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乐不思韩
”

用张亨植的话说
� “

我第一次到北京
,

一

下飞机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 ”

如今供

职于北京金融街一家韩国资产公司的张亨植
,

在中国定居 已经 � 年之久
,

他依稀还记得自

己第一次到北京时对这个国家的印象
。 “

韩国

与中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

这些让我倍感亲

切
 

与此同时
,

两国存在的差异性
,

又让我

对这个国家充满了好奇与憧憬
。 ”

于是
,

张亨

植选择留在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

!∀∀# 年
,

张亨植在北京的望京开了自己

的第一家咖啡馆
。 “

开这个咖啡馆不是为了赚

钱
,

而是想要熟悉在中国开办公司的这一套

流程和手续
。 ”

言下之意
,

当时还没有大学毕

业的张亨植早就开始规划自己在中国的发展

蓝图了
。

两年后
,

张亨植的第二家咖啡店在

同样是韩国人聚居的五道 口开张
。

此时的张亨植已经感觉到
,

语言上的缺

陷成为自己在中国继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

!∀ ∀∃ 年
,

张亨植将店铺的生意交给朝鲜族伙

计打理
,

自己回国读了商业管理的研究生
。

这

段求学经历可谓
“

醉翁之意不在酒
” ,

张亨植

告诉记者说
,

他利用这段时间好好恶补了一

下中文
。

去年
,

张亨植再次来到中国
,

既懂

中文又在中国有过创业经历
,

让他立刻成了

急于进人中国的韩国金融公司眼中的
“

香悖

悖
” 。

目前张亨植供职的这家韩国金融公司北

京办公室
,

从注册到装修
,

都是有
“

中国通
”

称号的张亨植一手操办的
。

对于未来
,

张亨植踌躇满志
。 “

中国市场

前景这么广阔
,

发展机会这么多
,

我一定会

干出自己的一番事业
。

我还要去很多不同的

地方
,

发现更多的我所不知道的
‘

中国
’” 。

在

张亨植看来
,

这样的
“

% & ∋(() ∗ +, ) −
” ,

是很

多在中国留学的韩国学生都怀揣的梦想
。

目前
,

在中国的韩国留学生已接近 . 万

人
,

占到在华外国留学生总数的一半
。

他们

大都给自己设计好了一条理想的路线—
学

好中文
,

回韩国
,

谋职韩国大企业
,

再外派

到中国
,

长期居住和工作在中国
。

韩国留学生仅仅是这场
“

西进
”

运动的

一小部分人群
。

真正的主力军是韩国商人及

其携带的家属
。

中国韩国商会会长吴寿宗可

说是韩国商人扎根中国市场的
“

先驱
” ,

自

#/ / ∀年来到中国
,

他在这里居住了 #� 年
。

如

果说张亨植代表了年轻一代韩国人的
“

中国

梦
” ,

那么吴寿宗的观点则代表了大多数来华

经商的韩国商人的共同诉求
。 “

中国有 # 0 亿

人 口的广阔市场
,

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

生活成本
,

与韩国相似的文化背景
,

我看不

出有什么原因让韩国商人选择其他地方投资

和贸易
。 ”

同时兼任一家韩国工业企业董事长

的吴寿宗说
。

“

!# 世纪最有希望的两个市场
,

一个在

美国
,

一个则就在中国
。 ”

吴寿宗坐在自己位

于北京东郊的办公室里悠然地对《商务周刊》

记者说
。

吴对子女的教育安排
,

充分体现了

他这种坚定的信念
。

两个女儿已被送往美国

接受大学教育
,

而要继承自己
“

衣钵
”

的儿

子则先是在清华大学读完大学
,

目前也在美

国攻读1 2 3
。

吴寿宗显然对这种安排很得意
� “

我的

儿子既熟悉中国市场
,

又接受了美国先进的

管理理念
,

回来以后继承我在中国的事业是

再合适不过
。 ”

同其他中高阶层的韩国商人一样
,

吴寿

宗没有选择住在韩国人
“

扎堆
”

的望京
,

而

是在毗邻%2 ∗的高档楼盘—
星河湾购置了

房产
。

很多韩国大公司的首席代表则选择在

顺义别墅区买房置业
。

朴基成是韩国联合通讯社驻北京的特派

记者
,

他没有像一般外国记者那样把住处安

在自己工作的地方齐家园外交公寓附近
,

而

是选择到 ! ∀ 公里外的望京去租了一套房子

住
。

尽管交通状况不尽如人意
,

早上要起个

大早
,

花 0∀ 分钟赶到齐家园上班
,

晚上下班

更要在路上堵一个半小时
。

付出这样的代价
,

朴基成告诉记者说
, “

只因为在望京
,

让我有

回家的感觉
” 。

两年前
,

朴基成把自己的妻子

和孩子也接到中国
。

位于北京东北部的望京
,

#∀ 年前还是一

片荒地
,

如今已经被称为北京的
“

韩国城
” 。

在这里
,

韩国超市和烤肉店遍布大街小巷
,

吃

穿不是问题
、
孩子在专为韩国子弟开办的望

京韩国国际学校上课
,

课后到围棋道场学棋
,

还有专门的韩国人开办的课外辅导班
。

朴基

成对望京这座
“

韩国城
”

的评价是
� “

好像不

会说一句汉语
,

也能在望京生活下去
。 ”

比比皆是的韩国烧烤店
、

张贴有韩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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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巨型海报的小商店
,

说着韩语从身边走

过的妇女
、

小孩和老人
,

身处韩国人聚居的

望京三区
,

记者果然恍惚有种身在韩国首尔

忠武路的错觉
。

望京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向记者介绍
,

望京街道辖区内目前共有 #� 个

社区
,

韩国人主要集中在西园三区和西园四

区
,

大约占到小区人 口总数的:∀ ;一/∀ ;
,

并

且这一数字还在逐年增长
。

类似的韩国城不仅仅是北京独有
,

在青

岛
“

城阳区
”

聚居的常住韩国人 口已逾 ∃万
,

流动人口 ∃ 万余人
,

沈阳的
“

西塔街
”

也常住

有大约 # 万名韩国侨民
。

“

宾贡进士
”

是唐朝用来形容彼时韩国

留学生的称号
。

唐朝年间
,

大批新罗人从朝

鲜半岛到大唐留学
,

甚至在朝为官
,

这些人

及其后代回国后
,

带回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典

籍
,

促进了新罗文化
、

政治以及经济的发展
。

这是有史书记载的韩国人迁居中国的
“

第一

次高峰
” 。

进人 !# 世纪
,

随着以商人
、

留学生

为主的韩国人再次大批
“

西进
”

中国
,

不知

不觉间
,

截止到 ! ∀∀� 年
,

长期居住在中国的

韩国籍侨民已接近百万
,

韩国人已经成为在

中国的人数最多的外国人群体
。

来自驻华韩人会的调查显示
,

中韩建交

后
,

在华韩国人数量呈几何级递增
,

如今来

华长期居住的韩国侨民每年至少增长 #∀ 万

人
,

到 ! ∀# ∀年
,

在华韩国人有望超过 !∀∀ 万
。

经济
“

推手
”

韩人
“

西进
”

的脚步始于 #/ /! 年的中韩

建交
,

跨国公司开拓中国市场的冲动
,

激起

了第一波韩国人来华
。

大多数在华韩国人是吴寿宗这样的商人及其亲属

批驻华的韩国侨民
。

“

当时
,

很多人还很不情愿来到中国
,

他

们对中国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
。 ”

曾经在 #/ / ! 年到中国采访的朴基成告

诉记者
。

#/ / �年
,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

这一年成

为大批韩国侨民涌入中国的拐点
。

韩国经济

遭受重创
,

很多在当年遭遇破产的中小企业

主和失业韩国人
,

主动来到中国寻找机会
。

金融危机之后
,

一直居高不下的失业

率
,

尤其是韩国年轻人更为严重的失业问题
,

成为推动更多韩国人入华的主要动因
。

!∀∀∃

年
,

韩国失业率高达 0
<

�;
,

其中巧一 !/ 岁

的青年失业率更高达 : ;
。

!∀ ∀ .年
,

韩国失业

青年和无特别理由
“

休息
”

的失业人员统计

数字更是创出了最高记录
。

三星 经 济研究所

早在 #//∀ 年就曾
“

探路
”

中国市场的吴

寿宗回忆说
� “

很多韩

国大企业
,

包括现代
、

浦项制铁等
,

就是在那

时纷纷来到中国进行

投资试点
。 ”

试点成功

之后
,

跨国公司派来的

经理和员工成为第一

过去#∀ 年来
<

韩国移民潮

从西方转向东方
,

移民数

目在短短 #∀ 年里堪比过

去 ∃∀ 年往西方国家的移

民数字
,

繁荣的中国对韩

国人而言具有磁石般的

吸引力

国际研究部部长金荣

涣向 《商务周刊》分析

说
,

韩国经济在金融危

机后出现下滑
,

以及韩

国企业生产方式的转

变
,

企业科技含量的提

高等因素
,

遏制了企业

对人力的需求
,

导致工

作岗位大量减少
, “

再

加上近年来韩国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迁移

到海外发展
,

这些都是韩国国内劳动力需

求下降以及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 。

此外
,

韩国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工作

条件和福利待遇方面的差距
,

也使得韩国许

多年轻人把他们的就业希望盯在大企业职位

上
。

但实际上
,

根据金荣涣的介绍
,

由于韩

国大企业员工的工作岗位相对比较稳定
,

大

企业吸纳新员工的能力实际上很有限
。

“

在韩国这样一个大财阀集团主导实现

产业化的国家
,

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援助

和金融支持一直并不充分
。 ”

金荣涣说
,

在狭

小的国内市场资源竞争中
,

不敌大企业的韩

国中小企业必然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能

力
。

而有着庞大国内市场的近邻中国
,

不仅

是韩国大型跨国公司的乐土
,

也给韩国中小

企业提供了可以施展的空间
。

据韩国商会会

长吴寿宗介绍
,

目前在中国的韩国企业
,

中

小企业占到了 �∀ ;
。

“

如今
,

不仅很多韩国人都想来中国
,

而

且来了之后
,

大多数人都不愿回去了
。 ”

朴基

成告诉记者
, “

不愿回国
”

几乎成为了在华韩

国人的
“

新共识
” 。

在中国
,

韩国商人不仅可

以找到相对低廉的雇工
、

工厂
、

办公室以及

原材料
,

他们在中国的生活成本也比韩国低

得多
。

相比首尔贵得
“

令人顺舌
”

的水果和

蔬菜
,

在中国
,

韩国主妇可以放心地往购物

篮里放上一整个西瓜而不是一片
,

一捆葱而

不是一根
。

尽管北京房价已经大幅飘升
,

但

相比首尔房价最贵的江南地区近一万美元每

平方米的房价
,

吴寿宗可以舒舒服服地选择

住在 % 2∗ 附近的高档社区
,

这里的房价仅是

前者的一半
。

当然
,

贸易成本和生活成本的相对低廉

以及 良好的投资环境
,

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优

势所在
。

纵观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
、

马来西

亚甚至印度
,

都拥有与中国相似的条件
。

大

多数韩国人选择留在中国
,

一个更重要的原

因还是他们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

# /.∀

年代
,

韩国人还梦想着能够移民到美国和德

国
,

给自己和家庭一个美好的未来
。

过去 #∀

∃ : 95 6住1 25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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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
,

韩国移民潮从西方转向东方
,

移民数

目在短短 #∀年里堪比过去∃∀ 年往西方国家的

移民数字
,

繁荣的中国对韩国人而言具有磁

石般的吸引力
。

东亚肯定

记者在采访韩国商会会长吴寿宗时
,

注

意到他的办公室墙壁上挂满中国的书法作品
。

“

信义
、

尊重
、

诚实⋯ ⋯
”

这样的字眼
,

被吴

寿宗奉为人生和经商的信条
,

挂在墙壁上时

时勉励自己
。

吴还向记者展示了自己刚刚练

就的毛笔字
,

一笔一画
,

甚是认真
。

在谈到

韩国人移居中国的潮流时
,

吴特别提到了共

同文化起到的重要作用
。

“

我们不仅长相相似
,

而且从古代开始

就有了往来和交融的历史
,

信奉共同的儒家

文化
,

甚至文字都让我们彼此不会感到陌

生
。 ”

吴寿宗认为
,

正是中韩两国在历史
、

文

化以及语言方面的共性和认同感
,

同经济因

素一起
,

构成了越来越多的韩国人侨居中国

这一现象背后的完整动因
。

张亨植坦言
,

自己在美国军队服役的那

几年
“

不愉快
”

经历
,

彻底打消了自己留在

美国发展的念头
。 “

不同的生活习惯
,

迥异的

思维
,

都让我跟美国人的相处不是很自在
。 ”

张在中国
,

找到了这种相对的
“

自在
”

感
。

这种存在于中国人和韩国人之间的
“

自

在
”

感和认同感
,

正是塞缪尔
·

亨廷顿所强

调的
“

亚洲自我肯定
” 。

亨廷顿指出
,

虽然东

亚人 =包括中国
、

韩国
、

日本
、

新加坡等国

家>意识到亚洲各社会和文明之间的差异
,

但

他们仍然认为彼此存在着重要的共性
。

而这

种共性
, “

包括儒教的价值体系
,

特别是强调

节俭
、

家庭
、

工作
、

纪律以及对个人主义的

摒弃
” 。

当然
,

这种自然的认同感
,

并不意味着

中国人和韩国人的真正融合就可以 自然而然

地实现
。 “

不用懂汉语也可以在望京生活
”

这

样的事实
,

实际上印证了两种文化在某种程

度上的
“

隔离
”

和
“

疏远
” 。

吴寿宗依然没搞

懂为什么自己的员工一定建议自己买辆
“

奔

驰
” 。 “

彰显公司的身份
,

需要买辆昂贵的车和

一间装修豪华的办公室吗 ?
”

面对这样的问

题
,

记者不知道该从何解释
。

已经在中国待了

#� 年之久的吴寿宗显然还不够了解中国
。

要在
“

共性
”

基础上实现更进一步的融

合
,

可能还需要第二代
、

第三代移民的彼此

靠近
。 “

正如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所看到的
,

第一代移民总是倾向于聚集在自己人形成的

社区内
,

不论是
‘

韩国城
’

也好
, ‘

中国城
’

也好
,

都无法与周围的环境形成真正的融合
。

而第二代移民就可以大大改善这种情况
,

一

如现在在美国的韩国侨民
。 ”

在吴寿宗看来
,

韩国人走出望京
、

走出
“

韩国城
”

与中国人

化经济上 互相加深了解
,

可以达到潜移默

化影响对方的作用
。 ”

纵观整个东亚地区的

合作问题
,

李敦球认为
,

虽然东亚地区的 区

域合作以及融合还存在很多困难
,

但中韩

人民这种 自发的相互靠近
,

毕竟为一个新

东亚开了一个好头
。

“

文化在国家间政治摩擦和国家主义高

涨面前不会显得苍白无力
。 ”

一直致力于研究

中韩日的共同基层文化及其现代意义的韩国

东国大学洪润植教授
,

在接受《商务周刊》采

访时也指出
,

中韩日三个国家在文化上有许

多共同点
,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

三个国家的

相互依存的确在加深
。

尽管共性不少
,

但中韩文化还是各存
”

特色

真正走在一起的希望
,

在第二代侨民的身上

或许可以实现
。

至少
,

这种发自民间的人 口移动与交

流
,

为中韩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未来的融合

起到了推动作用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历

史研究所李敦球研究员对 《商务周刊》说
�

“

中韩在政治
、

经济以及安全上的地缘政治

利益相一致
,

两国国民通过人 口流动在文

“

东亚流行文化的越境
、

共有化及基层

文化 =儒教
、

佛教
、

道教等>
,

必将加深中韩

日的相互认识以及促进
‘

东亚人
’

这一地区

归属性的形成
, ”

洪润植在采访中坚信这一

点
�

目前发生在中韩两国间的跨国境人 口流

动
,

在未来某一时刻
,

定会在相互认识逐渐

积累的基础上
,

对中韩两国乃至东亚地区
,

产

生质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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