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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任何人一旦离开自己熟悉的舒适环境，骤然进入陌生的环境，就会感到迷失了方向，这种迷惑的
状态就是文化震撼。
《文化震撼之旅》是一套信息可靠的著名丛书。
几十年来，一直都有助于移居国外或长期访问居留者减轻初到一个新国家(地区)所感到的文化震撼的
冲击力。
　　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曾经在相关的国家(地区)生活过，并且亲身体验过文化震撼。
他们和大家分享一切必要的信息，以便大家能更有效地解决种种迷惑。
丛书的写作风格简单易懂，话题广泛，能够给读者足够多的忠告、提示与建议，以使他们能够重新尽
可能正常地生活。
　　每册书结构一致。
首先介绍不同的游客对某个城市或者国家(地区)的第一印象。
要想了解一种文化，就必须首先了解其人民——他们来自何处，是什么身份，遵循什么价值观和传统
，以及他们的风俗习惯和社交礼仪怎样？
这些构成了书的前半部分。
　　接下来是各种实用的生活常识——告诉您如何最为舒适地定居下来。
作者带领读者，先是了解如何寻找住处，如何把水、电、气、通信等各项设施开通，继而了解如何给
孩子注册入学，以及如何保持健康生活。
当然，还不仅只这些。
一旦解决了和基本生活有关的问题，就要出去尝试当地的饮食，享受更多的文化生活，并且到其他地
区旅游。
然后，在更深入地了解经济生活之前，还要透彻地掌握该国(地区)的语言。
　　在最后一章，作者先给出一些方方面面的基本信息，再测验读者对该国(地区)风俗习惯与社交礼
节了解掌握的程度。
为了方便读者，还列出了实用性的词汇与短语，综合全面的信息资源指南和查询更多信息的参考书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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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管你将面对的是层峦叠嶂的落基山脉，还是充满浪漫情怀的法语区魁北克，《文化震撼之旅·加拿
大》都能为你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导航，通过了解这些文化习俗和社交礼仪，你会真正理解加拿大“马
赛克”这个概念，还可以深切感受这个国家对冰球的热爱。
本书还会带你品味加拿大种类丰富的美食⋯⋯给你所需，想你所想，《文化震撼之旅·加拿大》将指
引你漫游这个辽阔而多彩、骑警称之为“家”的谜人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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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潘，出生在新加坡一个中国家庭。
在新加坡完成学业后，曾在《海峡时报》工作13年。
曾到过许多国家旅游，把旅游当成一种开阔视野的手段。
喜爱读书、听音乐，以及旅游、滑雪等运动。
现定居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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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一个人的角度——甚至是两个人的角度——来描述加拿大这样多姿多彩的国家是很困难的，并且对
任何事物的第一印象都取决于观察者当时当地的状况。
在和陈潘会晤讨论如何开始第一节时，我们一致同意，由一个人完成这一部分，因为第一印象有很大
的主观性，独立完成才能体现这一特点。
这样处理胜过我们采取彼此妥协的折中办法。
所以下面的部分由陈潘执笔，主要反映了她作为亚洲移民初到加拿大西部的感受。
然而，令我奇怪又欣慰的是，我作为一个英国人比陈潘早些年到达加拿大东部，对加拿大的第一印象
竟和她非常相似。
事实上，如果由我来写下面这部分，我要说的竞和她完全相同，不同的只是时间和地点等细节。
我们对于加拿大的第一印象——也是现在加拿大依然给我的感觉——有着惊人的一致。
抵达移民加拿大前我从未到过这个国家。
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温哥华登陆，那是1989年6月，初来乍到，又是移民身份，不免觉得紧张。
一位负责海关和移民的官员会见了我们，他先阅读证明材料，又问了几个关于行李的问题。
询问我们都随身携带了什么，还有哪些行李未到，等等。
这个经历有些痛苦，倒不是因为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大概不管是在哪个国家任何时候要应对官
方的繁文缛节都很困难，尤其是初到一个国家，应付这些事情时总有些不知所措，忐忑不安。
所以一小时后，当面谈结束，移民官员和我们握手，正式欢迎我们来到加拿大时，我感觉如释重负。
穿过玻璃门到达大厅时，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加拿大。
和我所到过的其他国际机场的大厅相比，这个机场大厅稍微有些小。
它和新加坡机场的大厅尤其不同，那里高大的建筑、玻璃门窗让人觉得很宽敞，甚至有些迷失。
但是温哥华机场的小并不令人产生不舒适或压抑感，它让人觉得温暖，还有一些自然气息——有两个
木雕图腾矗立在大厅中央迎接我们——这在加拿大再合适不过，尤其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因为树木在
这儿是最重要的元素。
大厅里挤满了期待的人们，等待家人或朋友的到来。
那些望着门口的急切的面孔让我感觉到这些人来自于世界不同地区，这点给我印象很深。
我曾以为加拿大都是白人，人群中众多的亚洲人使我感到一丝安慰。
天气、地域、民情我是土生土长的亚洲人，来自热带，又一直生活在城市。
所以，初到加拿大的几天，很自然的，这个国家的疆域、气候和人民在我心中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我们决定（我同丈夫和两个孩子一同前往，孩子当时一个14岁，一个10岁）不在城市耽搁，而是第二
天坐灰狗公司的长途汽车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内陆地区的梅里特小镇，我的表妹就住在那里。
所以我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尤其是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第一印象。
来自农村而不是城市。
进入内陆的第一次旅行，让我初次体会到辽远恢弘而又美不胜收的加拿大风光。
三小时的车程，大巴经过1号高速公路，穿过低陆平原的农田和郊区，驶上5号高速公路，也叫高贵哈
拉高速公路。
由此，我们慢慢远离海岸，进入内陆地区。
读以下章节的时候请您注意：我在此之前一直住在新加坡的城市，那里的地平线时时被高耸的办公大
楼和居民楼所阻断。
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群山在我眼中尤为雄壮，因为我以前熟悉的最高山脉也不过高出地面几米。
高贵哈拉高速公路追随高贵哈拉河的走向，穿越卡斯凯德山脊，来到尼古拉河谷，梅里特小镇就怡然
地坐落在那里。
行驶在高贵哈拉公路上，道路有时陡然升至1240米（4068英尺）的高峰。
这时由于压力，你会感觉耳鼓鸣响。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经过这条道路——即使不是第一次——你都应该花点时间，在休息处歇歇脚，因为
在那里你能把最壮丽的景观尽收眼底：气势夺人的佐珀克欧山脉和亚克山峰裸露的花岗岩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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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四季，高贵哈拉高速公路两旁的风景都令人流连。
这里起伏的山坡上覆盖着片片森林：冷杉、松树，还有云杉，点缀着排排桦树、棉白杨和白杨。
雪后银装素裹，在奇险陡峭的崖壁间也能看到动物的足迹蜿蜒上下，这时的群山幽静而美丽。
春季有一段短暂的光阴，钓钟柳把单调的黄绿色山坡染成片片明亮的紫色。
但我个人认为最美丽的时光是在秋天。
白杨、灌木和其他树木的叶子在瑟瑟秋风中变成金黄鲜亮的棕色，垂柳的枝条也呈深红色。
叶子挂在枝头的时间很短，然后风扫遍山谷。
带走树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山坡上失去了颜色，一片苍凉，静候冬雪的到来。
每次峰回路转，都有新奇的风景。
不列颠哥伦比亚是在19世纪末由拓荒者和冒险家开发的。
我开车驶过这绵延的山峰时经常会想，那些冒险家如何知道走哪条路，定居在哪片土地，在哪儿修建
铁路来连接这个国家的东西海岸呢？
三小时车程的尽头。
眼前景物急剧变化，群山变得开阔，尼古拉河谷安详美丽、柔和起伏的山丘映入眼帘。
尽管这种风景我已经看过无数遍，但她的美丽依然令我心旷神怡。
许多人也跟我一样，相信她是不列颠哥伦比亚最美的山谷之一。
当然很有可能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有些偏爱了。
但是，我到加拿大后15年还居住在梅里特镇，这跟她的美是分不开的。
从丛林环抱的大山走过来，眼前忽然没了树的踪影，不免觉得突兀。
尼古拉河谷区属于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那里有肥沃的天然草场，支持着发达的养牛业。
加拿大最大的工作养牛场——道格拉斯湖区牧场——就坐落在这里。
这个牧场占地几十万英亩，它得以维持并且富足。
完全是因为本地有大量的蓝丛麦草，在这儿又叫丛草。
【译注：工作养牛场（workingcatt1eranch）为度假场所，在这里，客人可以依自己的兴趣选择参与牧
场主人的实务工作，例如：喂牛、牛群赶集等。
】说来可笑，我第一次开车从梅里特到一小时车程以外的卡姆卢珀镇，沿途看到大片的草地，竞无知
地想：天啊，环保主义者说的没错，加拿大真的在乱砍滥伐，这座山谷里一棵树也没有了！
现在这成了关于我的一个经典笑话，我一有机会说起：“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都会招来好友捧
腹。
加拿大幅员辽阔，这点也让初来乍到者叹服。
她的土地让人感觉无边无际。
无论你身在何处。
跳上车，不一会儿工夫就能到达野外。
颠簸的运材路、树木葱茏的林间小道，引领你走进密林深处——在里面很容易迷路。
爬上一道矮坡，你就能悠然地欣赏周围360度的风景。
有时候，在主干道上开车几英里也碰不到别的车辆。
这个国家地广人稀，这不仅显示在枯燥晦涩的统计图表上，还让你随时随地都能亲身感知。
在城镇，这种开阔的感觉居然也被保留了下来。
尽管各家的房子有各家的地盘，邻里间的界限却不甚分明。
各家所占的面积比我以前所见的要大得多。
所以房子和房子之间都有开阔的空间，门前的草坪也都连成一片，强调了视觉的延伸。
即使有围栏，也修得低矮稀疏。
这点对我来说和以往的环境不同，因为我习惯了住宅区间界限分明，高高的围墙、紧锁的大门、狂吠
的狗把陌生人拒之门外。
在加拿大，人们喜欢让邻居间温暖惬意。
当然现在竖起篱笆的人越来越多，尤其在城镇中央和大的中心区，但16年前这种情况很少，那时人们
津津乐道于他们如何不必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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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自然在小镇i时常会这样，许多房子坐落在小镇的边缘地带，它们背后就是林区或者公有土地，这
些房子后面不设围栏，不知道后院止于何处。
我们刚来时的前几个星期住在乡间的表妹家，她的房子后院就积自然风光和谐地融为一体。
从后门走出去，穿过草坪，无须停步就能到达庞德罗萨松林和冷杉林。
【译注：庞德罗萨（ponderosa）松树是一种笔直高耸的松树，以强烈的松香和迷人的松涛闻名。
】加拿大到处都很开阔，室内户外每样东西似乎都是大块头。
商店非常大，日常用品可以成批购买，放在足以装得下八口之家一周用度的购物车里——至少我是这
么感觉。
但是，与“大”相对的，我对她的第一印象还有一个，那就是她城镇的“小”。
我承认，加拿大有许多小镇比梅里特还小，但我说的是第一印象，所以必须评论这个特定小镇。
1989年我刚到的时候，梅里特镇只有7000人、四家银行（现在只剩三家）、两个红绿灯十字路口（现
在有四个），一家电影院不久就因为竞争不过当时的三家音像店关门了（现在依然没有电影院），现
在音像店也只剩一家了。
在小镇的一端，深吸一口气，如果一路绿灯的话，不用换气就可能赶到只有两个街区之遥的另一端。
我说“可能”，因为我从没试过。
如今这样做的难度加大了，不是因为小镇变大了，而是因为街上多了几辆汽车。
在这儿，无须拥挤就能把事情做完，五分钟不到就能把孩子送到学校，使用网球场和其他娱乐设施的
时候也不需要排队，永远不用交停车费，我喜欢这种感觉。
我在梅里特镇居住了15年，它既没有扩张，也没有太大变化，有时候甚至觉得它要消失了，这是加拿
大小镇的又一特色。
像梅里特这样的小镇有其自身的魅力——生活在小镇上的人们有充足的时间互相了解，生活节奏比较
缓慢。
人们之间也更加友好。
但是——甚至在写这篇东西的同时，我也能感到，小镇的这种魅力正在受到威胁。
最近，几家大的零售公司在这儿开了分店，好像他们认准这个地方将来会有更多人居住。
当地居民对这种情况喜忧参半，一方面感激那些公司带来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担心小镇的平静从此
消失。
梅里特镇社区很独特。
它的人口组成大约是1／3白人、1／3印度裔，还有1/3为第一民族。
【译注：第一民族（FirstNations）指加拿大土著民族。
】正是这种有趣的混合，才使得像我这样的新移民更容易融人现有社会。
当然，如果会讲当地的语言（英语），在思想、行为和服饰等许多方面都西化就更容易融入当地社会
。
我走在大街上，并不觉得自己和当地人有太多的不同。
他们主要从事修建铁路的工作，为这个国家的西部开发作出了卓越贡献。
尽管我来的时候梅里特镇的中国家庭不足10户，但我发现很久以前就有中国人来到了这里。
今天，破旧的中国自助洗农店门脸，还有那块斑驳的油漆招牌依然醒目，旁边有家中国杂货店还在开
张。
老店主不卖以前那些东西了，但橱窗里陈列的都是几十年前的旧货。
洗衣店和杂货店属于一个中国家庭他们是幸存下来的铁路工人或菜农，从20世纪初期开发这座山谷的
时候就在这里居住。
在城市，人们都行色匆匆，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意避开别^的眼神。
小镇上的居民则更加友好，走在大街上，目光交流、点头致意、说声“早安”或“你好”都很常见。
再次声明，因为我“前住在大城市，那里人们关系淡漠，视而不见，所以我惊诧于小镇人的古道热肠
。
每天，不论我是去办一些日常琐事、到超市购物，还是去邮局取信或是从镇图书馆借书总会看到欢迎
的笑脸，听到友好的招呼和问询：“您好”、“您需要什么”或是“选到您需要的东西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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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人对此不屑一顾，认为商店销售人员只是机械性地对顾客吐出友好之词，我依然认为这比毫无
助人之心且神情冷漠的店员强多了。
但是15年后的今天，我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寒喧和互助、自然流露的友好越来越少了。
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开始慨叹“那逝去的好时光”。
我锁车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多，尤其是觉得座椅上有东西会吸引别人目光的时候。
为了了解下一代人对加章大的感受，我询问了女儿的看法，刚来这个国家时她才10岁。
我问她对加拿大的第一印象，尤其是对同龄人有什么看法。
她的回答是总的来说加拿大人与人之间非常友好、毫不拘礼是件好事。
但我的孩子在严格的亚洲社会长大，那里孩子和家长之间的关系很正式，所以对她来说，加拿大社会
两代人之间放松、平等的交流方式令她震惊。
对成年人直呼其名对她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即使有些成年人让她这么做。
在这里，朋友来到家里拜访，对你的父母和其他长辈不理不睬，或者最多说声“你好”，这些都毫不
稀奇。
她还发现加拿大年轻人非常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不管是什么问题，他们都尝试着提出见解。
学校也鼓励这种行为。
在学校，学生要回答的问题不仅与课程相关，还涉及时事。
老师总是想了解“你是怎么看的呢？
”这和她以前的感受截然不同，她从前的同学不爱表达思想，而是专注于接受课本上的知识和老师传
达的前人的智慧。
我们刚来的时候正值暑期，学校没有开学。
这是我们精心计划的，因为这样我们就能有充裕的时间为孩子注册学校并且适应当地的天气。
这点我强力推荐，尤其对于那些想移民或到加拿大工作、学习，而又来自气候温和地区的人，这点极
为重要。
我们来的时候是6月份，每天的气温20℃以上，这使我们能更加轻松地适应这里的天气。
到加拿大的第二周。
我们决定去“加拿大轮胎”买帐篷、火炉和其他露营用具，然后开车四处走走。
在风格各异的省公园露营，这是了解加拿大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尽管天气暖和，却不是一直晴朗，有时候我们必须在雨中安营扎寨。
夏天渐行渐远，气温也越来越低。
我记得那时候气温每比前一周降一两度，我就在日历上做个标记。
我觉得在这儿时间过得更快，部分原因是这里四季分明，人们会更深切感受到时间的流逝。
“未雨绸缪”在这里比在热带更有意义。
商店宣传单（随报纸送来的免费广告塞满了我们的邮箱）满是“返校”特卖品，服装店的货架上过冬
用品琳琅满目，让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去准备购买。
身在这个国家，我们就会知道买什么更适合这里的天气。
这比在炎热潮湿的新加坡试穿毛裤棉衣，猜想什么衣服更适合加拿大的天气要舒服多了。
第一个秋天，我惊喜地发现，在气温只有10℃的早晨，我可以穿短裤去附近的社区网球场，这在从前
我想都不敢想。
虽然有些冷，但我知道只要太阳从山背后露出头来，天气很快就会暖和起来。
想到自己好像正在一个大冰箱里走来走去，我就很高兴，因为我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了。
在新加坡，气温30℃是家常便饭，我记得有家新加坡报纸曾在头版显著位置用醒目的字体标着“15℃
”，那是我们经历的最不同寻常的寒冷天气。
天气的变化显然对我影响至深。
以前提到加拿大，我就会想起爱斯基摩人（现在我知道他们叫因纽特人）、圆顶屋和积雪覆盖的地面
，现在我必须摒弃这一偏见，重新认识加拿大的气候。
其实这儿的夏天很热，气温能够升至30℃以上，地面上也不是终年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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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望着夏天的绿树荫荫、芳草萋萋。
我觉得很难想象这一切到冬天都会覆盖上几英尺厚的皑皑大雪。
住在农村使人能够亲密地接触自然。
生平第一次，我体验了夏季昼长夜短、阳光灿烂。
而冬季白天短促、夜幕很快就降临的感觉。
地轴的倾斜每天都得到了清晰展示，学校地理课上生硬的知识变得可以感知了。
寻觅野生动物大自然中还有一样东西我渴望体验一下，但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等待，这个愿望才得以实
现。
和许多初到加拿大的人一样。
我希望见识一下近在咫尺的野生动物，比如熊啊、鹿啊，或者，如果我幸运，能觅到一头闲游的美洲
驼鹿。
我们每次开车经过农村或去森林。
我都会密切注意山坡上的风吹草动，希望能看到一些野生动物，但我所见的不过是牛马等家畜，真不
敢相信我是居住在一个以有许多熊著称的国家。
我觉得第一次看到熊至少是两年后了，并且我和它是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它都把我吓坏了。
那是夏天，我和当地的滑雪俱乐部成员一起考察地形，我们车开得很慢。
一只被前面的人吓坏了的黑熊突然沿着崎岖的小路朝我的车冲过来。
看到我之后，它迅速右转，离开道路，消失在丛林中。
真不知道当时我和熊到底是谁更恐惧！
鹿更容易看到。
我很快就知道了如何在树丛中找到它们。
它们不太怕人，有时候就在路边吃草。
但是好多年以后我才第一次见到驼鹿：那年冬天，我出去滑雪，看到一头驼鹿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在滑
道旁边的树林里。
其他的滑雪者也驻足观望，这说明它们难得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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