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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J． Berry 文化适应的双维度模型为理论框架，研究采用问卷和访谈方式调查琯头移民在美的文化适应现况。84
位移民参加了问卷调查，其中有 18 位加入了网上访谈。中国移民在美劳动市场的文化适应策略主要为融合和分离，对“美国

梦”等主题的阐释反应了移民的文化适应障碍。多数移民渴望融合策略，但迫于适应障碍制约，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又不得不选

择分离策略。这种文化适应瓶颈的突破需要移民前的各方面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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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适应是指因跨文化接触而引起文化和心理变化的过

程。［1］
近年来，文化适应问题在跨文化交际学研究领域中引

起了广泛的关注。Berry 把文化适应分为文化和心理两个层

面，这对于区分个体文化适应差异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研

究探讨的心理文化适应是指个人在行为、态度、价值观以及个

人身份的变化。［2］
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移民美国的

中国人数激增。对外来移民对美国的心理文化适应研究的文

献回顾发现，尽管该领域对亚裔美国人有一定的研究，但针对

中国移民的研究则较少，并且大部分都停留在定量研究的层

面上。［3］
本研究以福建省琯头镇在美国的移民为研究对象，

旨在以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探讨中国移民在美劳动市场的

主要文化适应策略、文化适应障碍及文化适应模式。琯头镇

位于福州市连江县的南部，人口约六万，素来有出国的传统，
是福建省有名的侨乡。通过移民申请，一般 3 到 20 岁的镇民

都是跟随父母或其中一方移居美国。本调查所涉及的移民是

指在美国有合法身份的人，他们出国前大部移民学历低、经验

少、起点低。面对陌生文化，他们承受着来自心理和社会文化

等多方面的压力。
一、相关文献综述

心理文化适应领域对来自中国底层的打工移民的研究相

对较少。研究对象大都集中于墨西哥裔美国人 ( 如 Mendo-
za) ，［4］

非裔美国人( 如 Klonoff ＆ Landrine) ［5］
以及在美的西

班牙人( 如 Marin ＆ Gamba) 。［6］
当然，对亚裔美国人的研究

也不在少数。但是对在美国的东亚人 ( 如中国人) 的文化适

应研究相对较少。［7］
在研究亚 裔 美 国 人 的 文 化 适 应 方 面，

Suinn 等学者使用了单维度量表 SL － ASIA 对加州的韩裔美

国人进行了文化适应研究，并且根据研究对象在量表上的不

同得分将他们分成传统型、双文化型和同化型。［8］
从移民的

角度来说，SL － ASIA 有其局限性。移民可能在两种文化中迷

失，造成自我边缘化现象的出现。与单维度不同，Berry 提出

的两个维度分别是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以及和其

他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根据个体在这两个维度上的不同

表现，Berry 区分了四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即整合( integra-
tion) 、同化( assimilation) 、分离( separation) 和边缘化( margin-
alization) 。整合策略是个体在文化适应中既注重保持原有文

化，也注重与其他群体进行日常的交往。当个体对两者都缺

乏兴趣时，就表明个体趋向于边缘策略。当个体经常与其他

文化群体交流并放弃原有文化时，表现为同化策略。当个体

更重视自己的文化并试图避免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时，就产

生了分离策略。［9］
韩裔美国人的文化适应研究应用 Berry 的

双维度量表总结了三种文化适应策略: 整合、同化和分离。［10］

这项研究在特定文化领域和总体的文化适应这两个层次上都

有力地支持了 Berry 的理论。1989 年 Berry 比较了来自中国

香港、法国和英国的留学生在加拿大的适应现状。［11］
与移民

相比，留学生在异国的时间相对短暂。鉴于经历悬殊，移民面

临的困难要多得多。基于 Suinn 和 Berry 的研究，Barry 以生

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为研究对象，专门设计了

东亚人文化适应量表 ( EAAM) 。［12］
结果证实 Barry 的量表在

研究东亚移民文化适应的可行性。另外，大部分跨文化适应

研究都只选用定量研究方法，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结合有

其必要性和可行性。［13］

本调查以琯头镇移民为研究对象，结合定量和定性的研

究方法，展现琯头移民在美国的文化适应现状，为广大中国

移民及中国移民咨询行业提供实证依 据。三 个 研 究 问 题

为: ( 1) 琯头移民的主要适应策略; ( 2) 移民的主要文化适应

障碍; ( 3) 移民的文化适应模式。移民的主要适应策略探讨

基于 Berry 文化适应策略的双 维 度 模 型。一 手 信 息 表 明，
“美国梦”对琯头镇民出国的冲动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那

么它是如何影响移民的文化适应呢? “美国梦”本身就预设

着那些有 追 求 的 人，只 要 个 人 有 能 力 就 很 有 可 能 实 现 梦

想。［14］
移民在这种强调个人独立精神的环境下承受着一定

的压力。据此，本调查通过网上 QQ 聊天系统了解移民对

“美国梦”相关主题的态度，分析移民文化适应障碍，进而总

结其文化适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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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 一) 研究对象及过程

84 位琯头移民参与了问卷调查，年龄在 18 岁到 29 岁之

间，平均年龄为 24 岁。有 48 位男性，36 位女性。他们在美国

所停留的时间跨度为半年到十年，61． 90% 移民持高中文凭，
3． 57%有初中文凭，22． 62% 有大学或大专文凭。18 位移民

加入了网上 QQ 访谈环节。本研究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找

到这些研究对象: 笔者委托琯头镇的一名移民顾问和在美国

的琯头移民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分发调查问卷; 此外经朋友介

绍，作者加入了一个移民 QQ 群，并在此 QQ 群分发问卷。
( 二) 研究工具

问卷参考了 Berry 等学者的量表和 Barry 的东亚人文化

适应量表 ( EAAM) 。问卷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调查参与者

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出身年月、性别、出生地、在美停留时

间、学历、职业以及联系方式。第二部分的 20 道题测量参与

者对四个策略的偏好程度，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计分，1 =
完全赞同，2 = 基本赞同，3 = 不确定，4 = 基本不赞同，5 =
完全不赞同。分数越低，对某一策略的偏好就越强。在 Barry
的东亚人文化适应量表 ( EAAM) 中，同化、分离、融合及边缘

策略的克隆巴赫信度 α 系数分别为: 0． 77，0． 76，0． 74 和 0．
85。［15］

一般来说，克隆巴赫信度 α系数达到 0． 65 以上就达到

信度的标准。很显然，这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值在 0． 74
到 0． 85 之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个量表的内容效

度。14 个提前准备好的开放性问题调查了移民的美国观、出
国原因、适应障碍以及未来憧憬。整个访谈都是通过 QQ 聊

天系统完成的，根据 Owen 的主体信息结构整理方法对采访

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16］

三、研究结果

( 一) 问卷统计结果

调查问卷数据的统计按照四个文化适应策略进行分类统

计，即问卷中的 20 个问题根据四个文化适应策略归类成四个

变量，即同化策略、融合策略、分离策略和边缘策略。本研究

统计每份问卷各个策略的平均得分，并通过社会科学统计软

件包 SPSS16． 0 对原始数据进行总平均值统计。数据显示融

合策略得分最低 ( 2． 12 ) ，紧接着是分离策略 ( 3． 02 ) 、同化

( 3． 78) 和边缘策略( 3． 87) 得分都相对较高。为更进一步观

察参与者对不同策略的偏好程度，数据结果表明分别有 65．
29%、23． 97%的参与者偏向于选择融合和分离策略。2． 48%
的参与者在两个文化间瞻前顾后，他们甚至不清楚自己的适

应策略是什么。因此，从问卷统计结果可知融合策略和分离

策略是琯头移民的主要适应策略。
( 二) 访谈结果

通过网络，18 名琯头移民分别加入了访谈。访谈的问题

围绕“美国梦”等相关主题。主要探究移民出国的原因，他们

对美国梦、美国人、在美国的亲友、美国生活、工作以及未来的

看法和态度，最后分析总结琯头移民在美劳动市场的文化适

应障碍。
1． 出国原因。除了 1 位移民没有说明其出国原因外，11

位移民坦言出国就是为了挣钱。6 位移民表示他们没有选择

的余地，他们要么随移民热潮而出国，要么就是为了与在国外

的亲人团聚。有 15 位移民认为在美国工作就意味着赚取比

国内更高的收入、更多的工作机会，在美享受同等机会、同等

待遇。正如唯所说:“这里机会可能平等些，大陆有的需要关

系。”不管是基于什么原因出国，挣钱最后都成为移民继续留

在美国的主要理由。钱挣多了自然就有能力消费或者把多余

的钱存起来。有了积蓄，移民们就有可能更好地为自己的将

来打算。有 14 位移民希望存够钱为将来投资打基础，或以后

好好养老。厚的理想是先开家餐馆，赚更多的钱，然后去做自

己最初或当初想做的事情。
2． 对“美国梦”的理解。访谈结果显示，在离开中国前没

有一位参与者对美国有全面或深刻的了解。有 11 位参与者

透露他们曾从各种大众媒体上得知“美国梦”这种说法。当

被问及“美国梦”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时，大部分移民的回答都

令人相当失望。在钟看来所谓的美国梦其实都是破碎的梦。
张补充说:“我觉得‘美国梦’就是个噩梦，我们那边的人来美

国几乎每个人每天都是工作 12、13 小时，都在做很辛苦的工

作。”只有吴对“美国梦”抱有积极的态度，他说:“在美国只要

肯努力都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这就是美国梦。”但被问及

他们出国想象中的美国与现在在美国的经历是否有很大的落

差时，9 位移民的回答是肯定的。大多数移民把美国想象成

天堂一般，但当他们真正生活其中时，他们对周围的环境尤其

是唐人街感到很失望。在他们看来，唐人街跟他们自己老家

的菜市场没什么区别，都是一样脏、乱、差。
3． 与美国人的交流。有 13 位移民肯定地指出适应美国

生活的最大阻力是英语。由于工作需要，移民们都曾努力通

过在国内或美国高中的学习、一些英语培训机构、美国的教会

办补习班或自学的方式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然而，他们并

不觉得自己被美国主流社会吸纳，他们与主流文化或美国人

的接触仅仅出于工作或者生存的需要。素解释说，“我们生

活的圈子中几乎没老外，就是工作的时候会稍微接触一些，而

且要看你是做什么的，比如说服务生以及前台接电话的才会

接触到老外，厨师就没太多机会接触老外了。”尽管如此，有

11 位参与者对美国人特别是白人的印象很好，有 12 位参与

者希望能成为美国公民，因为在他们看来成为美国公民就可

以享受美国国民待遇。吴现在已经是美国公民了，按他的话

来说，“美国公民有很多待遇 ，如想要在美国开餐馆必须是公

民，想投资点什么必须入籍。应该说入籍是生活需要，其实没

有需要的话我也不会去入籍。”
4． 在美国的亲友现状。大部分的移民在美国都有亲戚

朋友。在他们看来，亲戚们工作都很拼命，但都变得很吝啬、
自私。钟就很失望地说:“刚来的时候在亲戚开的店里上班，
他们变得比较势利、实际了，一切都向钱看。我现在不在那儿

做了。在美国，在亲戚开的店里干活，活总是比别人干得多，
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从美国价值观的角度来说，这些变化似

乎是正常的，可以被看成是自立的表现。但是，多数移民不这

样认为，他们觉得所谓的自立其实是一种功利、现实的表现。
就像林所说的，“是变得功利，是当初的决定，既然出来就是

为了赚钱，人难免会功利的。”厚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
“不管是谁，来了美国以后都会变得很现实，主要是相对于金

钱来说吧! 因为在美国赚钱比较辛苦，会把钱看得比较重。”
很显然，移民在美国多多少少也受到美国价值观的一些影响。

5． 在美国的生活与重心。在访谈过程中，移民们最经常

提到的字眼就是“挣钱”。这无形当中反映了移民在美国机

械而又孤立地生活和工作。他们的社交圈很窄，多是受到工

作的制约。在这方面，黄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说: “有的人待

久了就有点傻傻的，有的人几年都待在一个地方都跟那几个

人接触，就是有点跟外面的社会脱节的意思。”当参与者被问

及有没有把自己的重心放在融入美国主流文化时，大部分参

与者表示他们有融入的意愿，但多是为生计打算。正如陈所

说:“试图去融入也说不上是心理上接受这个国家的文化，适

者生存吧!”素进一步解释说:“事实上，尽管我们有试着去融

入，但是还是很困难，特别对于那些语言不通，工作又忙的人

来说，”从参与者的回答中不难看出，移民有融入美国社会的

倾向，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毫无障碍地融入这个陌生的国

度。也就是说，移民能否顺利融入美国这个大环境受他们的

个人能力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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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查结果分析

在问卷统计过程中发现，移民偏向融入策略的同时会附

带着分离策略。这两个策略似乎是相互联系的，既倾向于保

留中国文化又积极向美国文化靠拢的参与者更趋向于保持本

族的文化。这种策略的喜好只是程度上的差异。移民的分离

策略实质上贯穿于他们的融入策略中，两者是很难分清界限

的。Rudmin 指出对文化适应策略双维度模型最常见的批评

就是这四个策略实质上是不相互独立的。［17］
本研究中定量和

定性的结果也说明了这种批评有一定的合理性。移民概念中

的融入( integration) 是一种适应周围环境的愿望，而不是像理

论上所界定的试图与本族及异族的文化或人的交流。这个发

现与 Barry 对东亚移民在美国文化适应的研究结果相似。［18］

研究结果表明琯头移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文化适应障

碍: 首先，对中国和美国认识不够。美元和人民币的兑换率使

他们总觉得在美国挣钱比在中国挣钱容易也来得快。这反映

了他们对两国文化了解的偏见与不足。其次，个人身份认同

混乱。移民加入美国国籍的目的性过强，这无形中会对他们

将来身份认同造成混乱。其三，语言障碍。由于个人语言水

平的限制，移民的融入积极性受挫。其四，过于沉迷“淘金”。
大部分移民对他们工作的满意度低，但美元的诱惑使他们愿

意在异国吃苦。在“淘金梦”或“淘美元梦”的影响下，他们的

人生观也变得模糊不清。部分移民过分沉湎于挣钱，导致他

们的心理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些文化适应障碍反映了移民

文化适应的独特模式或者说是他们文化适应的瓶颈，即在心

理上，广大的琯头移民对融入策略有无意识的倾向性，但由于

他们文化适应障碍的制约，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又不得不选择

分离策略。
五、总结

对琯头移民在美劳动市场的文化适应现状调查表明，他

们主要的文化适应策略为: 融入策略和分离策略。制约其文

化适应障碍主要表现在: 对中美两国文化认识、个人身份认

同、语言、工作、金钱观、人生观以及心理七个方面。琯头移民

独特的文化适应模式反映了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在

心理上，他们有融入的愿望，但现实又把他们导向了分离策

略，使他们变得相对保守。
针对所发现的移民文化适应障碍，笔者最后提出以下四

点建议，希望对中国移民以及中国移民咨询行业有一定的借

鉴作用。第一，移民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只有通过不断的

自省，才会对自己乃至对自己的人生有更全面、更理性的认

识。第二，出国前，移民应该对中国和所要移居的国家有较好

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毕竟不同的国度

在经济、政治及社会文化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第三，移民在移

居前最好对移入国的语言有一定的基础。语言在人们日常生

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语言也是文化的一面镜子。最

后，要努力提升自己，尽可能在异域找到自己的支点，更重要

的是要摆正自己的金钱观，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心理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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