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故事 ~ 26. 锲而不舍，终能成功
“别着急，慢慢来，因为年轻，前面肯定还有很多机会。只要

不停尝试，抓住机会，总有一次会成功。”

小伙子90后，高中毕业就来到珀斯，5年时间，经历了上学，打工，换学校、换专业，

同时也以自己体验与思考，从他身上，可以感受到新一代年轻中国人的活力与思考，

他很适应这里的生活，或许准确的说，并不是他融入了澳洲的生活，而是澳洲融入了

他的生命和经验。

我是1991年出生的，在国内被称为90后，老家是在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在国内我一直

读到高中，高考前拼命的样子到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时候基本上每天三点睡觉，五点

就得起床，家里所有人都围着高考这件事打转，很辛苦，压力很大。当然经过这么一

遭，后来的辛苦也就轻易扛过去了。家里亲戚有不少是公务员，所以父母也一直希望

我能从政，于是高考就报考了政法学院，但高考结果出来后发现分数差了几分，虽然

在当时也有机会找关系花钱能上，不过父母算了一下，花的钱都足够出国留学的花费

了。就这样，在高考这样一个重要的关卡，我被这一系列偶然的事情推向了一个陌生

的国度。

其实回头想想，这种偶然似乎包含着冥冥中的暗示，我从小到大英语都学得很好，那

时候还有人跟我开玩笑说：“一身长毛就是出国的命”，小时候我妈帮我算命也说我

这年该出国，没想到玩笑变成了现实，2009年，真出国了。

选择来澳洲也有一系列阴差阳错，最开始我爸想让我去欧洲，因为高中学的文科，所

以打算送我去欧洲学经济学或者考古，但08年真的开始做决定的时候却发现当时欧洲

经济很不景气，而澳大利亚发展得不错，于是就打算送我来澳洲，但送出去的签证材

料等了将近一个半月还没消息，当时很担心是被拒签了。这条路眼看着走不通了，我

就去找中介，中介给出的建议是去俄罗斯，到普京的母校莫斯科的一所学院学石油，

在无奈之时又开始准备去俄罗斯的材料。正在这时，澳洲的签证下来了，就这样，经

历了大大小小的波折之后，终于尘埃落定，在2009年5月3号，来到了珀斯。

然而求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先是在泰勒读预科，准备到西澳大学学工程，但好像上

次高考的倒霉劲还没过去，考完之后就差一分，没办法，就去了科廷，但心里很不甘

心。不过因为科廷有一年的冻结期，就在科廷呆了一年，又通过了西澳大学的考试，

这才成功转入西澳大学读大二。专业的选择也是屡经波折，在科廷头半年读采矿，第

二学期却没有开，不得不选择了机械工程，转到西澳大学，读的是机械方面的机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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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如何，结果还是很圆满的。

在西澳的生活虽然也有小小的波折，但更多的时候充实而顺利，也不乏惊喜。记得刚

到澳洲的时候，因为人生地不熟还不免心中惴惴不安，来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就定

了HOMESTAY，也就是到澳洲家庭寄宿。到了之后却得知还没安排好，就又贸然的找

到 曾 经 网 上 联 系 过 的 南 京 过 来 的 哥 哥 ， 在 他 家 住 了 一 个 星 期 ， 后 来 就 顺 利 搬 到

了HOMESTAY。这是个澳洲家庭，房东是两个老人，已经年过六旬，去了以后一交谈

才知道，我和男房东年龄差了四十岁，生日竟然是同一天，就觉得特别有缘，房东也

一直说我是耶稣送给他的礼物，把我当儿子养。现在还记得他们做的第一顿饭，做的

是牛排，他们怕我吃不下，特别给我做得很熟。他们真的是了解过我的饮食习惯和他

们有很大差异。虽然来之前也听说过歧视什么的，但房东和他们的女儿真的对我如家

人一般，在珀斯这边碰到的澳洲人也都挺好，至少我还没碰到过不靠谱的澳洲人，大

家也都很友善。

HOMESTAY住了大概有一年时间，这一年我独自一人在陌生的城市生活，却收获了亲

情与友情，同时也让我慢慢习惯了和澳洲人打交道，毕竟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融入

了他们的生活中，后来我才体会到这样的经历真的非常重要。而反观身边有些国内来

的同学就是因为缺乏这样的经历，所以到这里很不适应，越来越孤独，然后就整天闷

在家里打游戏，结果恶性循环，自闭而且有交际障碍。白白浪费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真是得不偿失。

学习之余，我也开始尝试着打工赚钱，这在国内是没有经历过的。第一份工作是房东

介绍的公园绿化，帮着种草，工资很高，不过做了一个星期就不做了。后来朋友介绍

到一个印度人开的咖喱店打工，每天要坐一个小时的车，开始是在店里做汉堡，不过

动手做食物的经验实在有限，就只好从最简单的炸薯条开始，从一开始跟着学到慢慢

熟练，然后再转到复杂一点的工作，就这样，一年时间，店里的大小事务都能做得很

熟练了，就有机会到前台收银，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语言也练得越

来越好。这份工作做得很不容易，那时候还在科廷上学，有时候早上五点半就要起床，

赶一个多小时的车上七点的班，下班时间还挺晚，有时晚上十一点才下班，很辛苦，

但当时工作也不太好找，咬咬牙也就这样挺过来了。这样的半工半读的经历在国内是

没有的，在父母身边的时候也没有做过菜，但到澳洲后反而学会了。这些年做过各种

各样的工作，这些工作的经验对于我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赚钱，更重要的是一方面我从

中学会了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学会各种人情世故，更在和他人的交往中认识自己；

另一方面，用自己辛苦的劳动换来的收入，更使我学会珍惜，有时候学习和工作辛苦

交集的时候，真不愿意去上课，但算算账，一节课学费一百四十澳元，超市打工一小

时才二十块钱，旷一节课七个小时就白辛苦了，在国内的时候花的是父母的钱，所以

并没有对劳动的付出有多深的认识，现在，不用别人教，自己亲身体验，一下刻苦铭

心地明白了。回头想想，如果在国内读大学的话，可能还在象牙塔里“为赋新词强说



愁”吧。这也算是来澳洲的收获之一。

而另外一个收获则是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准确定位，说实话，这并不容易，对于外在的

所失所得并没有特别的看重，比如在打工的时候，碰到有人使坏，仔细想想，又能怎

样，他没得到什么我也没失去什么，欺负就欺负吧，于是笑笑没放在心上。说服别人

已属不易，说服自己就更难了，其实最重要的核心还是如何给自己定位，明白自己所

得所失是在内而不是在外，这样就会安然很多。也许和我从小到大爱看《易经》、

《佛经》有关，这些年的经历也使我逐渐明白，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不管是工作、

学习还是人际交往，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修行——最重要的是内在的收获和体验，一

旦你明白这个核心，那么你经历得越多，见得越广，对于外在就越能淡然应对，你就

越能把自己的心磨练得晶莹剔透，而因为内在已足够丰富，也就发现并不需要外在的

信仰。

在珀斯住的时间长了，生活圈子也在不知不觉之间发生着变化，刚来的时候为了学习

的方便，住在学校边上。可能华人都有“学区”这样的认识，所以一般都在学校周围

租住，再加上生活经历、价值、语言、见闻的相似，平时也多在一块组织各种活动，

久而久之就抱成团了。尽管这样的交往很自在，但我已经逐渐开始淡出圈外。一个原

因是有了车，出行方便很多，也不用非要一定租住学校边上，另外也想了想以后的发

展和规划，还是想留在澳洲，那就需要多和当地人交流，多观察，多思考，特别在一

些价值观方面，自己的确与他们有一些不同，就要留心平时别人怎么做，喜欢什么，

观察什么，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慢慢调整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慢慢变化，当

然，也并不一定是他们全部的价值观念都认同，但至少我要了解其不同和多元性，我

要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价值和认识，或许我不一定会认可，但我至少了解并理解，

这也就是一种“和而不同”吧。

尽管以后打算留在澳洲，并且自己也在改变和调整，但对于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认

同却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强烈。也许有一天国籍会变化，但是从出生时就被镌刻在身

上的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以及小时候爷爷他们老一辈身体力行、春风化雨的教

诲却永无法抹灭，心底永远有一份深深地牵挂。有时候想想挺奇怪，在国内的时候，

和朋友一块聊天，免不了在高谈阔论之余对国内各种社会现象大加抨击，好像不抨击

显不出自己的理想高远；但是到了国外，呆的时间越长，有时候听见别人说中国的不

好时，却忍不住针锋相对，逐一反驳。特别是在上中国学课时，曾经听到一些中国人

自揭其短，恨不得把国内所有的不好抖落出来，我就忍不住反驳他们，出发点倒不是

为了否认他们说的事，而是总觉得出来就代表着中国，你添油加醋地说中国的不好，

本来一直都有中国威胁论，你这样一说，别人就凭借你的三言两语判定了中国，好了，

不敢再去了解了，敬而远之。中国到底怎么样，总要亲身体验了才能发言，而这些人

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几句话可能就赶走了中国的一个朋友，就在别人心中制造了疏远

“中国人”的一道防线，对中国的形象没什么好处，还反过来孤立了自己。不仅是对



于中国人的批评很敏感，对课堂上一些有意无意的导向我也会站出来反驳，在课堂上

老师说中国会不会成为第二个美国，有人说会，我就说不可能，老祖宗教我们“仁义

礼智信”，主张和为贵，我们只有在反侵略时候主动出击，在我们唐朝最强大的时候

都没有主动侵略，而后在明朝郑和期下西洋，海上实力当时非常强大，但却并没有变

成殖民和暴力入侵的历史。美国三百年变成霸主，我们用几千年早已证明自己和睦相

处的品性。虽然听上去挺激烈的，但仅仅只是发生在课堂的讨论中，其实这份心底对

中国的认同和依恋发生的却是隐秘而绵长，虽然身在国外，但这些年打工比较多，钱

挣得多了，就资助一些国内的学生，我和同学说，虽然帮不了祖国，我只有帮助一些

学生让他们来完成我未尽的心愿。

今年春天本科就要毕业了，之前一直对父母说，澳洲这边的空气很好，生活也不错，

可以过来玩玩，但他们在上海的工作也很忙，一直没有时间。我也说过自己打算留在

这边，他们很不舍，特别是妈妈，还有家里的老人，大学这几年回中国时间加起来大

概一个月左右，而眼见着爷爷越来越老，很不舍，但又很无奈。其实父母还是挺支持

我的想法，我历来都有自己的主见，他们也我也很放心。现在就等着毕业典礼的时候

他们会过来感受一下我过了四年的生活，希望他们会喜欢这里。现在就设想着以后等

自己在这边立足下来，接父母到这里养老，这也许是我接下来这些年里最大的心愿了。

想一想，08年的夏天，他们是多么担心，费尽心血，但我们都没放弃努力，最终，从

暂时的失败中嫁接出的果实其味道却不失甘美，仔细衡量，这份得失之间的思量其意

味不是更丰富吗？

在澳洲生活的这些年感受最深的，当然也是最终吸引我准备常驻的，还是这里多元文

化的魅力，在这个文化大熔炉里，人们理解并尊重彼此文化的相异，并友好相处。这

也使我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份设想，大学毕业后准备马上转到硕士课程，专业转换一下，

以后做做生意，有基础了在找机会做中外文化的交流，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想法可以很大，我暗自对自己说：别着急，慢慢来，因为自己毕竟还年轻，还有很多

机会不停尝试，总有一次会成功；要有信心，因为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也只有自己

无法逃避自己。我有空的时候还想四处看看，慢慢把生活转化成内在的体验，摸摸自

己心口，最终的财富其实在这里，谁也无法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