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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一些职场中
的华人女性在怀孕生子之后，依旧坚持在
事业上继续打拼。她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
职场的拼搏中，难免会缺少对家庭的关
注。

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权
衡家庭与事业孰轻孰重之时，他们必须要
做一个果断的选择。身为人母的华人们，
是选择留在职场，追求事业的卓越；还是
退居家庭，践行“女主内，男主外”的传
统理念呢？在面临事业发展与照顾家庭两
个选择时，“妈妈去哪儿”，这似乎成为了
一个十分纠结的问题。

事业与家庭难以兼顾

“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重”
的传统家庭观念影响着华人母亲的择业
观。但是对于一些事业至上的女性而言，

“出得厅堂，不下厨房”或许才是她们中意
的生活。

华人张芊在孩子出生时，事业正处于
上升阶段，而婆婆又不习惯英国的生活，
综合这些因素考虑，只能将孩子留在国
内。虽然从客观来说，孩子回国让她少了
后顾之忧，但是在投入职场之时，也少不
了操心和牵挂。

事业的发展满足了张芊的成就感，但
儿子的成长过程中却缺少了母爱的润泽。
如果让她重新选择，将孩子留在身边，做
一个全职妈妈也许是她最真实的选择。

华人母亲的事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但是在孩子本该享受母爱的时候，却让这
种亲情远离和缺失，以至于对孩子在人格
塑造、家庭关系构建方面都产生了不良的
影响。

经济压力迫使重返职场

与那些事业有成的职场母亲不同的
是，一些华人母亲在面对是否选择重回职
场时，摇摆不定、进退两难。重返职场意
味着失去政府给予的生育福利，而一旦工
作薪酬不高，面对着昂贵的育婴费用和教
育资金时，她们的生活往往捉襟见肘、入
不敷出；而回归家庭，做全职母亲可以得
到客观的政府福利，可是多年寒窗苦读又
使她们不甘心于退居家庭，潜意识里萌发
的对于“家庭主妇”的排斥感，使她们的
幸福指数降低。

来自家庭的经济压力让这些华人妈妈

不得不重返职场，而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
鲜。据报道，受英国经济危机的影响，有
75万名英国妈妈 （孩子低于5岁） 为了缓
减经济压力正在从事一份全职工作，该数
额比2007年增加了15万。

同时，英国《每日邮报》曾报道，相
比经济危机前，不少华人妈妈的“育儿”
压力也有明显增加的趋势，以至于超过六
成的妈妈在怀孕期间就已经计划好未来会
回归全职工作。

随着育儿经费的渐涨、购房压力的增
加，主妇们不得不走向职场，扮演着双重

社会身份，承担起家庭赋予的另一份责
任。但是，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难以适
应朝九晚五的生活、无法再获得政府的育
儿福利等都成为了她们重返职场后的困扰
于心的诸多隐情。

调整心态，量力而行

那么，华人妈妈到底该回归家庭，还
是奔波事业？这似乎不仅仅是个人职业选
择的问题，它所涉及的是一种家庭模式的
构建，以及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思考。

重返职场，这些已为人母的女性不仅
要提升自己的职场竞争力，而且要妥善处
理好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对于她们而言，
似乎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压力，在用事实
证明自我独立的同时，还要在中西文化交
融的家庭伦理观念中寻求自我发展的希
望。

回归家庭，意味着自我认知中对于事
业的追求就要不断地淡化，取而代之的是
在“相夫教子”的理念下，努力去构建和
谐的家庭关系。也许经历了 10 年寒窗苦
读之后，却难以找到用武之地，柴米油
盐、家长里短才是生活的主流。

不过，不管职场中的华人妈妈作何选
择，量力而行，适合自己，才是最佳的选
择。也许“全职奶爸”的出现正为这些女
性重返职场，提供了保障，使职业女性在
追逐自己事业梦想的同时，又可以找到一
个温暖的归宿。当然，面对职场妈妈的困
惑，政府也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正如澳
洲公共政策智库格拉顿研究所戴利所说，

“最重要的政策是改善家庭福利、儿童保
育福利和退税的政策，以便一个家庭中女
性能够在扣除税收、福利和托儿费后得到
更多的收入。”

妈 妈 去 哪 儿妈 妈 去 哪 儿
——职场上华人母亲的“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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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据当地媒体报道，“魔幻厕所咖啡厅”不久
前在美国工业市 STC广场问世，吸引了许多喜欢猎奇
的华人食客前往体验“吃喝拉撒”于一体的感受。

如今的顾客不局限于关注食材、口味，用餐文化
与用餐体验也成为其选择餐馆的重要标准，华人餐馆
为了吸引食客的眼球，都在营销上做足了创意功夫，
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在巴黎，有一个以特色民族文化见长的华人餐
馆，古色古香的门面，五彩斑斓的室内挂图，独具民
俗特点的装饰物以及餐馆主人热情洋溢的祝酒歌，都
让这个华人餐馆在异域大放光芒。

而在美国，为了独树一帜，各家华人餐馆都费尽
心思。据报道，美国南加州中餐、饮品店遍布各地，
为了招徕顾客，华人餐馆老板将原本普通的饮料名称
改写得“炯炯有神”，不少饮料在“雷人”名称下迅速
窜红。“三角恋”奶茶、“红杏出墙”奶、“鸳鸯戏水”
果汁，都大受欢迎，很多顾客被名字吸引，而后品尝
完再点。

同是在美国，罗兰岗的一间由一群年轻华人经营
的餐厅，为了增加人气，抓住当下年轻人的胃口，定
期举办男女速配联谊活动，借机推销店内餐点，用此
营销战略吸引年轻男女前去一探究竟。

而在日本的华人聚集地池袋，有一家极具时代风
格的“东方红”的华人餐厅，服务员身穿一身标准的
红卫兵装扮，带着“为人民服务”红袖标，顾客在餐
厅用餐，仿佛此刻时光倒流。

这些华人餐馆之所以能吸引大批当地食客，一方
面离不开其整洁的环境、可口的味道，另一方面还在
于其敢于创新，无论是在装潢、餐馆主题、雷人名称
还是在营销活动上，这些餐馆都有可圈可点之处。有
与众不同的个性，才能脱颖而出，进而方能吸引顾
客，这是华人餐馆能在同行中取胜的原因，也应该是
在各行业竞争取胜的黄金法则。

近日，侨居在巴塞罗那一名刘姓侨胞收到当
地税务局的通知，要求其提供 2010年至 2013年的
个人所得税报表接受检查。在提供相关资料之
后，刘先生的部分转账资金遭到税务局的怀疑。
由于无法证明资金合法来源，他被处以2万欧元的
罚款。据其本人介绍，账户上的两笔“巨额”收
入是从事海外代购生意的资金回流。

监管松懈隐患多

据悉，在收到税务局的罚款通知单后，当事
人刘先生心急如焚，希望能够通过申诉取消对自
身的处罚。但是，由于刘先生的妻子所做的海外
代购业务，没有保留以往的购物发票、寄货单据
等，使得申诉变得困难。

海外代购不仅会给经营代购者制造麻烦，还
可能波及“望穿秋水”等待商品漂洋过海的广大
消费者。

据《东方早报》3月26日报道，宁波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解剖”了一只海外代购的正品薰衣草
小熊玩具。经检查发现，该玩具熊里面除了薰衣
草和小麦种子，还有一种杂草、两种真菌以及 20
多只活的米虫。

据报道，自去年以来，福州、萧山、长沙、
南京等口岸共截获薰衣草小熊玩具近 50批次。这
些薰衣草小熊多为通过邮寄入境，均未获得检疫
审批，对消费者的健康带来隐患。

售后维权路艰辛

2014 年 1 月 2 日，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
布 的 《中 国 电 子 商 务 市 场 数 据 监 测 报 告》 显

示，2013 年，中国海外代购交易规模将达 744 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过 30%，高于 2012 年的
483 亿元，预计 2014 年海外代购交易规模将超千
亿元。

为了能用较少的花费购买到“心头爱”，越来
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青睐“海外代购”这种新颖时
尚的购物模式。“空姐代购”、“机场代购”很快就
成为很多网店的特色经营项目。但目前海外代购
市场乱象丛生，不少网店宣称所代购的商品均为
正品，然而“高价买到假货”、“高仿品以假乱
真”等投诉却不绝于耳。

海外代购的商品不仅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售
后服务也难以达标。交易双方沟通不畅、管理规
定不完善都造成消费者维权路漫漫而道艰辛。

防微杜渐最关键

侨民经营海外代购业务“触网犯规”日益增
加。由于侨民常年身处异国他乡，对于中国的违
规违禁产品缺乏了解，往往消费者指定的代购商
品很可能就属于违规违禁产品的范畴。如此一
来，代购者在承担高风险的同时，还很有可能会
招致牢狱之灾。

因而，经营海外代购的侨民，应该深入了解
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在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的
前提下，追求利益最大化。

另一方面，私人代购业务的准入条件及电子
商务监管等方面的规范亟待完善。

而作为消费者，在享受海外代购便捷的同
时，更应该增强自身的风险意识，慎重选择。

检验检疫部门提醒，一定要确定海外代购商
品在进口时通过检验检疫，以免威胁损害到消费
者的健康。

海外代购受宠

侨民谨防“触网犯规”
陶一萍

海外代购受宠

侨民谨防“触网犯规”
陶一萍

“ 我 是 黄 西 ， 黄 瓜 的
黄，西瓜的西。”作为美国
最受欢迎的华人脱口秀笑
星，生活中有点宅、天然
呆的黄西以这样的开场白
介绍着自己。

“70后”的黄西是中科
院的硕士，后留美获得得
克萨斯州莱斯大学生化博
士学位。2009 年，在美国
深 夜 节 目 收 视 率 冠 军 的

“大卫·莱特曼秀”中，黄
西表演的近6分钟的脱口秀
使他成为了美国喜剧界的
明星。而在 2010 年白宫记
者年会上，这位中国移民
当着美国总统的面开他的
玩笑，获得了 2400 位政界
和新闻界人士潮水般的掌
声，让黄西得到了“华裔
脱口秀第一人”的称号。

谈起自己脱口秀成功
的原因，黄西笑称“错误
犯多了就有感觉了”。

“刚开始脱口秀表演，
痛苦的是我讲的段子观众
不笑。更痛苦的是，观众
笑了，可笑点跟我设计的
包袱不一样，我还是不知
道大家为什么笑。”

初到美国，黄西的生
化专业研究对象是果蝇，
黄西觉得“研究实验室里
的美国人比研究果蝇有意
思得多。”黄西说，“我发
现美国人跟中国人习惯完
全相反，美国很少有人喝
热水、热奶，菜从冰箱里
拿出来就吃。中国人身体
不舒服要用热敷，美国人

爱用冰敷，这样的文化差异让我很好奇。”
尽管文化差异让黄西在生活中闹了不少笑

话，但同时也给了他素材和灵感，这些贴近美
国人生活的“段子”，让他的脱口秀变得更“接
地气”。

“大卫·莱特曼秀”让黄西成为了美国家喻
户晓的脱口秀明星，黄西也看准中国脱口秀的
发展空间。黄西表示，“中国脱口秀刚刚开始发
展，是挺新的一个娱乐形式。我想让脱口秀在
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希望把它变成和相
声、小品一样被大家广泛接受的娱乐形式。”

2013 年底，黄西在上海举办了首个剧场脱
口秀《开什么国际玩笑》，连演5场，一票难求。

对于脱口秀在中国的流行，黄西认为，“因
为中国人越来越有个性，也越来越国际化了”。

“我在中央电视台二套做一个脱口秀加求真
类节目叫做 《是真的吗》，让我也学到不少东
西。”谈及国内脱口秀与美国的区别，黄西表
示，在国内，段子必须得短且直接，让观众一
听就笑。“而在美国恰恰相反，电视里面讲的东
西，可能拐弯的地方设计得多一些，大家才喜
欢”。 （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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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苏州市侨联主办的“侨界大讲堂”在山塘昆曲馆举行“归侨学昆
曲”活动。40多名归侨欣赏经典昆曲折子戏《牡丹亭·惊梦》后争先恐后地上
台一试身手，在昆曲演员的指导下体验唱念做打手眼身步法，感受昆曲的真正
魅力。图为苏州侨联举办的“归侨学昆曲”活动。 图片来源：苏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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