化，理应更加独立。不过，现
实似乎并不如此。

变本加厉

第一代华人移民大多凭借勤劳和魄力在海外
打拼天下，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子女却
成了喜欢“依偎”在父母怀抱中的“啃老族”。
他们不但无心建立自己的事业，还在啃噬着父母
辛苦赚来的积蓄。

一位温哥华青少年辅导员指出，以前当地华
人小区多处理子女晚归问题，现在让他们头疼的
则是宅在家中、无所事事的“啃老族”问题。

美国华裔青年艾迪森·陈已经大学毕业半年
有余，却还没有找到工作，于是理所当然地过起
了“啃老”生活。而据艾迪森自己透露，他的许
多当地同学，毕业后若找不到工作就会先找份零
工养活自己。

更有甚者，一些习惯了“钱来伸手”的华人
青年在结婚之后，还靠吃父母的老本生存。莫聪
夫妇是一对“!" 后”小夫妻，二人都是西班牙
华人二代。结婚前，二人就奉行“及时行乐”的
价值观，花起父母的钱大手大脚。现在，这对小
夫妇的孩子已经一岁多了，竟然继续“常驻”父
母家，靠着父母的积蓄过潇洒的享乐生活。

“优良传统”？

华人“啃老族”的层出不穷，与社会经济因
素不无关系。

经济的不景气和高失业率让大学生毕业即面
临失业，华人毕业生也难以幸免。美国人口普查
局的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岁至 %&岁的美
国成年人住在父母家里的比例一直在上升。如此
看来，华二代的大量“反巢”也是“顺应历史潮
流”。

不过，不少专家认为，华人子女沦为“啃老
族”，最应反思的是他们的父母。

华人子女身处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冲突之
中，开拓社交圈、培养独立意识和增强自立能

力，对他们融入当地社会尤其重要。但是，分析
人士认为，由于第一代移民不了解西方社会，对
西方文化心怀恐惧，他们总倾向于让孩子呆在家
里，以避免惹事生非，并一味强调学习功课。这
相当于剥夺了子女们的权利。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但是，一些华人父
母并没有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一位加拿大华人社
工说，当地华人移民家庭的子女少了，许多家庭
出现三代人照顾一个小孩的情况，孩子从来不用
做任何家务事。一些华商家庭，由于没有时间照
顾孩子，倾向于用物质来补偿他们，也让孩子养
成了“公主病”、“王子病”。

华人子女很快会受到及时行乐的西方价值观
的影响，但是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却没有培养他
们“单飞”的能力，无怪乎找工作碰壁后又回归
到父母的庇护下。

该断奶了！

华人二代“啃老”，最直接的结果是让第一
代移民成为“三明治一代”：既要赡养年迈的父
母，又要为没有工作的子女买单。传统上，华人
家庭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风”的期望，不争
气的“啃老族”无疑加剧了家庭成员之
间的代沟和矛盾。

找不到工作、没有自信和安全感，
也把许多“啃老”的华人二代子女推向
了犯罪的边缘。西班牙华人刘
先生在马德里经营的超市多次
遭遇抢劫，他说，抢
劫的人中竟然有很多
是十七八岁的华
人二代。

看来，华人“啃老族”真的该断奶了。
如何断奶？华人移民父母不妨学习一下西方

家长的“冷酷无情”：对于迫不得已而搬回家住
的子女，大部分美国家长都要求他们缴纳
伙食费和房租，只是偶尔给他们打个
折扣。

长时间“啃老”，也会造成
心理问题。专家认为，父母应该
多给“啃老族”一些时间，鼓励
他们外出旅游，帮助他们
锻炼自主能力。对于已经
养成“啃老”恶习的华人
青年，应该考虑进
行心理咨询，逐渐
建立“断奶”
的信心和
勇气。

本报电 （聂传清）
日前，由世界华人建筑
师协会、重庆市永川区
人民政府、重庆大学城
市科技学院联合主办的
茶山论“建”学术研讨
会，在永川区中华茶艺
山庄举行。来自世界各
地的华人建筑师、重庆
建筑界的学者、教授、
企业家以及重庆大学城
市科技学院建筑学院部
分师生共 '$"多人出席
了学术会议。

此次研讨会的主题
是，探讨中国西南山地
地区传统建筑与人文历
史的关系，探讨新形势
下传统人文建筑与环境
的融合与传承，探讨新
形势下建筑学院的教学
与培养目标。

图为世界华人建筑

师协会副会长吴国力

（左三）代表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向大会转

送建筑大师马国馨院士、何玉如的题字。
聂传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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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肖列） $月 %"日晚，“第九届世界华裔杰出
青年华夏行”北京市欢迎宴会在北京饭店举行。国务院侨办
主任裘援平、北京市市长王安顺等出席。

王安顺表示，北京将精心安排各项参访活动，让华裔青
年游览千年古都的历史遗迹，真切感受文化名城的现代气
息，亲身体验科技之城的创新成果，实现“感知中国、加强

联谊、共谋发展”的
活动宗旨。

王安顺指出，华
裔青年是侨界未来的

中流砥柱。北京市将认真落实国家侨务工作方针政策，继续
坚持为侨服务、凝聚侨心、维护侨益、汇集侨智、发挥侨
力，着力推动侨胞事业的发展。他希望侨界青年才俊继续关
注北京、宣传北京，支持北京的建设发展。

最后，王安顺以“绽放青春光彩·共圆共享中华梦想”
向与会华裔青年朋友发出倡议。

王安顺：着力推动侨胞事业发展

近日，据《英国侨报》报道，在英国政府改革
儿童福利政策后，当地中产家庭儿童津贴锐减。不
少在英华人出于经济等多方面的考虑，不得已将宝
宝“遣送回国”交由其祖辈照顾，然而这一抉择却
让新晋父母们忧心忡忡。

留在身边，难养

许多华人夫妇都是孤身在外打拼，家中并无父
母帮忙照看幼子。生下孩子后自顾不暇，但却又无
法负担起高昂的保姆费，这是压在许多在职华人夫
妇心头的一块大石。

一位在英国工作的李女士说，在英国请个保姆
得花大价钱，“别说是请全职的保姆，单是把孩子送
到儿童保育员家里托养，一天起码就要 ("英镑。”

西班牙的胡女士也同样为请保姆而烦恼。因为
婴儿常在夜间哭闹，胡女士晚上通宵照看孩子，第
二天还得早起上班，实在是支撑不住，只好请了全
职保姆。照看孩子的问题倒是解决了，但胡女士每
个月的薪水基本上全部交给了保姆。
“烧钱”的保姆请不起，有些华人母亲不得已

放弃工作，一门心思照顾孩子。但是等孩子长大
后，全职妈妈们却发现自己已不能适应竞争激烈的
职场。

当然也有华人选择将父母接到国外帮忙照看孩
子。但是老人在异国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更
别提那些令人头疼的“婆媳问题”、“丈母娘问题”
了。这一办法实际操作起来，实在是有苦难言。

送回国内，难教

但是，把宝宝送回国内，也并非一劳永逸。
一年也见不上几面，父母与孩子难免生疏。既

然不能当面沟通，有些夫妻便选择通过视频来一解
“思子之苦”。

旅西华人刘先生直言，这个方法也并非十全十
美。他说，自己的孩子还小，不懂视频是什么，听
到电脑里发出的声音就害怕，每次视频都在孩子的
哭闹声中草草结束。“以后孩子见到我们的脸，听
到我们的声音会不会害怕呢？”刘先生为此十分忧
心。

将启蒙教育全权托付给家中老人，也让小夫妻
们心中无比“忐忑”。有专家分析称，老人“隔代
抚养”对于孩子的生理保育多于培养教育，容易使
孩子形成骄横、任性的性格。

家住伦敦北部的某华人父亲就曾透露说，自己
曾把孩子送回国，交给外公外婆带。但是，老人认
为孩子高兴最重要，什么都满足他，导致他现在变
得很自私。

非营利组织“纽约儿童中
心”的华裔社工孟郭玉成表示，
由她进行心理辅导过的华人学生
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小时被送回
中国寄养，四五岁再回到美国父
母身边的孩子。这些治疗案例普
遍反映出孩子成长环境出现断层
的问题，以及因为文化交互冲击
而导致的长期心理不适。

交流情感是关键

好不容易十月怀胎生个健康
宝宝，但是孩子留在身边养不
起，送回国内又使得亲情疏离，
“得子之喜”反而给这些新组建
的三口之家蒙上了一层阴影。

对于实在无力养育婴儿的父母们，专攻儿童心
理学的马里兰大学谢晓玲副教授建议说，把孩子接
回身边后，父母需格外努力，帮助孩子减缓由环境
和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冲击。

曾有一名 $岁回到美国上学的闽籍儿童，就因
为与同学之间不能很好相处而导致行为和情绪出现
异常。后来，在专家的建议下，父母积极与孩子交
流，花更多时间与孩子建立感情，才让这个孩子逐
渐恢复正常。

即使是那些力排万难、亲力亲为抚养孩子的父
母们，也千万要多花心思关怀孩子成长。近日，就
有一对旅西夫妇因为忙于工作而疏忽女儿，导致其
离家出走，至今尚未找到。

婴幼儿启蒙教育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送走
孩子已经是无奈之举，父母们千万不能因此松懈了
对孩子的关爱。因为，爱，从来没有补习。

华人小夫妻的苦恼：

“心头肉”反成“心病”
苟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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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自甘肃省多个学校的 )* 名教

师在甘肃省外侨办参加了 )+'% 年“中华文化

大乐园”赴蒙古国教师复选考试，选拔出的最

优秀的 '" 余名教师将赴蒙古国华文学校，向

当地的华裔青少年传播中华文化。在选拔现

场，来自西北师范大学、兰铁四中等学校的老

师现场展示了特意为蒙古国华裔青少年准备的

语文、音乐、武术等课程。 杨艳敏摄

!$月 %"日，前来参加

“第九届世界华裔杰出青年

华夏行”的来自 %% 个国家

和地区的 !* 位华裔杰出青

年代表来到浙江杭州进行交

流，寻找商机，会场内工作

人员正在介绍阿里巴巴集团

的工作成果。由中国国务院

侨办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举

办的本届“华夏行”，以“绽放

青春光彩·共圆共享中华梦

想”为主题。 李晨韵摄

美国西雅图的唐人街国际区，一直以中国美食而闻名。

但是，由于饭店较多等原因，环境卫生问题严重。目前，唐人

街正在对街道垃圾进行处理，市政府与社区办公室也将花

几个月指导唐人街有关垃圾清理的事宜。同时，美国最早

的唐人街之一檀香山唐人街，也开始大力整治困扰当地居

民多年的垃圾问题。

毋庸讳言，唐人街的垃圾严重影响了在美华人的形象。

美国各大城市都有华人聚集地，来美国的人都去过唐人街，

去唐人街的人常常对当地的卫生颇有怨言。垃圾成堆，脏水

横流，路上行人喧哗、随地吐痰，令到访的人们十分难堪。

但华人居住区也并非完全这样，很多新兴起来的华人

居住区已经或正在改变这种状态。在洛杉矶圣盖博谷华人

居住的地方，如蒙特利公园市等地，较之那些老唐人街有很

大进步。有些地方干净整洁，环境优美，这和后来的移民经

济水平较高有关。这些地方的干净整洁，开始改变长久以来

华人居住区就是脏乱的代名词。

中国有句古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说的是经济水平提高了，文明程度也会随之提高。这句话大

体上是不错的。“衣食足而知礼仪”，需要时间但又不完全取

决于时间，观念的进步有时会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华人进入

美国百余年，脏乱的形象至今不能完全改变，一来由于华人

的积弱，二来文化精神层面上的传统教育也是个问题。

物质基础很重要，但不是民众修养提高的唯一条件。中

国还有一句话：“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

于是。”说的是无论身处何种情况，都能很好地保持修养和

操守。华人固然需要提高经济水平，但也

需要一种反求诸己的精神，在文化精神

层面反思华人存在的问题，并付诸行动。

华人社团和政治人物更应把诸如华人区脏乱现象的改

变，以及提高华人民众的文明修养当作重要的事情去做。

每一个华人都从自己做起，进而影响身边的人，那么，在

美华人的形象，总有一天会大大改观。

改
变
形
象
须
从
自
身
做
起

一

娴

华人“啃老族”：
你敢断奶吗？

聂传清 刘园园

漫画：断奶

来源：中国广播网

漫画：啃老 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