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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分别从中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角度分析了林书豪成功的文化因素和中华传统文化

对其产生的影响。认为: 在美国极致个人主义文化熏陶下，林书豪实现了“美国梦”，但美国的极致

个人主义同时也对林书豪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与负面影响; 在林书豪取得成功的道路上，中国文化同样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移民而言，他们所具有的双重文化认同，对他们的生存发展，不是障碍，而是

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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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Factors and Immigrants’Achievements
———A Case Study of“Lins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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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ltural factors that have helped Jeremy Lin，a second
generation Chinese American，attain his success in his sports career． It points out that，while
American media emphasizes American cultural factors，such as the inspiration of the American
dream，they often ignore the influence of immigrants’home cultural factors that have also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heir success． In Jeremy Lin's case，Chinese cultural factors，
particularly strong family discipline and encouragement，is an integral part of Jeremy Lin's path
to his astonishing accomplishments on the basketball court．

2012 年春，林书豪“横空出世”，拯救了美国篮球职业联赛 ( NBA) 的纽约尼克斯队。美国

人创造了“Linsanity”这个新词汇来形容林书豪的神奇表现。Lin 代表林书豪，insanity 为令人发

疯之意，汉语译为“林来疯”、“林氏风暴”等。以下几组数据可见林氏风暴的强烈程度: 全美

尼克斯比赛的收视率上涨了 66% ; ［1］尼克斯的球票售价 10 天内涨幅达 222%，达到了 582. 41 美

元; ［2］和尼克斯相关的 MSG 的股价从 29. 77 美元涨到了 32. 01 美元，新增市值达 1. 68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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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书豪该年当选为《时代周刊》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3］前共和党副总统参选人莎拉佩

林 ( Sarah H． Palin) 宣称林书豪凝聚了美国人心; ［4］奥巴马则表示在百忙之中也会抽空观看林书

豪的比赛转播。同时，在中国国内，由于林书豪的华裔身份，也引起了媒体和球迷对他的高度关

注和追捧。
作为一名美籍华人，林书豪为什么能够同时在美国和中国引发如此大的旋风? 林氏风暴刮到

国内后，不少球迷把他视为中国人的骄傲，但也有一些媒体指出林书豪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他

“代表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有的媒体更把林书豪形容成 “香蕉人”。［5］那么，作为第二代移民，

林书豪成功的文化因素是什么? 美国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对他产生了什么影响? 本文将从文化视

角对此进行分析，从而说明，移民天然具有的双重文化认同是他们在当地生存发展的优势和助

力，而不是障碍。

一、引发林氏风暴的美国文化因素

美国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 ( ESPN) 运动中心栏目的一段评论，可以让我们大致了解林氏

风暴产生的原因。“如果在一个月以前，你拿出一个剧本告诉好莱坞，一个亚洲第二代移民的孩

子，带着一个不被看好的高中球队拿下 32 胜 1 负的成绩，创下纪录，成为加州最佳球员，然后

被马路对面的斯坦福大学拒收，跑遍加州也找不到一个肯给他体育奖学金的学校，然后考进哈

佛，在创下一大串校史纪录后参加选秀，落选，然后参加夏训营，被球队签约，然后被裁，然后

再签约，再被裁，之后辗转来到了全世界篮球最大的市场，世界篮球媒体聚焦的中心———纽约当

上了一名饮水机看管员。纽约在休赛期签下了两个巨星和全联盟前三好的中锋，然后打出一个 8
胜 15 负的开局，之后这个亚洲孩子跳出来，拯救了这支在过去十年内饱经沧桑的球队，而在他

拯救球队的过程中，两个巨星分别缺阵。把这个励志的故事展现给全美国的影迷吧! 这会是一部

伟大的电影!”［6］

从这段评论中可以看出，这部想象中的电影之所以 “伟大”，原因有三: 首先，亚洲移民的

孩子坚持以篮球谋生。黄种人无法在篮球这个运动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已是公论。如今，别说是黄

种人，连白种人都很难在篮球场上与黑人抗衡。姚明是凭借着 226 公分的过人身高，才能够在篮

球场上取得杰出的成就。而林书豪仅有 191 公分，站在姚明身边连他的肩膀都够不到。没有人相

信矮个子的林书豪会在球场上出人头地。
其次，此人是哈佛毕业的高材生。哈佛大学是出总统比篮球运动员更多的高等学府。哈佛毕

业生一般从事较体面、依靠脑力的工作，如金融、咨询等，很少以体育竞技谋生。哈佛大学历史

上培养出了 8 位总统，而包括林书豪在内，仅有 3 人进入 NBA 谋生。在林书豪之前进入 NBA 的

学长，还要追溯到 1953 年。［7］

最后，三个巨星都不能拯救球队，而他却成功了。尼克斯队花大价钱签下安东尼 ( Carmelo
Anthony) 、斯塔德迈尔 ( Amare Stoudemire) 、钱德勒 ( Tyson Chandler) 三名大牌球星，年薪加

起来近 5000 万美元，而林书豪薪资不过 76 万美元，只有他们的 1. 5%，平时连上场的机会都没

有，几乎没有一支球队愿意要他。没有人会对他寄予希望。
正是基于以上三点原因，才使得林书豪的优异表现成为一股强烈的风暴。它类似刘翔在田径

场上给国人造成的震憾，但林书豪的故事对于美国人来说，却更具有传奇色彩，更符合美国人的

口味，或者说美国人对于林书豪的成功作了符合他们口味的解读。
许烺光的研究表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强调自力更生 ( self-reliance) 的极致个人主义

( rugged individualism) 。这种生活方式鼓励依靠自己的能力谋生，尽可能断绝对他人的依赖。由

于依赖他人会被外人耻笑，年轻人尝试尽早离开父母亲独立生活。同样地，老年人也不倾向与子

女同住，由他们赡养。在这种强调极致个人主义的社会里，“富二代”被认为是可耻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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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依靠上一代的光环取得成功，也必须声称是靠自己的能力，［8］白手起家才会受到众人的赞

扬。不畏艰难，依靠一己之力取得成功，是众人追求的一种梦想。［9］在美国人看来，林书豪为了

实现打篮球的梦想，吃尽苦头也不放弃，与美国早期移民乘坐 “五月花号”到达新大陆及后来

美国人到西部拓荒、淘金挖矿的精神是一致的。他体现了美国极致个人主义追求成功的精神。迈

阿密热火队的教练斯波尔斯特拉 ( Erik Spoelstra) 公开赞扬林书豪是白手起家的典范。报刊媒体

也纷纷以林书豪实现了 “美国梦”对他的优异表现进行宣传。［10］可见，林书豪被视为个人奋斗取

得成功的典范，林氏风暴体现了深厚的美国文化心理因素。

二、林书豪成功的中国文化因素

那么，林书豪的成功真的像美国媒体解读的那样，只是一个“白手起家”的“美国梦”的典范

吗? 或者说，他的成功仅仅归因于美国文化的影响吗? 一方面看，应该是这样的。他全家入了美国籍，

皈依了基督教 ( 新教) ，他出生、成长于美国，在当地接受教育，其日常生活和价值观与当地青少年

没有多大差别。另一方面，再仔细分析其成长背景，他与家庭、朋友之间的关系模式以及他行为的心

理文化取向，则可以发现林书豪身上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他的成功也受惠于对华人的文化认同。
而美国媒体对林书豪的夸赞和中国某些媒体对他的批评都忽略了这一点。

我们先来看看林书豪的家庭背景。许烺光指出，相较于美国的极致个人主义，中国人的生活

方式是强调相互依赖 ( mutual dependance) 的情境中心取向 ( situation-central orientation) 。［11］情

境中心取向讲究初始集团 ( primary group) 成员间的相互依赖。当一个人呱呱坠地那一天起，他

自然成为家族成员的一份子，甚至在他生命完结之后，仍旧与家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 祭祀、
入族谱等) 。他并不以依赖他人为耻，如果具有显赫的家庭背景还引以为荣，甚至作为炫耀的资

本。许烺光认为，相对于美国人夫妻关系占优势地位的家庭，中国人的家庭是父子关系占优势地

位的，家庭父子之间有一种很强的连带关系。① 作为家族的一份子，当他取得成功时，他会感谢

家族为他的付出，声称是祖先的余荫，而且，他不会忘记荣归故里，尝试将自己的成功好处尽可

能地分享给家族中的每一个人。［12］林书豪的成长经历，印证了许烺光的这一理论。
首先，林书豪的家庭表现出较强的父子关系占优势的特点。林书豪之所以会走上打篮球这条

路，主要是受父亲的影响。林书豪的父亲林继明是真正的篮球迷。他到美国留学期间，迷上了篮

球。在获得了机械与电机两个博士学位之后，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看 NBA 才留在硅谷工作。
他当时的偶像是“天钩”贾霸，还会模仿贾霸经典的勾射动作。从林书豪 3 岁起，父亲就教他

篮球的基本动作。等林书豪三兄弟大一点的时候，每星期 3 次，做完家庭作业后，他们父子分组

2 对 2 打比赛。林书豪在接受访问时谈到: “我父亲对我非常重要，我会打篮球都是因为父亲对

篮球的热爱，爸爸从小带着我们 3 兄弟一起打球、看球。”林继明则表示: “在高中的时候我就

跟林书豪讲，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在电视上，在全美国转播的电视上看到他，现在终于实现了梦

想。”［13］林书豪可以说实现了父亲难以企及的梦想，表现了中国文化中较强的父子之间的连带关

系色彩。
林书豪在成长过程中也不像美国的极致个人主义那么强调独立，不像美国孩子那样排

斥父母的控制，而是更顺从父母的权威。林书豪的母亲吴信信教育孩子的方式是典型的权

威式教育，就像蔡美儿 ( Amy L． Chua) 笔下的 “虎妈”。蔡美儿自称用 “采用咒骂、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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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种种高压手段，要求孩子沿着父母为其选择的道路努力”，［14］吴信信也是如此。她跟林书

豪约法三章，如果功课退步便要缩减打篮球的时间。［15］一次林书豪考试得了个 “A －”，妈

妈便打电话给林书豪的教练，威胁他如果下周林书豪没有达到 “A”就让他退出篮球队。［16］

吴信信虽然支持林书豪的兴趣，但也为他安排了一个备份计划，希望他能有一个稳定的未

来。而林书豪也按照父母的安排去做，所以，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在没有大学愿意给

他篮球奖学金的情况下，也能申请上哈佛大学。而且，他在大学期间除了学习经济学之外，

还辅修了社会学。相反，如果是盎克鲁—萨克逊 ( wasp ) 父母，则会更尊重孩子的自主权

利，不会这样安排孩子的出路。同样地，白人孩子会更叛逆，也不会这么顺从父母的安排。
事实上，对父母权威的反抗，才证明他们已长大成人。［17］现有研究早已表明，美国人青春

期的反叛心理是一种文化病，［18］而林书豪身上没有这种文化病的迹象。
更为重要的是林书豪对依赖父母的看法。成年后的林书豪不像美国人那样以受父母抚

养为耻。吴信信接受访问时谈到: “我们全家都很支持他打篮球。我记得书豪即将毕业时我

说，最了不起就再多养他几年。他如果进不去 NBA，就只能打国家篮球协会发展联盟，薪

水就会很低。所以我们就说，如果你想再多 打 几 年，可 以，没 有 问 题，但 是 不 要 打 太 多，

我养不起你这么多年。……现在我不用养他，是他养我了。”［19］林书豪当然没有再依靠家里

的抚养。他毕业后，签约金州勇士队，年薪近 50 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林家亲属成员间

的互动情况正是许烺光所说的相互依赖。林母愿意在林书豪成年后继续抚养他，而且也以

能得到林书豪的抚养为荣。显然，在经济上妈妈其实是无需林书豪帮助的。她这么说的目

的，更多是无意识地炫耀儿子的成就。再者，可以推测，在 遇 到 没 有 球 队 选 他 的 情 况 下，

林书豪肯定会接受家里的接济。① 因为在成名之前，他甚至还一直借住在大哥林书雅在纽约

租的房子里 ( 大哥在纽约读研究生) 。以他的收入来说，要在纽约租房并不难，但或许是为

了与大哥互相照顾，才选择住在一起。因此，笔者认为，林书豪并不完全是依靠一己之力

取得成功，他是在家人的支持与帮助下才取得今日的成绩。目前，在公共场合出现时，林

书豪也是经常一家五口作为一个共同体一起出席。与家庭成员的这种密切关系，对于已经

成年的林家三兄弟而言是很自然的，但是对不少美国人来说，应该说是比较少见的，因为

在崇尚自我独立的价值取向下，这种成年后仍与父母等近亲保持密切关系的情况，有可能

会带来不够独立的负面评价。

三、林书豪宗教信仰的双重文化特征

林书豪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多次在采访时提到打篮球是在荣耀上帝，而且退休后可能从

事神职工作。而受近代帝国主义侵略影响，很多中国人把基督教看做是洋教，认为皈信了基督教

的中国人不再是中国人。［20］那么，林书豪的基督教信仰能否说明他已经完全 “美国化”、中国文

化在他身上已经不起作用了呢? 回答是否定的。
的确，许多在美国生活的华人皈依了基督教并积极参加教会活动。1853 年旧金山出现了第

一所华人基督教会，而到了 1994 年，全美华人基督教会已达到了 697 所，［21］140 年间成长了近

700 倍。在美国，基督教会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教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基本上按族群开展活

动。美国华人有自己的教会组织，教徒基本都是华人，他们与白人的教会、黑人的教会等几乎没

有任何联系。信徒们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这不能不影响他们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以及教徒

之间的关系。其实，美国的华人教会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组织，还是华人彼此相互帮助的一个重要

渠道。它不只是起到传道的功能，还有帮忙找工作、信息交换、教授中文、传承中国传统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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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继明的父亲早逝，当年他就是在大伯父林顺雄的资助下完成了大学学业。



维系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作用。① 为了更早地融入当地的生活，许多华人会利用教会的资源。他们

与其说是受基督教教义的吸引，不如说是为了利用教会的信息交流功能和教会中的人脉关系。他

们用自己的话语表达他们的情感，用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理解基督教精神。不论是早期许烺光的

《美国梦的挑战》，或者是晚近杨凤岗对北美华人基督教徒的研究，都明确指出了在美华人协调

儒家价值观念与基督教信仰的倾向。［22］1982 年华府华人教会出版的一份杂志 《活水》，引用了宋

代大儒朱熹的诗句来介绍该杂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

源头活水来”。［23］教会杂志创刊词引用朱熹的诗，表明了华人基督徒尝试利用儒家的话语表达

《圣经》经文的努力，其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华人容易接受基督教。这让我们联想到佛教刚从印

度传到中国之时许多儒家知识分子从事的佛教中国化工作，［24］典型的例子是伪造《父母恩重难报

经》。佛教的出家思想与儒家传统强调的孝道是冲突的，为了协调二者的矛盾，他们便把孝敬父

母与“持戒”联系起来。这时中国的佛教与原始佛教的教义在本质上已有不同，发生了适应中

国文化的变异。北美华人所皈依的基督教，也或多或少发生了适应中国人行为模式和价值观的

变化。
林书豪的父母都信奉基督教，但没有任何材料显示他们为什么皈依基督教。许多华人皈依基

督教的原因是为了避免被白人同事歧视，融入主流社会，［25］或者，如前所述是受教会的信息交流

功能和教会中人脉关系的吸引。无论如何，由于受父母影响，林书豪从小便信仰基督教，上帝在

他还没有意识的时候便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林书豪因为肤色因素，在篮球场上受到歧视，追求梦

想的路程走得异常艰辛。在他求学的不同阶段，都曾因为种族歧视而苦苦得不到表现机会。林书

豪脱颖而出的契机，竟是球队为裁退他才给了他上场的机会。据迈阿密热火队队长哈斯勒姆

( Udonis Haslem) 透露，在 2012 年 1 月 27 日比赛当天，他在体育场的小礼拜堂做祷告时巧遇林

书豪。林书豪请求牧师祷告的内容令他大为惊讶，居然是祈求上帝不要让他再被解雇。［26］林书豪

本来是生活在一种战战兢兢的状态。大学毕业不到两年，他已经两次被球队解雇，而且面临着第

三次解雇。若非他抓住了机会，产生了林氏风暴，他可能会在篮球场上永远消失。在成名后，他

回忆道: “过去这一年对我来说是很艰难的一年，但是也是我在神面前最多的一年。我可以见证

说越是困难的时候，神真的是每一步都与我同行。他带领我走过想放弃的每一刻。”他屡次表

示，自己的成功是因为宗教信仰与父母的功劳，以及自 NBA 退役后希望成为牧师，或从事慈善

事业。［27］

另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林书豪及其家人在信仰上体现出来的非排他性倾向。我们知道，

基督教是排他性宗教，只崇拜唯一的真神，祖先崇拜、精灵崇拜是不允许的。而传统中国人的信

仰则是非排他性的，在宗教上的表现是多神信仰。［28］林书豪虽然信仰上帝，但他也祭拜祖先。在

2011 年夏天，他去台湾进行宣传时，还特意回到台南北斗老家的祖厝祭祖。［29］2012 年也曾回到

浙江省嘉兴平湖外婆的老家，代为祭拜祖先。［30］按理说，中国人是父系社会，祭拜的是父系的直

系祖先。可是，林书豪难得回一趟大陆，便偕同父亲代外婆家祭祖。当然，林书豪在台湾和大陆

的祭祖活动，可能只是入乡随俗的被动行为，不一定是祖先崇拜，但至少可以说明，林书豪虽然

信奉基督教，却不是以绝对排他性的观念来看待世界，他没有表现出西方人一神信仰的心理文化

取向，或者说他的信仰具有更大的包容性。［31］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美国极致个人主义文化熏陶下，林书豪实现了 “美国梦”: 一个没有任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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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经过个人奋斗，历经挫折，最后成功。但另一方面，从林书豪的成长经历来看，中国文化

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他最早追求篮球梦想的起因，主要是受父亲的影响; 他是在

家人的支持下，才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美国媒体之所以说他实现了 “美国梦”，是因为林书豪

的经历满足了美国人的心理需要，或者说是美国人根据美国文化的价值观进行了解读。但是，并

没有考虑极致个人主义社会对林书豪所造成的压力与负面影响，无视林书豪因种族因素而被歧视

的经历。实际上，林书豪在球场上也经常被称为 “云吞面”或者“中国佬” ( chink) ，并且要他

滚回中国去。［32］美国媒体根据美国文化的价值观解读林书豪的成功，也会出现忽视美国文化的缺

点、把非美国文化因素说成是美国文化因素等误读。
许烺光指出，华人更有利于参与并实现美国梦，因为中国文化传承是项有利的资产，而不是

包袱。相对于白人，华人更能轻易运用那个文化传承的观念和行为，来弥补美国现实中的若干缺

憾。［33］中国文化对于华人在美国融入主流社会是有利的因素。在林书豪取得成功的道路上，中国

文化同样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对移民而言，他们所具有的天然的双重文化认同，对他们的生存

发展，不是障碍，而是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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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当代印尼华人的认同》出版

新加坡管理大学云昌耀 ( Chan － Yau Hoon) 博士的专著 《当代印尼华人的认同: 文化、政
略与媒体》 ( Chinese Identity in Post － Suharto Indonesia: Culture，Politics and Media ) 于 2012 年 5
月由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全书 20 多万字，导论与结论之外，分为三篇七章。

在导论中，作者首先指出了印尼华人族群认同的不确定性。接下来的第一篇 “测绘 ‘华人
问题’”分为两章，第一章探讨了调解华人性的方法，第二章梳理了华人认同的历史建构。第二
篇“改变文化要素”由三、四、五三章组成，第三章梳理了华人 “文化”与自我认同，第四章
探讨了华人政治的异质性与内部动态，第五章介绍了华人报刊的重新出现。第三篇 “维系族群
界限”由第六章和第七章组成，第六章分析了原住民对 “华人性”认知的刻板印象，第七章探
讨了保存华人族群性的维系与跨越。结论部分，作者对印尼华人性进行了新的探讨。

本书将印尼华人认同的建构历史过程置于同化论、多元主义与杂糅性三个框架中，探讨了华
人性多重建构的制度性力量。观察面向上呈现的涵盖力、辩证过程中呈现的逻辑性与对话性、丰
富而细腻的经验性资料等，进一步增加了本书的学术与现实价值。( 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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