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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诸如“闪

婚”、“闪离”等流行语不断涌现。而作为

最新流行语的“闪辞”，近期也在华人圈中

流行开来。华人“闪辞”一族阵容不小。

旅英华人小刘就是“闪辞”一族。自

!" 年前来英国定居，小刘的日子过得优哉

游哉，既没成家也没立业。不断辞工，不断

找工作成了小刘的家常便饭。一份工作最多维持一年半载，有的工作甚至

干三五天就辞职。!"年过去了，小刘也差不多走遍了英国。

谈及“闪辞”原因，小刘说：“我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趁着年轻，

游遍各地，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这才是该有的生活。”

浪迹天涯的生活，潇洒中透着无奈。家人都很担心小刘将来“老无所

依”。小刘妈妈诉苦道：“都 #"好几的人了，没想过让自己安定下来，每

天像只没脚的小鸟一样，只想着这样过一天算一天的，一点事业心也没

有，将来能有什么幸福。”

旅西华人小莉也爱“闪辞”。其主要辞工理由是看不爽老板，或和同

事关系闹僵。小莉好友王小姐说：“小莉脾气还是蛮倔的，不太善于处理

和老板以及同事的关系。工作过程中，有什么不愉快发生，小莉便会第一

时间说自己要走人。‘闪辞’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谈及小莉“闪辞”的潇洒，小莉母亲表示，自己作为家长也负有一定

的责任。自己对小莉的溺爱导致孩子现在目空一切、眼高手低。小莉母亲表

示很担心女儿以后的职业发展，尽管小莉自己好像并不担心。

一些华人因性格或人际关系原因爱“闪辞”，另一些则爱“骑马找

马”，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闹“闪辞”。

不过，华人“骑马找马”有风险。闹得不好，不止丢了手中“饭碗”，

应聘的工作也没了着落，两头落空。

从事 $%行业的美籍华人唐先生，因公司效益不佳，今年春季开始海

投简历找下家。唐先生面试一家公司后，对方对他进

行背景调查。不久，唐先生现任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通

知他已被开除，必须马上走人。唐先生多方打听后得

知，原来下家联系了现任雇主作背景调查。原来十拿

九稳的工作泡了汤，失业在家的唐先生只得继续四处

求职。

看来，“闪辞”的背后，无奈比潇洒更多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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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跳槽 来源：耐游香港网

陈梦云、陈梦凡姐妹俩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都西班牙港的中心位置
经营着一家名叫“红棉”的宾馆。

她们的父亲陈高福上世纪 !"年代初离开广东老家远赴特多时不过 #"

岁出头，数年后在异国他乡迎娶华商女儿为妻，此后开始了在特多的经商生
涯。

陈高福夫妇先后在特多南部普林斯顿和瓜亚瓜亚纳开设商店，均以失
败告终。随后，他们在市中心女王公园北部购置了一处房产，希望开始相对
稳定的生活。
“这是一幢两层的小楼，一楼是车库，二楼是住宅，”陈梦云回忆起童年

的往事感慨良多，“父母亲把全部的积蓄都投入了这处房产，他们既不懂技
术又没有知识，很难在西班牙港找到工作，家里很快陷入困境。”

为生活所迫，一年后，陈高福夫妇不得不重拾经商的打算，他们将住宅
一楼的车库改造成一间店面做起快餐生意。“那时候的生意规模很小，我们
的餐馆只有 $张餐桌，餐馆和家庭共用一个厨房。”陈梦凡说。

然而，命运没有再一次捉弄这对屡败屡战的夫妇。他们的餐馆位于特多
教育部对面，很快成为教育部的“专用”午餐厅，随着女王公园周边道路改造
的完成，这片区域更成为西班牙港的交通枢纽，餐馆的生意日益兴旺。

陈梦凡说，姐姐比自己年长 %&岁，从她有记忆开始，姐姐就在课余时间
帮父母照料生意。陈梦云从小也在餐馆里干活，从淘米择菜到洗碗刷盘，从
迎来送往到收银结账，除了炒菜，餐馆的所有活计她都做过。

上世纪 '(年代初，特多政府大力发展旅游业，为新开酒店提供 &(年的
免税期，陈高福夫妇看中了这一机遇。“餐馆是小本经营，投资小，回收快，风
险低，”陈梦云说，“经营宾馆则不同，不但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还要有相应
的管理水平。”陈高福夫妇不但再一次投入了全部财产，还从银行大量举债，
购置了餐馆附近的一块地产建起一座 )(间房的宾馆，取名“红棉”。
“那时候的‘红棉’与其说是宾馆，不如说是旅社，规模不大，设施也很简

陋，”陈梦凡说，“生意一度很不理想，不要说还贷，就连维持运营都难以保
证。”为此，陈高福夫妇专门赴香港考察酒店管理。“他们的调研笔记有厚厚
一本，从市场营销到运营管理，从接机送客到擦鞋撑伞，每个细节都记录得
非常详尽，这为后来酒店业务逐步走上正轨提供了第一手的参考资料。”

经过此次考察，“红棉”逐步扭亏为盈，陈高福也开始考虑扩大酒店规
模，上世纪 *(年代中期，新建的 +!间
崭新客房开门迎客。“然而积劳成疾的
父亲最终倒在了他倾注一生心血的
‘红棉’，那是 %,,-年。”陈梦凡说。

姐妹俩毫不犹豫地全面接管了酒
店的一切业务，并开始着手酒店的再
一次扩建。%,,'年，“红棉”已成为一
家拥有上百间客房，游泳池、健身馆、
会议厅、娱乐室俱全的高档酒店。

如今的“红棉”已经成为当地知名
的酒店品牌，曾经维持着陈高福全家
生计的那个小餐馆也脱胎换骨，成为
“红棉”* 楼那家闻名遐迩的特色餐
馆。
“这里见证了父亲奋斗一生的辛

酸与喜悦，我们会把它传承下去。”陈
梦云说。

“红棉”往事———

一个华人家族的奋斗史
新华社记者 朱庆翔

近日，美国纽约华埠的 # 对华人新人在同一
家酒店举办了一场婚礼。婚宴以红色为主题，随
处可见龙、凤和双喜字的标志。每对新人都邀请
了 &""多位客人，摆了 &'桌酒席。婚宴上，新婚
夫妇为长辈敬酒，并接过长辈赠送的金饰和红包。

浓浓的中国味

海外华人耳濡目染异域文化，婚礼习俗难免
受到一些影响，但是许多华人还是愿意按照中式
传统举办婚礼，完成自己的人生大事。

中国人结婚的首要大事是选择“黄道吉日”，
海外华人也沿袭了这一传统。据美国媒体报道，
有的华人在挑选结婚佳期时，还会考虑男女双方
的生辰八字以及出生地点。西班牙华人也相信
“黄道吉日”能给新人带来幸福美满的生活，所以
农历上的好日子也是西班牙华人扎堆结婚的日子，
随处可见华人办婚礼的喜庆场面。

中国味十足的婚宴也是华人婚礼的“标配”。
宾客们按照中国的传统向新婚夫妇送礼金并登记
在账。在加拿大做酒店生意的华人杨先生说，由
于新人邀请的亲朋好友仍以华人圈子为主，大家
比较喜欢吃中餐，所以婚宴也以中餐为主。

华人长辈向新人送金饰以传达美好祝愿的习
俗依然流行。在纽约华埠的金饰店铺里，龙凤镯
等传统婚庆金饰十分走俏。新加坡华人则喜欢在
结婚前置办项链、手链、耳环和戒指在内的“四
点金”大礼。

久违的归属感

与相对简约的西方婚礼相比，中国传统婚礼
的繁文缛节确实有点多。为什么身在异乡的华人
对中国式结婚恋恋不舍？

一方面，按照中国的传统来举办婚礼会让华
人寻找到久违的归属感。 《大西洋月刊》 援引英
国人类学家戴尔·威尔森的观点说，许多华裔在中
国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但是长年漂泊在外的他

们会对传统有一种渴望，所以一些传统习俗在海
外反而被强化了。

另一方面，老一辈的华人移民对中国的传统
仍有无法磨灭的记忆，他们仍希望子女们的婚姻
大事没有完全偏离这一传统，这潜移默化地影响
了子女们对中国特色婚俗的理解。英国华人林小
姐说，她听从了母亲的意见，等选好了农历上讲
究的“宜嫁娶”的好日子才和男友去登记结婚，
为此林小姐的结婚日子推迟了一个月。

对于华人结婚时比较注重排场，勃鲁克学院
的中国专家肯尼斯·盖斯特表示，婚礼是人们核心
价值观的公开展示，它反映出人们想成为怎样的
人，想在别人眼中成为什么样的人。华人不惜重
金举办婚礼也是一种表演，表现出了他们的希望
和企图，展示出他们在移民社区各个群体中的地
位和行动能力。

变迁的婚礼观

不过，东西方的婚礼习俗存在巨大的差异，
依然坚持中式婚礼的华人有时也会感受到中西文
化碰撞时擦出的“火花”。

小陈夫妇在西班牙办了一场中式婚礼，婚宴
在晚上举行，亲戚和好友们觥筹交错、欢声笑语。
谁知很快警察送来两张罚单：一张罚他们严重扰
民，一张罚他们违反了禁烟令。中国式结婚的隆
重排场在海外有时也会招惹是非。意大利一对华
人小夫妇在结婚当天出动了五辆豪车，结果婚车
队伍遭到当地财政警察的拦截和检查。

看来，中国式婚礼的某些礼节和传统在海外
有些水土不服。这在某种程度上让“中西合璧”
的婚礼在华人社区中流行起来。年轻的华人不愿
完全抛弃传统，同时也遵循“拿来主义”，让自己
的婚礼带上了东西结合的色彩。

在加拿大喜结连理的一对华人夫妇，用传统
的中国菜宴飨宾客，同时邀请了一个西乐队演奏，
以满足年轻朋友跳舞的需求。英国华人沈小姐的
婚礼也有不少中国色彩，不过在现场宾客的起哄
下，新郎按西方传统单膝跪地为她戴上了婚戒。

婚礼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着移民群体
对当地社会的融入程度。的确，华人正在不断融
入当地社会，他们的婚礼也会逐渐带上异域色彩，
但是相信那些深深的中国烙印不会随风而逝。

虽然经济危机的雾霾迟迟不肯消散，华人在海
外的努力拼搏，却大显成效，得到大众认可。近
日，美国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称，美国华裔人口是
亚裔移民中人口最多的族群，总人口超过 ("" 万，
收入也好于美国一般白人家庭。

黄皮肤勇闯世界

在纽约大学已就读八年的小张说，在美华人正
逐年增加。以前他们总出现在餐馆、超市，而今更
多的同胞已开始进军医生、律师等高收入行业了。
“我的师兄毕业后进入美国当地律师所工作，虽然
只是初级律师助理，但却让我备感自豪，也使得我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如今，越来越多的华人心怀梦想，奋斗在异
乡。美国布朗大学《分离然而平等：美国亚裔》研
究报告指出，华人已经实现了近 !)"" 万亚裔队伍
中平均 !*(的“占有率”，家庭平均年收入的不断
攀升也为白人所惊叹。

华人群体的日益壮大，海外华人凝聚力和自信
心的逐步增强，为华人的社会地位带来了较大的提
升。

&""+ 年，华人医师于群陶博士在大休斯敦地
区主流报纸 《福遍太阳报》 举办的“&""+ 读者的
选择”评选中，荣获“最佳小儿科医生”称号，为
华人医师行业带来了极大的精神鼓舞。&"!# 年 ,

月 !日，纽约医师协会宣布纽约市议员陈倩雯竞选
连任，更为纽约华裔的参政业绩增添辉煌的一笔。

迈开脚步向前行

华裔家庭收入缘何超过白人家庭？这与华人勤

奋、敬业的个性密不可分。
据美国《侨报》报道，今年夏天，持续高温热

浪袭击美国西南部地区，南加州许多民众都在家中
躲避高温的“烤”验，而勤奋的华裔工匠们仍挥汗
如雨地坚持在圣塔莫尼卡栈桥上为游客画肖像、捏

泥人。
在加拿大投资公司工作的小张说，加拿大人生

活节奏缓慢而悠闲，而华人的节奏总是较快，拿到
工作总是要尽快做完。这样一来，整个公司的流程
都被带快了。公司的加拿大同事也认为，中国人的
勤快给他们的社会带来了活力。

除了勤奋敬业，华人们也更多地开始思索自身
定位。如今的华人已不再满足于前辈们“刷盘子”
的老路，而在努力寻找与自身技术和能力相匹配的
工作。

据新西兰《联合报》报道，年轻的西班牙华人
正在趟开一条更为乐观的道路。无论是在新西兰接
受当地教育，还是在祖国接受多年教育，这一辈年
轻人正自如地徜徉在商业和科学院研究领域，在工
程、健康、信息技术和财经行业发展得顺风顺水。

停下来重新审视

虽然华人群体整体发展趋势越来越好，仍有一
些问题尚未解决。

华人依然热衷生活在华语圈中，赚来的钱也大
多来自华人。在《分离然而平等：美国亚裔》报告
中指出，洛杉矶、纽约等大城市拥有越来越多的华
人，但是他们仍更喜爱居住在自己族裔的社区内。
而在伦敦郊区经营美甲店的 -./0 也表示，每月虽
然收入还不错，但细数下来，美甲店赚的钱多数还
是来自同胞的。

华人在外闯荡，互帮互助必不可少。如能勇敢
向前跨一大步，走出华语小圈子，将文化差异融化
在生活中，必能继续披荆斩棘，获得更好的口碑和
更好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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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中国文化行———完美四川巴蜀营”

在成都正式开营，近百名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老挝、

缅甸等国家的海外华裔青少年齐聚四川，学习中华文化，

探寻文化之根。图为参加巴蜀营的营员们。安 源摄

文化寻根

喜
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