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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迪拜路边有大量被遗弃的
豪车。

2.迪拜人的宠物颇为“另类”。
3. 迪拜人热爱黄金，当地的

“黄金街”，是世界第三大的黄
金交易集散地。

4. 在迪拜的一名中国工人用
扭曲的英文单词向工头讨薪，
并请求放他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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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迪拜打3年工
真能买 4 套房子吗

最近，在微信朋友圈里
流传着这样一则段子：

朋友的同学，去迪拜打了 3 年工，
回来买了4 套房子。问：过去干嘛了？答：
当酒店服务员；问：酒店服务员工资有多高？答：
折合人民币小几万；问：那也没有钱买 4 套房子吧？
答：小费存的。

也正因如此，不少网友大呼：“‘北漂’不如‘迪漂’！”
作为一个在不到 20 年内便脱颖而出的国际化大都市，迪

拜拥有诸多吸引世人眼球的纪录与奇迹。而网络上关于迪拜的
豪车、黄金、建筑、福利等的消息与段子，也将迪拜变成了众多
中国网友心中的“土豪之都”。许多人渐渐习惯于阅读这里发生
的奇闻异事，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将迪拜“神化”。

迪拜真有那么神吗？今天，我们就来细数一下迪拜“神话”
里的虚虚实实。

■关于土豪

真有“随手送大礼”的
土豪吗？

网上曾流传着几个关于迪拜土
豪热衷于“随手送大礼”的故事。

说是在迪拜，一名中国女孩
在商场里流连，很想买橱窗内的
名牌包，却囊中羞涩。一位身穿白
袍的当地富豪刚好看到了，于心不
忍，进店刷卡，慷慨相赠，然后走
了。还有一个美女去迪拜遇到个本
地人，聊了一下午的天，第二天收
到这个本地人送的车子。微博上甚
至还出现过一条据说是“到阿拉伯
国家的旅行须知”的帖子：到当地
人家做客不要盯着别人的贵重物品
看，比如名表，否则对方会当场相赠。

也正是这些传言，让迪拜人的
“土豪”形象变得愈发悬乎。但事
实是，阿拉伯人热情好客不假，然
而现实生活不是天方夜谭。据在迪
拜生活了12年的中国网友“老妖”说，
她身边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任何
一个真实生活中的这类故事。而常
驻迪拜的新华社记者及其周边友人
也曾抱着好玩的心态试过很多次，
但任你如何望眼欲穿，也从未遇到
过一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关于黄金

热爱黄金，
结婚必须挂满一身

迪拜被称为“黄金之都”。为了
方便卖黄金，这里用自动售卖机卖
金条。而当地民众搭乘公交车便可
抽奖赢取4 公斤黄金，或是每减肥
1公斤便送1克黄金的事也是真的。

当地人非常喜欢金饰，结婚的
时候必须挂上几套才觉得体面。让
国内网友唏嘘的中国土豪娶妻时新
娘子套了满手金镯子的事，在迪拜
则是常态。当地有一户经济实力一
般的人家娶媳妇，新郎的几个亲姐
姐一人往新娘子身上挂了一套金饰，
挂上之前，还举得高高的给亲朋好
友过目展示一下。虽然让人觉得好
笑，可是旁边围观的阿拉伯妇女都
很喜欢这个环节。而在迪拜当地一
个印度家庭小孩子的生日聚会上，
互动节目里有一项就是：数数哪个
妈妈身上的金子最多！结果一个印
度妈妈以当天戴了66 件金饰而夺
冠。

迪拜人对黄金有着异乎寻常的
热情，不管什么东西都要镀个金哗
众取宠一下，于是便有了我们看到
的镀金的酒店、镀金的车子、镀金
的 ATM 机、镀金的餐具、洒金粉
的食物、纯金打造的马桶……但这
些仍属少数，并非满大街都是。

■关于房子

政府分地分房，
前提是“本地人”

网上还有新闻介绍，在迪拜，
本地人生孩子就等于“生房子”。因
为阿联酋规定，凡国民第一次结婚
都会免费得到移动别墅，外加约人
民币50万元的结婚补助；凡是夫妇
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就免费分给孩
子一栋 100 平米左右的房子，不论
生几个，生一个给一栋。

这的确是让人最羡慕嫉妒恨的
一件事情。但这种福利也是有条件
的，一般是按家庭人口比例去分配，
不是一申请就马上有，按条件不同
是需要排队的。有很多人从出生起
父母就帮他申请，一直到他结婚的
时候才能排到也很正常。

这种“发房子”的福利也有一
些具体情况。有个当地人分到房子
后结婚了。虽然地是免费的，可房
子是要付钱的，可以向银行贷款
按揭，可在女主人眼里，按揭的还
款还很高。也有的本地人，分到地
了，却没有钱马上建房，就放在那
里，有钱了造一点，没钱了就搁那
儿。政府每年也会有福利房造好，
一些已经分到地、却没有时间精力
自己造房子的本地人，可以选择拿
自己的地和政府已造好的小区别墅
去换，中间自然是有差价的，他们
可以到银行申请贷款，按月付。

以上这些福利和条件十分诱
人，但也有个最大的前提——都是
针对本地人的。所以这里的本地人
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也有很多人
看中这些福利嫁了本地人。

■关于豪车

豪车被弃，
因罚单太高或破产

提到迪拜，立马让人想到的就
是遍地的豪车。有网帖说，迪拜一
旦遇上堵车，就如同在马路上开“豪
车展”。迪拜的豪车确实很多，但
有这种车的小伙伴们，通常都不只
有这一辆，只有到了晚上他们才开
这部出去玩。平时上下班高峰的时
候，真正的豪车是很少的。

而此前有一组在网上传播很广
的“迪拜豪车遭遗弃”的图片，图
中法拉利、保时捷等名贵跑车无人
认领，全身布满黄土，被随意遗弃
在路边。难道迪拜人真这么有钱，
豪车说不要就不要了吗？央视记者
调查发现，“豪车被弃”是因为当地
罚单太高。有人曾因超速被开 50万
元人民币的罚单，且法律手续繁杂，
于是不少人索性弃车。另一方面也
和国际金融危机有关，很多车主因

“土豪之都”的传说与真相——

欠下巨债，根本来不及卖车，只能
直接将豪华跑车开到机场，将车辆
一扔，自己逃之夭夭。

而微博上也有一条人气很高的
帖子，说迪拜街头充斥着路虎、悍
马、法拉利、兰博基尼等豪华出租
车。但新华社某位记者到当地一年
多，还从未打上过一辆。实际上，
迪拜道路交通管理局旗下的的士超
过九成都是丰田凯美瑞，据说是日
本车制冷快，适合当地的炎热气候。

还有新闻说，迪拜警方购买
了布加迪威龙、兰博基尼、阿斯
顿马丁等品牌的超级跑车作为巡
逻车。迪拜警方也曾确认，他们
正在购入一批跑车作为警车使用，
警察可以开着它们在高速公路上
巡逻。因为迪拜的飙车现象非常
严重，且豪车居多，当警方追赶超
速的超级跑车时，普通警车可能
达不到必要的速度。不过，这种
豪华警车数量并不多，一般马路
上开的警车没有这么高级。

■关于建筑

凝结劳工血汗，
还在慢慢下沉

迪拜塔、帆船酒店、扭转大厦、
建在海面上的人工棕榈岛……这些
让人叹为观止的建筑，让迪拜成为
了不少人旅行的向往之地。也正是
这些“面子工程”，让迪拜在旅游
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这样的建筑，是由在这里
占很大一部分比重的劳工建造出来
的，他们大多从别的国家被招募到
这里，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无论
从住宿还是工资水平上来看，都是
差到极点的。在摄氏 50 多度的建
筑工地上，每年都热死不少工人。

同时，像建在海上的棕榈岛这
样的建筑，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下
沉，需要修补。而名噪一时的“世
界地图人工岛”创意十足，由300
多个小岛组成，按世界地图陆地面
积形状填海兴建。但受债务危机影
响，该项目刚一开工便长期停滞。

■关于宠物

孔雀较多，狮子罕见，
偶有骆驼跑上街

在介绍迪拜的照片里，常常看
到有土豪将狮子作为宠物。这个倒
是真的有，皇室养狮子当宠物，在
别的阿拉伯国家也很普遍。当地人
还会把孔雀当成家禽养在院子里。

这些宠物跑出来，让主人到处
找的事情时有发生，孔雀在大街上
闲逛的事也并不少见。而一个清真
寺在做礼拜时，附近停车场就因为

有一头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狮子，
被警察封了起来。

在偏郊区的地方，会有人家养
骆驼，所以会遇到骆驼出来封马路、
骆驼在垃圾桶找树枝吃的情况。网
友老妖在迪拜住了12 年，她说“狮
子只遇到1次，孔雀遇到过 3 次，
骆驼遇到过10 次左右”。

■关于工资、医疗、教育费用

本地人占尽一切“便宜”
还有就是如今在微信上流传的

“‘北漂’不如‘迪漂’”。在迪拜打
工真的有那么美好吗？

迪拜相对来说是一个社会阶
级明显的城市，人们心照不宣的将
社会分为三个阶层：阿联酋人、外
籍人士、底层劳工。本地人多数享
受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来自欧美的
专业人士担任着大学教授、专家顾
问、银行高管、酒店经理等高收入
职位；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
宾等国的劳工多半从事服务业，或
在建筑工地打工。来自孟加拉的一
名27岁小伙已经在这里做了四年清
洁工，每月收入 139 英镑，其中 87
英镑要寄回家，剩余的工资仅够维
持生活。

目前在迪拜的中国人约有近 20
万，根据由长年生活在迪拜的中国
同胞们建立的迪拜人网站做过的一
个调查显示：这些中国人也是根据
各自的工作不同，有着不同的收入，
从 3000 迪拉姆（约5000 远人民币）
以下的小公司职员，到收入近万迪
拉姆（约 17000 远人民币）的外企
高管，都有分布。

迪拜工资相对确实要高，工作
强度与难度都较低。就政府部门来
说，真正在干活的大多是外国人，
而悠闲的本地人的工资往往比忙得
饭都顾不上吃的外国人要高很多，
并且还可以每年涨工资、定期升职。
还有，本地人从来不会被“炒鱿鱼”。

别看本地人挣钱多，他们的花
销还少——看病或上学，到公立医
院与学校都不需要花多少钱。所以
很多本地人会主动选择自费到条件
更好的私立学校与医院去。

外国人是不可以上本地公立学
校的，但也并没有外国人因此抱怨，
因为就教育质量等方面来说，私立
学校都有很大的优势。而且这些基
本的医疗、教育费用，一般的大公
司里都有福利待遇（说白了就是可
以报销），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愿意留在迪拜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归根结底，迪拜是一座有人来
也有人走，有人欢喜也有人忧的城
市。梦想虽美，脚踏实地才最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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