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故事 ~ 18. 圈子
   “靠的就是这股子闯劲儿，没有闯劲儿的话，慢慢

就被生活给湮没了。”

我出生于革命老区——井冈山。我们那儿的人啊，特有一股子闯劲儿。走南闯北，从

这个圈子闯进另一个圈子，我也不例外。

知识改变命运，大学是我闯进的第一个圈子。没想到，今后不断地跳着圈子，却也离

不开这座大城了。大部分中国人喜欢拔高自己的优越性，而像我这样来自欠发达地区

的，又是从一般院校考入中科院的穷学生，在刚读研究生那会儿就被人瞧不起过。刚

入学的时候，基础不太好，比不上那些名校来的学生，但是我不服输。跟着刚从美国

回来的导师，我尽全力把知识掌握扎实，帮着同一期读博士的师兄师姐们做科研、弄

展览。渐渐地，各方面都越做越出色，得到了导师及各位老师的认可。就在去年，曾

经的导师特意发博文恭喜我成为副教授，并回忆了当年对我的印象，工作的肯定等等。

接着，我闯进了德国，读博士后，拿到了洪堡学者的殊荣。但当时去的都是清华的，

港大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而相比之下，我就是一土鳖，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看到了

不屑。我不服气，每个人的水平是看科研的能力，不是出身怎么样，对不对？当时合

作的有一名马来西亚的教授，某一天，他叫住我说：“来来，这篇文章挺好的，你好

好读读对你的工作会有启发的。”我一看，呵，这不是我写的么！因为用的是英文缩

写，这名教授没认出来，他说来这儿的人都要看看这篇文章，没想到是我写的。此后，

常常有教授找我喝喝咖啡，聊聊想法。凭着强大的信念，以及敢闯的精神，慢慢让大

家认识我、认可我，成为了德国导师项目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我参与帮他策划欧

洲大的科研项目，并且都中了。在得知我要去澳大利亚后，德国导师万分不舍，希望

我留下来。但是我不能停留自己的脚步，我要继续闯一闯。

我就像一颗陀螺，转个不停，没想到这一转，就转到了南半球。很多朋友都问我，这

么多国家，你为什么选择来澳洲。澳洲是个移民国家嘛，华人在这儿比较有认同感，

不会有特别排斥其他文化的现象，而且整体环境包括自然、人文的都不错。我想，很

多选择来澳洲的朋友们，考虑的都是这几点。虽然在澳洲的这些年还是比较一帆风顺

的，但内心还是苦苦挣扎过。毕竟，一颗中国土壤培育出来的种子，想要在澳洲深深

地扎下根，其中的煎熬也是可以想象的。像我这样中途从北半球吹来，突然闯入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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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圈子的，对自己来说也好，对他们来说也罢，都需要一个接受和被接受的过程。

而我首先得知道这个圈子的游戏规则，包括写项目，包括做贡献等等。虽然国家项目，

各个项目的我都评过，也参加各项学术会议，发表文章，但是要完全认可你，主动给

项目的话，从我的角度来说，在澳洲还是比较难。一名带着中国人的东欧老师发现，

同一篇文章，如果拿他自己打第一作者，就引用的机会来说，比拿中国人做第一作者，

高多了。圈子里还有一个说法，那就是，中国人在科研能力上至少比西方人强三到五

倍，人家才会认可你。毕竟我们是外来的，他虽然认可你的业绩，但不会把钱铺到你

的身上去。关于这些游戏规则，我也还在慢慢摸索。学术方面的认可，除了在事业角

度上有一些困难，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口音。英语并非我们的母语，在上课的

时候，我们确实带有一定的口音。那帮学生，尤其是澳洲当地的学生，他们对我们口

音是很排斥的，一些学生甚至看到你的中文名字就皱眉。好在有一位伊朗同事，他的

英文非常好，我们就每天早一杯咖啡，晚一杯咖啡地这么聊着，谈工作，谈生活，海

阔天空地谈着，好歹拯救了一下我那口蹩脚的英文。

澳大利亚很多大学，东部和西部我都经历过，印象也比较深刻，就大学这个圈子来说，

在文化上，澳洲人对中国人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中国人做事比较踏实，勤奋，效

率高，这是他们比较认可的。而且，中国人比较拼，科研上，大部分中国人习惯做在

前面。曾经有一个学生问我：“老师，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在大学里面普遍过得很辛苦，

为什么他们那帮人就很潇洒，上完课该干嘛干嘛。”我说：“是啊，但你仔细看看，

往往做到上面的都是我们中国人，我不是说管理层的，而是职称上，我们中国人往往

会做的比较高。因为，毕竟是外来的，要评职称，你要做的比别人优秀好几倍，人家

才会认可你。”谈到认可度，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对中

国的认同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去年有两个博士生，是澳大利亚英国籍的，他

们 去 中 国 交 流 之 前 问 我 说 ： “ 中 国 有 网 络 吗 ？ 中 国 可 以 用Skype吗 ？ 中 国 可 以

用Facebook吗？”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觉得中国太穷了，但对中国又非常感兴趣，

觉得是个神秘的国度。学生对中国的这些偏见，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些谎报的新闻，

对中国的认识还处在旧社会时期。刚到中国的第一周，那天上海还下着雨，你知道，

中国冬天一下雨，天就灰蒙蒙的。学生就叫了：“哎呀，中国的天太糟糕了！”去吃

饭，就是不吃中国餐，觉得不卫生，他们说哪有麦当劳，哪有肯德基。我说我现在哪

儿找去啊，因为下雨天刚下飞机，就凑合着吃中国饭得了。他们非常不爱吃，就是挑。

鸡肉里有骨头，这个什么的，那个什么的，喝了一点酒就回去了，回到宾馆自己又偷

偷摸摸吃点东西。头一周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拒绝吃中国餐，你知道什么程度叫拒绝吗，

就是根本就不动摆在他们面前的食物。还是要找麦当劳和肯德基这些东西。到了第二

周的时候，开始转变了，他们觉得中国真是漂亮啊，慢慢开始体会到中国真是不一样。

他们慢慢改变，慢慢吃中国菜，还直说中国菜挺好吃的。结果后来学生们评价，没想

到，中国真是很好。一开始抱着一种排斥的心态，挑毛病的眼光来看中国，慢慢的，

觉得风土人情、消费水平都非常好。有一个学生甚至觉得相对珀斯，他更喜欢上海，



更喜欢中国。再说一个例子，今年大概十月中下旬的时候，中国雾霾，又遇到一批新

的学生，其中一个商科的学生，他看了新闻之后就决定不去中国了，给我写了封电子

邮件。信里全是批评中国，说中国非常非常危险，说中国环境特别特别差，对中国我

感到非常焦虑，所以我决定不去中国了。我说那好，没关系，如果中国差的话，那我

们澳大利亚干嘛每年要派好多团去中国呢？而且是学生团。我相信大学是为学生考虑

的，不会说派学生到一个不好的地方去。这说的是澳大利亚的学生。而且还有一些国

际学生，国际学生里面大部分学生是东南亚地区有中文背景的华裔，虽然他们不太了

解中国，但愿意带着一种寻根的兴趣去中国，看看自己的祖辈呆过的地方是什么样子

的。这些学生带着非常正面的心态，积极地想接受中国的文化，想知道中国文化中的

儒家思想，找到他们的根。

我相信，不论在澳洲生活了多长时间，和这里的圈子多么的融合，我们这一代大部分

人骨子里面还是认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当听到有人说中国不好的时候，心里特别想

跳起来揍他一顿，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根都在中国。而我们的孩子却不一样，是香蕉

人—思想是西方的，面孔是中国的。香蕉人在融入澳大利亚社会，和澳大利亚社会交

流这些方面，比我们第一代移民来说得心应手多了，毕竟他们是从小就生长在这片土

地上的。而我会把澳洲当作我的家，如果给自己定位为一名过客，心是沉不下来的。

我会在这儿发展，靠自己能耐去闯一闯。我们第一代移民，就是靠这个闯劲儿，没有

闯劲儿的话，慢慢就被生活淹没了，除了油盐酱醋，什么都没有了。

“你跟其他中国人不一样”  我的朋友常对我说。但是我还是会到中国寻根，因为毕竟

父母健在，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都在那边。那边有我的回忆，有我的根，有我一路闯的

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