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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受陈强兄之托，为他和女儿的新著写序，这对我是一个挑战。
作为一个新闻界的同行和十几年的老朋友，特别是我们几乎同时到达美国，虽在美国不同的州生活，
但这些相似的经历和相通的感触，却让我无法逃避这个邀请。
我常常想，像我们这一代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骨子里头其实是非常正统的。
当然，我们这些在“文革”中度过童年，接受过上世纪80年代新思想启蒙的洗礼，感受过改革开放浪
潮的60后，注定和前一代或后一代人是不一样的。
我还记得当初，我们在大学时代，因为中国女排夺冠而走上街头；数万人眼含热泪，振臂高呼：“振
兴中华！
”一直到现在，每每想起，都会热血沸腾。
我们身上没有50后那样的伤痕，也没有70后、80后的洒脱，但有一些理想，有一些执著，有一些开放
，还有一些痴狂。
我们看起来似乎不太安分，但绝不是那种爱惹是生非的人，就像我长这么大，妈妈从不担心我会走上
邪路一样。
我们有机会旅居美国，有着与他人完全不同的心路历程。
我们为西方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文明欢呼，我们为他们经过数百年摸索和调试形成的社会机制而感到
敬佩，我们为他们在全民解决温饱问题之后重新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和自身修养的完善
感到震撼。
我深知，我们这种感觉，不是妄自菲薄，不是崇洋媚外，我相信我们的心态十分健康，我们的民族自
尊心和自豪感丝毫不输于国内同胞。
我们就像在海边沙滩漫步，不是捡起那些闪光的贝壳玩玩就算了，我们想揣着它们，回家装点自己的
家。
我们不是看到什么就捡什么，而是家里缺什么，我们就留意什么。
结果，回家的时候，我们行囊沉沉，腰背压弯。
书中陈强和韵正小朋友的文章，多数写在国外，这是他父女俩不曾贪图享乐的一种见证。
他们一家子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在美国轻松度过一年半的时间——春看花，夏看果，秋
赏月，冬踏雪，如同诗人一般；他们也可以利用关国廉价的交通条件，频频往来于拉斯维加斯的赌场
、大峡谷、百老汇的歌剧院和汇聚世界各大品牌专卖店。
而陈强父女用激情写就的文字告诉我们，他们在美国的时候，心中惦记的是祖国母亲，惦记她的发展
和强大，惦记她的和谐和美丽。
他们捡了不少“贝壳”，希望装点在祖国母亲的身上。
从美国的政治、社会、教育、文化和许许多多非设身处地无法真实了解的方面，一路走，一路捡，一
路思考⋯⋯和陈强交流的时候，我赞赏这样一个观点：一个敢于当众称赞别人的人，绝对不是自卑的
人；相反，那些挺着腰杆挑剔别人缺点成为习惯的，未必算得上真正的英雄好汉。
我们以新闻人特有的敏感，直接进入美国社会的具体环境，体验式的、感悟式的研究，找到我们某些
方面的不足，探寻是否可以通过借鉴的方式来提高我们的认识，加快中国社会走向和谐的进程。
十多年来，我眼中的陈强，始终是这样一个人，不知疲倦，铆劲十足，虽有时言辞激烈，但不乏真诚
坦荡。
他即将付梓的这部新著，我相信对于变革时期的祖国，非常珍贵，那是游子珍藏的贝壳，那是游子的
一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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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中陈强和韵正小朋友的文章，多数写在国外，这是他父女俩不曾贪图享乐的一种见证。
他们一家子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在美国轻松度过一年半的时间－－春看花，夏看果，秋
赏月，冬踏雪，如同诗人一般；他们也可以利用美国廉价的交通条件，频频往来于拉斯维加斯的赌场
，大峡谷的风光，百老汇的歌剧和世界各品牌专卖店。
而陈强父女用激情写就的文字告诉我们，他们在美国的时候，心中惦记的是祖国母亲，为她的发展和
强大，为她的和谐和美丽。
他们捡了不少“贝壳”，希望装点在祖国母亲的身上。
从美国的政治、社会、教育、文化和许许多多非设身处地无法真实了解的方面，一路走，一路捡，一
路思考，一路流泪⋯⋯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小眼看美国>>

作者简介

陈强，《中国青年报》主任记者，常驻福建。
从业20载，遍访中华大地（包括台港澳），涉足10多个国家，2006年1月至2007年7月任美国密苏里新
闻学院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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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什么说诚信是美国社会的通行证2006年1月11日，对我和太太、女儿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们一家三口从北京搭乘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经东京作短暂停留后抵达美国。
在北部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入境时，美国海关官员就给我们上了一堂“诚信”课。
和到其他国家一样，入境前必须填写海关申报表。
美国海关要求申报的项目包括水果、肉类、蔬菜等食品，以某些特定动物为原料的产品，超过1万美
元的现金等。
入关时，我主动申报了随身携带的1.2万美元，海关官员并没有要求我把钱拿出来数数看，只是作了备
案，5大箱行李连查都不查就放行了。
和我同行的一位多次出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为了图省事，选择走不用申报的“绿色通道”，却不幸被
抽查，大包小包一一打开，结果两袋真空包装的“麻辣鸡翅”被翻了出来。
海关官员不仅没收了他爱吃的家乡食品，还罚了他100美元。
美国人告诉他，之所以罚款，是因为他没有如实申报。
携带食品不是过错（因为你出国前可能不知道有此规定），但不申报则被认为是有意隐瞒。
如果他事先申报携带有食品，即便“麻辣鸡翅”不被允许带入境，最多也就没收了事，而不至于被罚
款。
这位留学生很后悔，说损失的不仅仅是钱，更重要的是影响到他未来在美国的信用记录。
在美国，人们珍视自己的信用记录，因为有良好的信用就好办事。
我刚到美国，暂时还没有信用记录，买手机就遇到困难。
这里使用手机是先消费后按月付账，有良好信用记录的人只要签订一年使用合同就可以领到免费的手
机，而没有信用记录或记录不良者则需要缴纳500美元的押金。
商家是如何判断一个人的信用程度呢？
以买手机为例，对方会要求用户提供社会安全号和驾驶证号码，通过电脑联网就能查到该用户的信用
记录。
因为这两个号码上记载了用户平时缴税、遵守交规、还贷款等等和信用相关的情况。
我初来乍到，信用记录为零，后来还是找了一位在当地生活多年并拥有良好记录的中国朋友帮忙，以
她的信用作担保才免交押金买到了手机。
美国人讲诚信尤其体现在商业规则上。
在沃尔玛等许多大商场买东西，3个月内可以无理由退货，购物款及税收如数返还。
我们家买了口锅，使用后我太太觉得太沉，就退了；买了鱼竿，觉得不好使，也退了；有一次买了牛
肉，放在冰箱里3天之后居然变色了，商家二话没说就把钱退了。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买了3大盆花木，在室内摆放了一段时间后居然招来不少小飞虫，我准备把这些
花木扔了，太太建议找出发票看看是否可以退货。
一看发票，购货期还未超过3个月，于是就运到商店退了。
在那里，我还看到，老美拿着枯死的花木来退货呢！
回国前，我购买数码相机的经历，再次验证了美国商家的诚信。
网上订货，到本地商店取货，是一种便利的购物模式。
我在电器连锁店CircuitCity的网站预定了佳能最新款PowershotS5IS数码相机，货到后再去交钱。
2007年6月下旬，我收到CircuitCity发来的电子邮件，通知我去购买预定的相机。
美国的商店在节日一般都有打折促销活动，我想等到7月4日美国国庆日的时候再买可能更便宜。
太太却催促道：“别等了，早买早用，可以在美国多拍点照片带回去。
”我到当地CircuitCity店，问一位男售货员能否等到国庆的时候再买，他似乎看出我的担心，建议我说
：“你现在就可以放心地买，如果在一个月内有打折，我们照样会把折扣部分返回给你。
”他指着墙上的一块黄色招牌对我说，“看，如果附近商店的商品价格比我们的低，你还可以过来领
回差款的110％”。
当天（6月26日），我买了这款相机（474.99美元），还有一个相机包（20.95美元）、4个相机锂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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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9美元）和一个锂电池充电器（19.96美元），加上税收，总共从我的信用卡上划走了537.64美元
。
7月2日，我果然收到CircuitCity关于国庆促销的电子邮件，说购买数码相机、手提电脑等高档电器，可
以赠送20美元的购物券。
我打印下这封邮件，赶到商店。
售货员说，这20美元购物券只能用于本店购物，不能返还现金。
我灵机一动，先把前几天买的相机包退了，对方把钱退回我的信用卡，然后我再用这20美元的购物券
买回这个相机包。
第二天，我在首次使用相机锂电池充电器时发现，这个中国制造的小电器接入电压居然是110伏，只适
合在美国使用，拿回中国就不能用了。
经我说明情况，售货员收回了这个已经开包使用过的充电器，给我换了一个接入电压从100伏到240伏
的充电器。
美国国庆日那天，我在CircuitCity网站上看到一则促销广告——购买相机的附件可以优惠15％。
于是，我带上发票，第四次到这家商店要求对原先购买的相机包、电池、充电器进行打折，结果退回
了10多美元。
我之所以如此“折腾”，倒不完全是为了那几个美元，因为在汽油价格高涨的情况下，退回的一点钱
可能只够付来来回回的汽油费，稍有经济头脑的人是不会这么干的。
但我是个记者，就想看看美国商家是否说到做到。
对于过了不惑之年的我来说，不像我女儿那么容易喜欢西餐。
但对Domi-no‘sPizza店的每份5.38美元的比萨，我却情有独钟，每次我都提前15分钟左右打电话预定
：“我要中号的，薄的，加点牛肉”。
有一回，店员在电话中告诉我，“很抱歉，这个时候我们正好没有牛肉，加点别的可以吗”，我说没
问题。
等我去取比萨时，店员居然不收我的钱。
我觉得很奇怪，他说“我知道你平时喜欢吃牛肉的，今天我们不能满足你的要求，这个比萨就送给你
了”。
还有一次，店员搞错了规格——我要薄的他却给我烤了份厚的，店主连忙道歉，当场烤了一个薄的比
萨，连同那个厚的一起给我，但只算了一份的钱。
不仅商店诚信经营，医院也一样。
有一次，我们收到医院寄来的80美元账单，这是我太太前几个月抽血检查的费用。
付账时，医院工作人员问我们有没有医疗保险，我出示了保险卡，并告诉对方我们的医疗保险不涵盖
检查费，准备自己付费。
对方让我们等等，然后在电脑上忙乎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兴奋地对我们说：“你们可以免交这笔费
用，因为我们医院和这家保险公司之间有协议。
”我把拿在手上的80美元重新放回口袋，连声道谢。
也许是受骗上当多了，中国人往往不太信任别人，干什么事总留点心眼，而美国人似乎不设防。
我去买二手车，作了自我介绍之后，车主就直接把车钥匙交给我，让我自个儿开出去试车甚至开到修
车厂作检测，压根儿就不担心别人会把他的车开跑。
上公共图书馆办证借书，不用交一分钱押金，一次借多少本都可以，但必须在3周内还。
女儿在学校申请免费午餐，校方问家长的收人情况，女儿说父母在这里当访问学者，费用是国内提供
的，在美国没有什么收入，仅凭“口说”，无需堤供任何证明，校方也就相信了。
即便在沃尔玛购物，你也可以自行在电脑前操作埋单，而且出门时没有人会检查你的发票和物品是否
吻合。
当然，美国人的某些做法，对于谨小慎微的中国人来说恐怕不习惯。
有一次，我到银行办理存款，柜员接过我给的1万美元现金后，并没有当面数钱，而是拿着这一大叠
钞票就往地下室走。
看到我很紧张的样子，旁边的另一个伙计告诉我，点钞机在地下室，柜员是上那儿数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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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直截了当说出自己的担心，要是有人在我视野之外做了手脚怎么办？
他说这里全程摄像监控，不会有问题。
果然，那个柜员回来后说，我报的数目和他算的一个样。
我顿时安下心来，但转念一想：要是之前我算错了，这下是不是就说不清楚了？
我和快递公司打过两次交道，他们的做法也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的DELL电脑坏了，厂方委托快递公司派人上门取回。
对方取走电脑时，没有打算给我任何收据。
拿走东西不给收据，可能是美国人的惯常做法，但我总感到放心不下——要是DELL公司没有收到电脑
怎么办？
这可是近干美元的商品啊！
后来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取件人才写了一张他签名的收据。
还有一次，我在网上购买了一台数码相机，通过快递公司邮寄过来。
包裹先是到了我住的公寓管理室，管理员只是问了我的各享，并没有让我签名，就把包裹给了我。
我想，要是有人冒领，这责任谁负？
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老美的这些做法绝对是“漏洞百出”，但在美国很少人敢钻这“空子”。
因为一旦有了不良记录，接下来可就寸步难行——没有人愿意把房子租给你，申请贷款买车、买房很
可能被否，甚至连找工作都难。
就连买车与买汽车保险也和个人的信用记录有关。
我认识的一位美国朋友，第一次买车保险时，半年的保费是300多美元，后来他开车出了事故，保险公
司虽然给赔付了，但他下半年的保费一下子就提高到800多美元。
因为他的驾驶信用出了问题。
我所在的密苏里大学在2004年曾经发生过一起轰动美国的“诚信风波”，连中国的报纸都作了报道。
沃尔玛公司的创办人、曾经位列美国首富的山姆·沃尔顿（SamWalton）是密苏里大学的老校友，沃
尔玛公司捐赠2500万美元为该校建造一座体育馆，作为回报，这座体育馆以沃尔玛公司女继承人、22
岁的伊丽莎白·佩奇·劳里的名字命名——“佩奇体育馆”。
然而，几天之后，“佩奇”的名字被除去，换成了“密大体育馆”。
原来，有媒体披露说，佩奇在大学期间行为不端，形象不佳——她从来不“亲自”做作业，而是花钱
请人替她做作业。
为了和不诚信的人划清界限，密苏里大学单方面决定将捐赠人的名字从受益项目中去掉。
美国社会生活中的“活雷锋”我在美国密苏里州的一家食物银行（FoodBank）看到了这样的情形——
在流水线上作业的老人们都是义工，其中年龄最大的老太太超过了90岁。
一个星期四的上午，我也到这家为穷人提供免费食物的慈善机构当义工，和这些退休的老人们一起将
大米、饼干、奶酪、花生酱、豆类、薯片等9样不同的食品放入一个个标准的纸箱内，打包起来，贴
上标签，然后堆放在推车上。
我边干活边和老人们聊天，原来他们全部来自当地的一家养老院，隔周来这儿帮忙一次。
我问一位78岁的老人为什么当义工，他说：“身体还好，闲不住。
”“为何不去找一份有薪水的活干呢？
”他回答得很实在：“拿了人家的钱干活就不自由了。
当义工，想来就来，不受约束。
”我转而问另外一位女士同样的问题，她回答得很简单：“上帝爱世人，我以上帝为榜样。
”美国的老年义工很多。
在医院的咨询台、在教会、在儿童救助中心、在帮助国际学生提高英语口语的交谈会上，都能看到老
人们活跃的身影。
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志愿服务从国内延伸到了国外。
当地一个叫PET（PersonalEnergyTranspoitation）的慈善组织，专门生产木制简易轮椅，免费分发给世
界各地不能正常行走的人们。
据该项目发起人之一、已经80多岁的MelWest先生介绍，十几年来，他们已向包括中国在内的61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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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发了11000多辆简易轮椅。
我问MelWest这么做的初衷，这位牧师出身的老人说了三点理由：一、耶稣基督在《圣经》里教导我
们要帮助那些受难的人，我努力照他说的去做；二、我是人类的一分子，人们应该互相关心；三、我
曾经是个农场主，对于生病的牛羊我总是给予格外的照料。
我们对动物尚且如此，对伤残的人为何不可以伸出援手呢？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牛羊是属于你农场主的，你当然要照料好。
而那些伤残的人和你没有啥关系，你为何要照顾他们呢？
”我想刺激MelWest进一步说下去。
“你知道吗？
地球上有65亿人，每天有2.4万多人死于贫穷和可以治愈的疾病。
这世界其实是个大家庭，人与人之间就是兄弟姐妹的关系。
耶稣基督说，如果你不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兄弟姐妹，怎么能证明你爱上帝呢？
”我接着问：“你们只帮助基督徒吗？
”“不，我们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不管他是什么种族或什么宗教背景，我们给全世界的伤残人提
供这种轮椅；除了在美国的人，因为他们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免费的轮椅。
在我看来，十字架不仅是耸立在建筑物上的一种标志，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努力工作，做你能做的，过简单的生活，节省下你能省的，把省下的部分给需要的人。
”MelWest告诉我，抱着这种生活态度，他和家人过着节俭的生活，把一半收入奉献出来。
他抬了抬脚说：“这双皮鞋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
我总共有3双鞋，另外两双分别用于健身和出席社交场合时穿，这就足够了。
”1996年，一位在扎伊尔当了20年志愿者的美国朋友向MelWest求援，“这里由于长年战争，不少人缺
胳膊少腿，急需轮椅”。
当时还在当牧师的MelWest便四处募捐，和几个朋友一起在自己的车库里用“土办法”制作简易的轮
椅（每辆成本250美元）。
后来，这个叫PET的项目影响越来越大，参与的人和乐捐的善款也越来越多。
现在，在全美已建立了11个生产点，在墨西哥、南非、赞比亚等3个亟须轮椅的国家也设立了分厂。
在我访问的第一个PET生产点，目前有35个工作人员，全部都是义工，另外还有15个人在申请当替补
。
MelWest说，这些人都不拿工资，“他们不是为我工作，而是和我一起工作”。
在PET仓库，还摆放着一些当地人用过的轮椅、微波炉、缝纫机和旧衣服。
MelWest说：“这些旧东西在其他国家还能用得上，所以我们呼吁大家把不用的捐献出来。
”我生活在美国中部一个只有10万人口的小城市——哥伦比亚。
据说这里有近百个教堂，我们认识的美国人几乎都是基督徒，他们十分乐于助人。
我们遇到困难，不是找中国老乡帮忙，就是到教会求助。
2006年11月30日，哥伦比亚下了一场大雪。
窗外银装素裹，与往日的面貌截然不同，完全是另一个洁白无瑕的世界。
常年生活在中国南方的我们从未见过这种美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便冒险开车出去拍照。
中午，经过一家尚在营业中的Pizza（比萨）店，我靠边停车进店买比萨充饥。
未料车子重新发动后进退两难——原来前轮陷入雪地里了。
太太和女儿下车用手扒雪，但车轮依然打滑。
路过的3位白人女生主动帮我们推车，还是动不了。
其中一个女生灵机一动，从旁边的垃圾桶拣来了两张厚纸皮，垫在车轮下，其他行人也陆续过来帮忙
。
一位男生见我不熟悉雪地驾驶，干脆替我驾车，在众人的推力下，“one，two，three”，车子终于重
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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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美是两个大国，它们之间的误解可能给国际局势带来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它们的相互理解和合
作无疑有利于世界和平，而理解、合作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民众间的基本了解和信任。
和普普通通异国平民接触，走近异文化作出不带偏见的观察，然后，把自己的真实体验告诉自己的朋
友，一点点地坚持做下去，就是在为和平努力。
陈强和陈韵正父女坚持书写异国亲身经历的生动文章，正是在做出自己的坚实努力。
　　——旅美著名作家　林达　　“大小眼看美国”之所以引人关注，因为这两双眼睛是“父女眼”
，是60后与90后两代人的联动，他们还是“新闻眼”与“儿童眼”的互补，是理性的“观察眼”与纯
真的“感性眼”的微观扫描。
两代人从不同视角记录了旅美经历，展现了一个“微观美国”。
　　——《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教育部特约记者　谢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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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小眼看美国》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东方和西方究竟在什么东西上分出了东和西？
这两个世界真是和它们所处地球上的位置一般，刚刚相反的么？
它们的白天是我们的黑夜，它们的黑夜是我们的白天？
历史会和地球一般有个轴心在旋转，我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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