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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中国“洋爸爸”微信群

互帮互助是这个群的宗旨。

年轻的“洋爸爸”经常抛出与家

庭生活相关的问题，比如，到

哪里给孩子看病，哪里的商场搞

促销，哪个游乐场最适合孩子

去，怎么用支付宝。谁家搬家有

不用的二手物品，就直接发布在

群里，然后转赠给需要的家庭。

谁家想请保姆，用过保姆的家

庭就会主动推荐靠谱人选。

给孩子选择国籍是一个很

艰难的决定。由于中国不承认

双重国籍，一旦孩子出生，“洋

爸爸”们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决

定孩子属于中国还是外国籍。

“如果是中国，出国就麻烦

一些，要办理很多手续。但中国

的好处是，孩子在国内上学、买

房子、找工作就更便利。”奈杰

尔说。

像普通的微信群一样，“成

都爸爸”微信群的成员还会上

传一些有意思的视频，分享家

庭旅行的照片，抢红包……

这个春节期间，微信群里有

人上传了一个中国小区点燃鞭炮

的场景，这一幕让很多成员目瞪

口呆。在一个别墅小区里，一

条条红色鞭炮铺满道路。火光

一闪，鞭炮开始噼里啪啦地爆

炸，仿佛整条道路都燃烧起来。

“过年放鞭炮是我们最无法

理解的一件事。” 在世界各地从

事多年学前教育的奈杰尔说，“中

国人这么呵护自己的小孩，却愿

意把危险的鞭炮交给他们”。奈

杰尔的一 位医 生 朋友告诉他，

每年春节，成都医院都会遇到因

燃放鞭炮伤残的儿童。

除了日常琐事，文化差异也

是“洋爸爸”们在微信上分享的

热点。

“坐月子是件大事。在国外，

人们不会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里限制产妇的行为。可是在这里，

她不能离开家门，还要吃专门的

月子餐。”孩子出生后，来自澳

大利亚悉尼的白安德才开始真

正体会中外文化的差异。

白安德还记得这样一幕：妻

子正准备站着喝水的时候，来自

四川农村的月嫂冲过来制止她：

“你在干什么？站着喝水你会把

不住尿的。”

妻 子坐 月子期间， 家 里的

饭菜特别清淡，一般都是炖的。

那一段时间，他经常外出吃饭。

他说中国人给孩子穿的衣服

太多了。“他们给女儿穿了那么

多衣服，让她都热得流汗。他

们总是强调，不能让肚子受凉。

他们还给孩子穿秋裤。”

相比中国爸爸，外国爸爸通

常不愿意把孩子送进医院。“最

近三年也就一次。”白安德说。

他认识一些成都爸爸，他们一

遇到孩子感冒发烧就会很紧张，

马上送到医院挂水打针。遇到

同样的情况，白安德一般先让

孩子在家里吃药，只有病情严重

的情况才送到医院。

白安德的女儿现在和岳母一

起睡。“我知道中国有的小孩一

直到 7 岁还和父母睡在一起。但

在澳洲，孩子一出生就睡在单

独的小床上。这让孩子学会独

立，也省得妈妈每天晚上哄孩

子睡觉。”

英国人奈杰尔也感慨地说，

一些琐事上的差异同样让他很

震惊。

“老婆和岳母常常说我，洗

脸和洗脚的毛巾分不清。”事实

上，奈杰尔在英国洗脸的时候

只有擦干需要用毛巾。另外，他

也从未听说过单独洗脚的做法。

也有一些差异让 外国爸爸

很感兴趣。英国人卡姆说，儿子

满周岁的时候，岳父岳母让孩子

抓周：他们把笔、硬币、玩具、

植物等物品绕着孩子放一圈，如

果孩子选择其中一个，就预示

着儿子以后的职业前景。结果儿

子选择了一盆植物。“他们告诉

我，孩子以后会成为一名农民。

我觉得这个职业不错，因为未

来二十年中国需要很多农民提

供餐桌上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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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事情是这样的——中国生活着约 60 万以上的常住外籍人口，这么多老外，
总会有爱上中国姑娘、然后就此成家生子扎根下来的。这群“洋爸爸”在中国的生活
当然会遇到各种问题，所以他们也紧跟中国人的互联网潮流，建立起了“洋爸爸微信
群”——他们都在八卦些什么呢？

“洋爸爸”聊八卦：商场促销、二手物品出售、保姆推荐……

一个普通的周末之夜，英国

人奈杰尔在位于成都南郊的自

家阳台上办起了“BBQ”（烧烤）。

在一栋 32 层高的住宅楼楼顶，

他熟练地把带骨牛排剪成小块，

放在烤架上。在他身后，来自爱

尔兰、美国、新西兰的朋友举起

德国进口的罐装啤酒，开怀畅饮。

奈杰尔和他的朋友们有一个

共同的身份：他们都是“成都爸

爸”（Chengdu Dads） 微信 群的

成员。这是一个由 98 名“洋爸

爸”组成的微信群：所有成员

都是娶了中国妻子，并且生儿育

女的老外。

这 群“ 洋 爸 爸” 来自五 湖

四 海， 包 括 美 国、澳 大 利 亚、

南 非、德 国、阿 联酋等几十 个

国家。同时，他们的工作千差

万别 ：有厨 师， 有银 行 经 理，

有老师，有设计师，有音乐家。

 98 人能走到一起，主要是

为了分享家庭生活的经验和经

历。群主卡姆 说：“一年 半前我

建了这个群。那时候，我儿子

100 天了，妻子决定用中国方式

照看他。我希望能直接帮到我

儿子，但短时间内很难在网上

找到如何在中国育儿的英文信

息。因为我中文不太好，跟同

龄的中国父 亲沟通也 很困难，

于是我想到建 微信 群。”身为

建筑设计师的卡姆来自英国利

兹， 他说 ：“ 一开始加了 10 个

互相认识的朋友，后来人带人

就发展到了 98 个。”

51 岁的奈杰尔来自英国沃

灵顿，一个位于利物浦和曼城

连线中点上的英国小镇。读完

教育学硕士后，他用近乎环球

旅行的方式在世界多地工作。

 1997 年，他到台湾任教，

1999 年到大陆，从此扎根成

都。他来大陆的原因是学习中

文，但是学完中文后他决定

留下来。

 他觉得在大陆有更多施

展 的空间 ：“ 在台湾幼儿 园，

我想用国外的方式上课，他

们会 说，不行，你只能按照

我们的来。

但在大陆，

他 们 不 会

马上说不，

而 愿 意 让

我试试看。

所 以 我 觉

得 大 陆 对

国 外 的 事

物，有一个更开放的心态。”

到达成都后，凭借出色的

工作，奈杰尔一路从幼儿园老

师、幼儿园外籍园长，一直做

到现在的职位：一家知名民营

幼儿园的国际交流中心主任和

国际课程总监。

“有的地方我很喜欢，每

天都有新鲜的故事，但不见得

能住在那里。我觉得中国很

适合我。人与人互相尊重，互

相理解宽容。”奈杰尔说，“我

现在随便用中文交流，很多

时候，人们会忽略我是个外

国人，跟我讨论家里或社会

的事情”。

奈杰尔喜欢中国的另一个

原因是安全。“在我妈妈现在

住的地方，3 公里外就是一个

抢劫、偷盗普遍的区域。晚

上 12 点钟以后，没有女子敢

走在大街上。可在成都，我听

说过夫妻吵架，妻子半夜夺

门而出的事情。这从一个方面

说明，中国是很安全的地方。”

2007 年，奈杰尔和来自四

川的贾静结婚，现在有两个儿

子。奈杰尔说他没有离开中国

的打算。“除非中国经济真的

不行了。”

但 白

安德 对未

来 并不 确

定。 他 现

在和妻 子

经营一 家

西 餐 厅，

他 希望能

在中国或者澳大利亚找到一份

工作。“如果在中国找到的话，

我就留下来。如果在澳洲找到，

我就会带着家人一起回老家。”

白安德说，找工作是为了

让女儿获得良好教育。目前，

他仅仅靠餐厅还无法承担成

都国际学校每年十几万的花

销。但公立学校方面，他担心

教学质量：中国中小学班级的

规模比国外大很多，他担心女

儿无法得到足够的关注。另外，

他认为，中国教育更强调记忆、

模仿，对个体的创造力、想象

力关注不多。

“洋爸爸”抱团：来自五湖四海，不妨微信一聚

有些“洋爸爸”最大的愿望是在中国“安个家”
在中国生活了 15 年的奈

杰尔希望成为一个中国永久

居民。“我希望安个家，不用

为每年 签证 续 签 再 操 心了。”

他说。

获得绿卡，即外国人永久

居留证，外籍人士就能在中国

境内办理金融、教育、医疗、

交通、通信、就业和社会保险、

财产登记、诉讼等事务。没有

绿卡，外国人在上述领域就面

临很多限制和不便，比如，没

法在中国买房，没法办信用卡，

没法购买任何理财产品。

 有人说“中国绿卡”是世

界上最难获得的绿卡之一。而

根据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

结果，中国生活着约 60 万常

住外籍人口。

 因此，最近《关于加强外

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

见》出台后，“成都爸爸”群

里有一部分“洋爸爸”对简化

绿卡申请感到兴奋。

 简化审批流程、缩短审

批时间听起来令人振奋，“但

关键在于怎么执行。”奈杰尔

说。

 新西兰人特雷弗在群里

说，为了一份安全感和他的家

庭，他需要外国人居留政策：

“我不想和我的家人分开，如

果离开中国就没办法支持他

们。”

外国爸爸教自己的混血女儿读

中文，被各种小动物的发音难倒！

微信扫一扫，即可观看外国爸爸

教中文的爆笑瞬间哦。

■分享

“洋爸爸”策生儿育女：坐月子、抓周、孩子跟谁睡……

有些“洋爸爸”在纠结“留下还是离开”

奈杰尔在其所工作的幼儿园。

白安德在成都和女儿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