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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的华人移民数量庞大，情况也很
复杂。老一代移民、中生代移民和新生代移民
间（一般而言，可以把2008年以前，以技术移
民为主体的一代，称作“中生代大陆移民”；
2008年以后，以“投资移民”为主体的一代，
称为“新生代大陆移民”），存在类似国内不
同年龄段的“代沟”，而经济类移民和技术移
民的差异也相当大。不同类型的中国移民，交
际圈不同，生活方式各异，对当地社会、对故
国，特别是对新生活的融入也不尽相同。本文
就作为对华人移民国外生活观察的一个侧面
吧。

高离婚率引起关注

加拿大华裔的“融入”呈现明显的“两头
差、中间强”的特色。

所谓“两头差”，指二战前移民的“老
侨”中尚有许多世代居住华埠、以汉语（多为
地方方言）为主要语言的华人。在温哥华、多
伦多等地，都有一些“老侨”至今不能熟练使
用英/法文，很少迈出唐人街；而2006年以后
来加的许多大陆新一代投资移民，则习惯于居
住在华人集中的新兴城镇、社区，过着“中国
化”的生活，融入的积极性相对较低。“中间
强”，即二战后、大陆投资移民大规模进入前

的这一批华裔移民，“融入”的主动性最强，
效果也最好，中国大陆中生代移民也是其中较
有代表性的一批。对他们而言，“融入”意味
着更便利的生活和社交、更好的工作及收入，
意味着能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安居乐业，他们也
被称作“走出唐人街的一代”。

但在另一个方面，背景不同、生活方式和
生活状态各异的中生代中国移民，却有着高度
的相似性：就群体而言离婚率偏高，因家庭矛
盾而导致的突发事件屡有报道。2014年5月4
日，又一起中国移民家庭伦理悲剧在卑诗省列
治文市发生：41岁的吴建华当着年幼女儿的面
砍杀妻子，并迫使女儿逃出家门，引起社会震
惊。当地非政府机构——中侨互助会行政总裁
周潘坤玲表示，寻求压力疏导、愤怒情绪管理
和家庭支援的华裔移民家庭个案近年来呈上升
趋势。

近年来许多加拿大传媒和社会团体日渐注
意到，高离婚率已成为加拿大华人移民的一个
普遍现象。这种情况引发了当地一些社会学家
的议论。曾几何时，亚洲移民家庭是加拿大社
会中醒目的“高稳定家庭”，许多“老侨”和
配偶分离多年，团圆后依然可以稳定生活，白
头到老，这曾被当作“东亚现象”加以讨论。
如今大陆移民的婚姻状况，和其他族裔横向比
较，不能说特别突出，但以华人素来讲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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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家庭稳定和睦当作生
活、事业前提和保证的传统衡量，就显得有些
突出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
周潘坤玲曾经表示，移民初到新环境，经

济状况不稳定，加上华裔家庭常常秉持“家丑
不外扬”原则，不愿向他人倾诉苦衷，寻求帮
助，往往导致压力在家庭内部积郁，一旦处理
不好，就容易一时爆发，造成家庭矛盾，甚至
酿成悲剧。

但问题似乎并非那么简单。

“角色转变”是颗定时炸弹

移民对于一个家庭、一对伴侣来说，等于
换到一个新世界从头来过，以前的人际关系、
相处之道都要重新调整。不仅如此，移民前与
移民后，夫妻二人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角
色也变了，同样存在着适应、磨合的问题。这
一切，都容易造成家庭关系的紧张，倘处理不
好，便会引发矛盾，甚至导致婚姻破裂。

比如有一对上世纪90年代初公派来加拿
大，后转为移民，定居多伦多的夫妇，原本在
国内时，丈夫学历高，收入和职位都比妻子好
得多，但移民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妻子原
先是大学英语教师，英语听力、口语都不错，
很快就在当地政府办的ESL（为母语非英语学
生开设的英语教学课程）学校当上了教师；丈
夫掌握的却只是“哑巴英语”，加上自我定位
太高，又不肯下决心重新深造或改行，在要求
“本地经验”“本地资质”的加拿大找工作时
便处处碰壁。赋闲在家，难免胡思乱想，加上
心态不好，就更容易出问题。

有一次，妻子上班时发现忘带教材，就让
家中的丈夫送去。丈夫到学校后，见妻子和白
人同事亲切交谈，且“动手动脚”（其实不过
是当地同事间很自然、正常的互动），当时觉
得受了极大刺激，当场发作，拂袖而去。

这原本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倘发生在正常
氛围，沟通下一般就能释然。但对于这对移民
夫妇来讲，尤其是丈夫处在因自感失落的状况
下，情况便严重得多。到了后来，这位丈夫心
平气和的时候越来越少，也变得不愿见人，甚

至难得出个门，看见熟人还会马上折返；对妻
子，更是动辄找茬发火。最终这对原本在国内
相敬如宾的夫妇，却走到了离婚这一步。

可以说，移民后融入陌生环境的吃力和家
庭成员间融入程度的落差，加上新环境下本就
难免的工作、生活和精神压力，把夫妻间的问
题放大了。角色的转变是颗定时炸弹，如排解
不得法，原本的小麻烦就可能酿成大问题。相
反，倘夫妻间相互包容，互谅互让，且对自己
能有充分认识，许多家庭矛盾自然而然会消弭
于无形。

同样在上世纪90年代末移民多伦多的内
蒙古夏宝根（化名，下同）夫妇，移民前，丈
夫是下岗再就业的杂货店老板，妻子是中学英
语教师，两人的收入、社会地位差异不大，但
移民后妻子很快找到稳定的工作，夏宝根却因
为英语能力差，总也找不到合适的活。但夏宝
根夫妇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情绪，进行了“男主
内、女主外”的“友好分工”，太太上班挣
钱，先生一面专心读书，一面打理家务，照顾
孩子。他们的关系随着第二个孩子的出生而改
变：加拿大是福利社会，妻子生育后可以带薪
休假一年，丈夫则在这一年里找到了一份车衣
工的工作，这番夫妻家庭角色换位，让彼此间
互相体谅到对方原先的辛苦，感情变得融洽。

加拿大的生活有许多不同于中国的特点，
比如12岁以下孩子必须受到全天候监护，中
小学放学早（下午两点半左右），人工费用高
昂，托儿不便，等等，对于有学龄儿童的家庭
而言，意味着需要将更多时间、精力用于工作
以外的事务。习惯了双职工家庭和让老人、幼
托代为照顾子女的大陆移民，初来乍到往往很
不适应，容易产生烦躁情绪，甚至相互埋怨，
只有家庭成员间彼此包容，才能共同适应崭新
的环境和社会。

距离不仅仅产生美

都说“距离产生美”，但这个定义却未必
适合在加拿大的大陆移民家庭。

作者陶短房考驾照时，结识了一位东北
来的驾驶教练，熟悉之后会聊一些家庭琐事。
这位教练在国内时在事业单位工作，顺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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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收入高，也很受尊敬。妻子有高学历，但
工作不理想，便力主移民“换个活法”。教练
虽然同意移民，但一切办妥后却舍不得丢下好
工作，磨蹭了三四年才移过去，和妻子在卑诗
省省会维多利亚团聚。此时妻子已快修完博士
学位，并找好了工作，两人分离太久，彼此间
已经很不适应。这位教练称，他“拿到工卡当
天，妻子就把打印好的协议离婚备忘录丢在他
面前”，最终两人只能“友好分手”。

加拿大和中国是两个差异巨大的社会，这
种差异不仅仅体现在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福
利制度、社会面貌等大的方面，更体现在许多
细小的方面，倘若夫妻双方适应新环境的起点
不同，适应过程中很容易产生落差，并形成难
以调和的矛盾。

如今是信息社会，电话、网络联系可以达
到“天涯若比邻”的密切程度，且新一代移民
的经济条件远好于“前辈”们，太平洋间常来
常往也不会特别心疼。但时代变了，社会节奏
更快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分离几个
月的夫妻，也可能变得相互“不认识”，或对
彼此所处的氛围、环境感到不自在。身边的新
移民朋友中，“空中飞人族”（夫妻有一方留
在国内）家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家庭不
稳定的情况也更多一些。这种“距离问题”并
非仅指地理间的距离，心与心的“看不见的距
离”倘被拉开，问题有时更严重。相反，倘若
夫妻间能始终注意提醒自己，更多将移民后的
生活当作“一家人共同的事”去考量，就能有
美好的收获与回报。

如早在1986年就抵达加拿大自费留学，
后来转为移民的北京人陈伯翰、郑思燕夫妇就
是典型的例子。他们在国内就是大学同学和恋
人，早就共同规划了未来——一起自费留学，
今后在北美发展。来加拿大后他们双双进了著
名的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攻
读统计学硕士、博士学位。温哥华物价水平、
生活指数很高，夫妻俩压力很大，但他们一致
商定省吃俭用，勤俭度日，咬牙尽快完成学
业。博士毕业后两人双双留校任教，成为令人
羡慕的移民学者。

任何家庭都会有矛盾，这对移民学者夫妇
也不例外。两人都是学统计的，善于理财和计
算，当年美元汇率高，美国大学同样的教职，
实际收入要比加拿大多50%左右，陈伯翰希望
南下美国寻找发展，而郑思燕则安于现状不愿
挪窝。一些移民家庭正是因为这种事业发展上
的分歧出现裂痕，甚至一拍两散，但他们却不
同，做丈夫的见妻子不同意并不勉强，而是静
静等候。6年后，妻子终于觉得丈夫的考量是
对的，两人双双移居美国华盛顿州，在当地大
学任教，事业和家庭都有了圆满的收获。

同患难不易，共安乐更难。移民家庭因
为环境的变故，往往会比国内家庭脆弱得多，
遇上风吹草动便容易出现危机，且一旦危机出
现，往往因为缺乏宣泄渠道，而导致远较国内
严重的后果。

时代不同了，“从一而终”的思想早已
被淘汰，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新的、属于自
己的生活。但“家和万事兴”，家庭的稳定，
对每个家庭成员而言，仍然是十分重要的。移
民家庭大多上有老、下有小，事业、生活面临
重要关头，且身处异国他乡，配偶不仅是最亲
近的人，甚至是唯一的密友，情绪和压力的宣
泄对象。家庭的和睦稳定，对每个家庭成员而
言，都具有积极意义。

在移民这种特殊的环境下维系家庭，最重
要的是“包容”和“适应”——不仅要努力包
容、适应对方，更要包容、适应崭新的生活、
社会与环境。

 
 （作者系旅加学者）温哥华街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