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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这一个作者与另一个视角    之一    本人与一娴女士并未谋面，只是从照片上看到，一娴是一位端
庄而智慧的女性，遵嘱写序不免有些诚惶诚恐。
钱钟书先生在他的短篇小说《灵感》中有这样一段话：“至于大学生们，自己早在写书，希望出版，
等人来买了。
到了大学教授，书也不写了，只为旁人的书作序，等人赠阅了。
比大学教授更高的人物连书序也没工夫写了，只为旁人的书封面题签，自有人来把书敬献给他们了。
”自忖自己还不到著书立说的份上，怎么能够跨越到写序的阶段。
最近尤其对“跨越式”发展过敏——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读书的跨越式学习，人生的跨越式前行。
其结果，有的值得夸耀，有的却垮掉了。
    一娴的邀约是无法拒绝的，因为她是《侨报》笔阵中一名骁勇的女将。
她的评论经常占据着言论版的头条或其他重要的位置。
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今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对“排华法案”致歉案，本人撰写的社论标题是
“破除隐性歧视华人还任重道远”，是从美国社会的角度阐发致歉案的通过，并未根除对华人的歧视
与成见；而次日，一娴的评论文章“‘排华法案’道歉案有遗憾”发表在言论版的头条“侨报眼”位
置上。
该文是从美国政治的视野抨击美国政客的狭隘与偏见，尤其是从“道歉”(Apolog)r)与“遗憾
”(Regret)在文字上的区别，透视其背后体现出的对华人态度的巨大差异。
同事们议论，一娴的文章与《侨报》的社论正好互为补充。
仅此一例，就说明了一娴文章的分量。
    之二    一娴女士是写时评的自由撰稿人。
写新闻难，写评论更难，写时政评论更是难上加难。
新闻这一行的悲剧是，辛辛苦苦作出的新闻，一天后就成为旧闻。
在网络时代，变旧的时间更是以秒计。
时评也是一样，唯有包含思想深度的时评才能行之久远。
新闻的最高境界是有真相，而评论的最高境界是有思想。
其实，新闻的最高境界也是有思想。
问题在于，当今世界上，真相是奢侈品，思想更是奢侈品。
多年前，本人曾写过一篇短文“生命与新闻的圆心”，文中提到：“如果说真相是社会的一种客观存
在，批评则是媒体人主观意识的产品。
新闻以客观为依归，与评论主观能动，应是媒体的一体两面，或者说是一个同心的圆。
”“媒体除了拥有传播真相的使命，还拥有批评的使命。
批评的武器的威力，源于思想的力量。
思想，是媒体的真正灵魂，也是新闻的真正圆心。
”    时评之难，要拥有充分的资讯，直达事件的真实，更要拥有锋利的思想，刺穿世俗的迷障；本人
长期撰写时评，越写越觉得心虚。
不是因为担心资讯的缺乏，而是因为恐惧思想的枯竭。
在网络与iPhone的时代，在谷歌与百度的时代，资讯就在指尖上，就在掌上，不唾手都可得，但思想
还如人类最初的状况那样，要经过细密的观察与有时是痛苦的思索。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是诗人眼中时评人的潇洒，但在更多情况下，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
诗在上头”的痛苦。
    因此，如同一娴这样的时评人，源源不断地出鲜活的思想，出独特的观点，其中甘苦，唯有自知。
    之三    一娴时评的第一个主题是华人。
2012年以来她所撰写的时评，或是标题上出现华人，或是内容谈论华人。
为华人立言，不仅是身份使然，更是使命使然。
    华人来到美国这片土地，立即会对“我是谁”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产生最深刻的困惑。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另一个视角看美国>>

网上流传一个笑话：“进校门的时候被门卫拦住，居然连续问了我三个哲学上无人能解的终极问题：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你要到哪里去？
”’其实，这些问题在美国就不是笑话了。
    提出“文明冲突”论的美国大思想家亨廷顿的遗世之作就是《我们是谁》。
亨廷顿对在移民大潮的冲击下，美国国家特性的演变忧心忡忡。
他没有点出的话是，文明的冲突正在美国国内上演，美国正打一场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化与其他文化的
战争，其激烈与严重程度并不亚于国际上的文明冲突。
    同样的问题，来美华人时时刻刻都会遇到。
对原来不留意的肤色、语言、文化的差异，华人会变得分外敏感。
族裔间相互打量、相互评论、相互融合，也相互发生冲突。
    美国号称“民族熔炉”，本人来美之前，将其理解为各民族和睦融合；来到美国后才发现，“熔炉
”背后有文章，在保守势力眼中，熔炉就是将你原来的文化融化掉，留下的只有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化
。
比方说提出“独尊英语”等；来到加拿大，本人又发现加拿大提倡的是“文化拼盘”(或是文化马赛克
、文化沙拉)，力求保留移民的文化特性。
因此，华人在美国，如何与主流文化对接，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成为避开不了的问题。
    因此，作为华人，要有一大批的立言人，对“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这样的
终极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一娴，就是正在做这件有意义事情的一名优秀作者。
    之四    移民到异国他乡，遭遇到的问题无非是生存与发展。
具体到美国华人，主要存在于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
    首先是反歧视问题。
对华人的歧视，有历史的根源。
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也是直到今天才刚刚由国会两院致歉。
    在一娴的文章中，有大量的为华人鼓与呼的内容，首先就是反对歧视，要求公正。
一娴说：“种族歧视是某些人对某个族裔群体的偏见，在反种族歧视已成为‘政治正确’的美国，依
然存在公开的或者隐性的种族歧视。
”“华人社区应对此高度重视，改变软弱怕事的缺点，学会保护自己，遇到袭击要迅速报案，千万不
要怕麻烦。
华人社区要团结起来，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让全社会知道华人的吁求，从而切实保护自己的利益和
整个群体的利益。
”    在求发展问题上，一娴关注华人参政问题，撰写了许多篇关于华人参政的文章，从呼吁、期待到
建议、批评都有。
如“华人参政从政，应舍小利逐大义”等，在“略说华人参政心态一二”一文中，一娴说得很诚恳：
“在政坛上，一个人取得的成功对其所在的整个族裔群体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参与政治活动对个人而言是个风险高且收益不确定的投资，但对一个族裔群体而言，却是个风险可控
、收益巨大的投资。
因此，华人参政议政不仅需要华人群策群力，不断推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也需要更多优秀的有志之
士出来做代言人。
”事实也是如此，中国人说“朝里有人好做官”，美国则应该是“朝里有人好办事”。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华社呼吁美国当局就《排华法案》道歉已经多年，直到来自洛杉矶的赵美心在当选
联邦众议员后奔走呼号，《排华法案》致歉案才在国会参众两院通过。
    除了赵美心的成就以外，近年来华人参政可以说是成就斐然，如华人参政进人“旧金山时间”、“
奥克兰时间”，在当年《排华法案》的发源地，出了华人李孟贤、关丽珍市长。
一娴却观察到，迄今为止，有大陆背景的，尤其是留学生一族鲜有人出来参与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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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热切期待大陆出生的候选人诞生。
    移民改革也是如此。
移民改革是少数族裔非常关注的问题，但正如在“推进移民改革华人当团结发声”一文中所指出的，
与西裔不同，华人的侧重点不在于非法移民合法化，而在于亲属团聚问题：“在移民改革中，确保移
民家庭团聚应是移民法体系的核心。
”同时，还要放宽职业移民：“华人中有众多高端人才，在美国科技和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对
此不应设置过高的门槛。
”    之五    写时评，不仅要有批判的胆略，还要有自省的勇气，尤其是对华人自身问题进行自省的勇
气。
以反歧视为例，不仅要反对他人对华人的歧视，还要反对华人对其他族裔的歧视。
《围城》中提到大学里各系学生的一种连锁歧视现象，不幸的是，这种现象在美国社会中也存在。
华人被别人歧视，也歧视别人。
如华人常被白人歧视，却歧视非裔、西裔。
一娴在“同属少数族裔华裔何苦歧视非裔”一文中提到，在美国，华裔和非裔虽同属少数族裔，但是
近年来，彼此之间的隔阂和偏见似乎在不断加深。
华人社会中存在“两怕”的传说，其中一怕就是“怕女儿嫁给黑人”。
在“少数族裔之间的歧视，不是同根相煎吗”一文中提出：“少数族裔之间要去除互不信任、互相对
立，因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华人应理性对待族裔冲突”一文中提出：“族裔问题是现实存在的，但不必过分强调。
当遇到有关族裔问题或者族裔间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该理性对待，就事论事，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族裔
背景上，或借机攻击其他族裔，这样只会令族裔问的关系更为紧张，于各方都不利。
”    在这些问题上，一娴的视角超越了狭隘的华人视野，或者是“华人至匕”主义。
例如，她指出在华人参政问题上，华人除了政治冷漠，还有眼界狭隘、善于内斗等毛病。
她在“华人是否应投票给华裔候选人”一文中提出：“作为华人来说，应该呼吁华人多支持华裔候选
人，同时也应该尊重作出其他选择的华人。
”这就比那些“华人就该投票给华人”的说法高了一个层次。
“华人竞选中的‘黑函风’须刹住”一文则批评“华人之间的互相攻击与倾轧，散布黑函谣言，选风
不正，以致选票分散，不仅最后惨败，使华裔整体形象减分，而且影响了主流社会对华裔参政的观感
”。
    另一个例子是《平权法案》。
《平权法案》是美国社会最具争议的法案之一。
公立大学招生时，要为少数族裔留下一定名额。
该法案的本意虽是照顾少数族裔，但副作用是成绩好的白人，尤其是华裔学生受到了限制，因而被攻
击为“反向歧视”。
如果从狭隘的华人视角出发，就会反对《平权法案》，但从社会多元化、社会公义的角度出发，则应
该作第二种思考。
一娴提出，应思考“如何在平权原则和多元化之间找到某种平衡”，这无疑是站在了一个高点上，观
察和解读就不同了。
    我想，这就是另一个视角看美国的例子，一种客观的、高远的，而非狭隘的、平面的视角；这也是
《另一个视角看美国》一书的价值所在。
    萧冬    美国《侨报》执行总编辑    2012年7月于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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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一部时评文章合集，涵盖了海外华人以及希望了解美国社会的众多读者所关注的诸多领域
的热点问题。
每篇文章短小精悍，切入时政，把握中肯；逻辑清晰，考据准确；文思精致，笔触温厚；跨度广，并
有一定深度。
本书对于旅美华侨、准备移民美国者，以及对旅美华侨相关话题感兴趣的个人或学者将有很好的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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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旅美华人专栏作家。
凤凰博报2009年十大名博之一，美国《侨报》专栏作者，人民网国际频道环球嘹望时事评论员，中国
评论新闻网特约作者，东方壹周专栏作者，网易微博专栏作者。
】喜欢读书思考。
崇尚民主自由，平等博爱。
住在阳光灿烂的海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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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这一个作者与另一个视角
一、2012年1—6月《侨报》专栏文章
二、2011年《侨报》专栏文章
三、2010年《侨报》专栏文章
四、2009年《侨报》专栏文章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另一个视角看美国>>

章节摘录

参政遇阻，华人需冷静    美国华人媒体近日联合评选出了2011年纽约十大社区新闻，占据头条的是纽
约市华裔主计长刘醇逸陷入“捐款门风波”事件。
    从媒体已披露的信息来看，刘醇逸涉及的这件公案并不复杂，刘醇逸的募款人之一潘姓华人11月被
联邦调查局(FBI)指控通过20名“空头”捐款人，将来自一名FBI卧底的超出法律规定捐款上限(4950美
元)数倍的1.6万美元纳入刘醇逸的竞选资金，并借此获纽约市竞选相对补贴基金。
    刘醇逸对潘案的回应是，他因此“感到痛心”，并称他的“竞选团队未被告知真相”。
事件发生后，从《纽约时报》到纽约本地主流媒体，都大幅、反复地报道及评论该事件，《纽约邮报
》最近还发表文章，称针对刘醇逸募款丑闻的联邦调查近日再度升温，开始聚焦刘醇逸本人。
    由于主流媒体尤其是本地主流媒体的反复报道，此事件的延伸效应被凸显出来，以致很多华人甚至
其他少数族裔都认为对刘醇逸的调查是对少数族裔的不公平对待。
更有人认为这是族裔歧视的表现，为的是把亚裔小区的政治希望之星刘醇逸拉下竞选舞台。
    不言而喻，FBI的多方调查和主流媒体的大仗阵，对亚裔尤其是华裔社区来说会有负面影响，甚至产
生寒蝉效应，毕竟身为少数族裔身份的华人对政治的热忱一向不是很高。
有评论说，此事件可能使华人参政热情更加减弱，调查结果如果对刘醇逸不利，倒退数年也未尝可知
。
    事实上，FBI关于这一事件的调查还在继续。
因此，从刘醇逸到华人民众都应该冷静对待、配合调查这一事件。
如没有确切的证据，慎言种族歧视话题较为妥当。
    “种族歧视”有时会成为双刃剑，虽然此话题在美国很流行，但在某种程度上已被认为是属于比较
敏感且易被操弄的政治正确一类，美国主流社会其实对此颇有看法，甚至某些美国人对此也有反弹心
理，对任上的少数族裔政治人物带有“不是凭真本领”的习惯性印象。
    对媒体的各种报道，我们也应以正确态度对待。
媒体不是具有法律效用的调查机构，但在美国，媒体有权发布各种消息和评论。
另一位辞职的前华裔众议员吴振伟评论此事件时就坦言“政治圈冷酷”，他以自己的遭遇为例，谈到
很多时候“媒体根本就没有注明确切的来源，而其他媒体就以此为基础来报道。
可是政治就是这样⋯⋯”这番话为媒体与政治作了一个注脚。
    主流媒体报道和评论产生的广泛效应，短期内会对刘醇逸和华人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但对刘醇逸和
华人支持者来说，只能接受和面对。
    华人作为少数族裔，要想在政治上崛起，遭遇各种挫折、走弯路、犯错误甚至付出重大代价都是不
可避免的。
这是近年来美国华人在政坛上崛起后应冷静思考和面对的。
寄望新年伊始，华人参政逐渐走向成熟和兴盛。
    2012年1月4日    略说华人参政心态一二    引人注目的爱荷华州共和党党内总统候选人初选近日结束。
对于这次初选，许多选民热情高涨，然而相当多的华裔选民仍持“事不关己”的态度。
目前爱荷华州300万人口中华人只有1万左右，其中约5000人有公民身份和投票资格，共和党的支持者
约2500人，但真正出来投票参选的预计只有1000多人。
    如果只看数字，爱荷华州共和党华人选民的参与比例还不算低。
综观近年各处的选举情况，不少地方的华人参政比率还达不到爱荷华州华人的水平。
    经过长期的努力，美国华人参政越来越成就斐然。
刚刚过去不久的旧金山市长选举，说明伴随着华人经济实力的成长，政治力量也在壮大。
由于旧金山是排华法案的始发地，因此旧金山出现华人市长被认为是华人参政到了“旧金山时间”。
但无可讳言，华人的参政热情还亟待进一步提高。
    传统上对华人参政热情不高有许多解读，例如由于数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华人历来养成了事不关
己高高挂起的习性；还因为华人在美处于边缘化的少数族裔身份，对主流社会政治很少关心；还有很
大部分，尤其是早年来美打拼的打工族，有的连语言问题都没能解决，更谈不上关心政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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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传统解读，近年来笔者注意到一种现象，许多在美华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从中国大陆
来美的留学生一族，经过20多年的努力，大都事业有成、家庭安定，比较成功地融人了美国主流社会
。
他们对美国社会的政治相当了解，在爱荷华州选举期间及之后，也可以在网上看到这部分华人的关注
程度很高。
但目前这部分人中还没有一个人出来参与竞选，并成为华人的代言人。
    个中原因当然很多，传统的影响也不是没有。
此外，这部分人多半在青少年时代经历过“文革”，这种历史烙印可能使得他们即使关心美国的政治
生活，愿意参与投票，也未必就愿意从政，且能否从基层点滴累积做起，也是一种考验。
    在政坛上，一个人取得的成功对其所在的整个族裔群体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参与政治活动对个人而言是个风险高且收益不确定的投资，但对一个族裔群体而言，却是个风险可控
、收益巨大的投资。
因此，华人参政议政不仅需要华人群策群力，不断推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也需要更多优秀的有志之
士出来做代言人。
随着中国大陆留学生和移民的不断增多，期待有一天可以看到优秀的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华人代言人出
现。
    2012年1月10日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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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写时评，不仅要有批判的胆略，还要有自省的勇气，尤其是对华人自身问题进行自省的勇气。
以反歧视为例，不仅要反对他人对华人的歧视，还要反对华人对其他族裔的歧视。
    一娴提出，应思考“如何在平权原则和多元化之间找到某种平衡”，这无疑是站在了一个高点上，
观察和解读就不同了。
    这就是另一个视角看美国的例子，一种客观的、高远的，而非狭隘的、平面的视角；这也是《另一
个视角看美国》一书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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