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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荡北美》

内容概要

此书讲述了作者在美国和加拿大奋斗十多年的艰难历程。一个在金钱、权利、社会关系等方面一无所
有的中国青年，虽困难重重，千辛万苦，凭籍着卓然奋斗与才华终于闯入全球的全融中心——华尔待
，在世界贸易中心大楼80层拥有一席之地。然而，2001年9月11日上午8点46分，美国航空公司一架飞
机在他头顶撞入大楼引发了熊熊大火，在他终于逃离大楼不到2分钟时，大楼轰然倒塌，这直接导致
了他对生命的重新认识。此书第一次以自传体形式深刻、细致地反映了新一代留学生在北美求学、求
职、求生的奋斗经验和心路历程。陈思进的命运与追求显示了与早期留学生故事大不相同的时代特色
，标志着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奋斗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提出一系列发人深思的新的探索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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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荡北美》

作者简介

陈思进先生到北美后的经历自述
我是90年9月到美国的。刚来时在中部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州立大学攻读机械工程硕士学位。读了两个
学期后感到机械工程是夕阳学科，于是在92年初转到了纽约市立大学改学电脑工程专攻软件设计。94
年6月获得电脑科学硕士学位。之间，为了昂贵的学费，像大多数留学生一样，我和妻子小玲一边求
学，一边到中餐馆和衣厂拼命打工。94年时IT专业找工作不易，而且那时还受到身份的限制。几经周
折，直到同年10月才找到第一份专业的工作。不过，那是在美国第七大银行Bankers Trust（银行家信托
）的风险管理部，是华尔街的前线，“众望所归”之处。虽然工作非常辛苦，压力巨大。每天10─12
小时，每周工作6天。可我非常珍惜这难得的磨炼机会；而且银行家信托帮我办绿卡，因此我是“毫
无怨言”。可就在绿卡快等到之际，98年，Bankers Trust在被德国Deutsche银行并购，银行家信托风险
管理部所有员工被裁。正好那时我们申请加拿大的绿卡已经批准，于是我们移民到了多伦多。3年以
后，成为加拿大公民。身份问题一解决，我就想回国发展，可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切入点（请参见“
何年何月是归期”一文）。于是决定先回纽约。2001年9月，我接到NASDAQ的BRUT ECN公司聘书，
任高级金融软件工程师，重新回到纽约华尔街。目前任全球第2大银行美洲银行证券部(Banc of America
Securities)副总裁，负责该公司Prime Brokerage交易系统的研发及管理。
回纽约不久就经历了9/11，那天与死神擦肩而过，在我终于逃离大楼不到2分钟时，大楼轰然倒下。这
个异乎寻常的经历激起了我对人生的重新思考；引发了我要写一本书的冲动。于是有了去年七月由安
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闯荡北美》。目前我正和国内著名作家、评论家沈敏特教授合作将《闯荡北美
》改编成电视剧本，筹拍一部以9/11事件为背景，反映在世界越来越小的今天，东西方文化如何在保
持个性的同时，碰撞、交流、融合、优化的过程的电视剧。希望这部电视剧早日问世！”
http://www.oldurchin.com/qyzp.asp?cnt_id=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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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荡北美》

书籍目录

前  言  芳草天涯何处/沈敏特  闯荡北美，最难将息/庞忠甲  闯荡北美，追求什么?/陈思进第一章  劫后
余生  从9.11走来/思进  2001年9月11日：  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小玲  活着，不再为自己/思进
第二章  我的童年第三章  从想象的美国走进现实的美国  登上新大陆/思进  全工全读/思进  和思进团聚
在克利夫兰/小玲  新的旅程/思进  钱/小玲  逛超市/小玲  见“公婆”/小玲  共患难/思进  Jennifer余/小玲  
吃/小玲  电话费/小玲  理想与现实/小玲  展望未来/思进第四章  纽约，勇者的角斗场  梦醒的地方/思进  
“姑妈”/小玲  为生活而战/思进  馨华/小玲  我的“汽车梦”/思进  Lucy刘/小玲  与毒贩共舞/思进  我
爱纽约曼哈顿/小玲  华尔街的召唤/思进  佛靠金装，人靠衣装/思进  闯进华尔街/思进  Bankers Trust/思
进  看电影/小玲  身份，身份，又是身份/思进第五章  枫叶如花：迁移加拿大  苦尽甘来/思进  洗澡/小玲
 北国风光/思进  回家/小玲  沉思/恩进  父母来探亲/小玲  两地分居/思进  教育背景与个人前程/思进第六
章  弃安图进重返美国  学校二三事/小玲  自学英语  英语写作课  乔希  安娜  忙里偷闲的乐趣  冷酷的华
尔街/思进  进退之间/小玲  裁员潮/思进  E—Club/小玲  罗斯福岛/小玲  过五关，斩六将/思进第七章  漂
泊北美“归来吟”  何年何月是归期/思避  回国感想/小玲  过大年  团圆日  护照的联想  “两岸”咖啡馆 
乞讨的小女孩儿  忆大弟家华  “海鳖”/思进  “诱惑”/思进  投“智”而非投资环髟思进第八章  昔日
的石库门第九章  漫谈“美国梦”  房子/思进  位子/思进  车子及其他/思进“你是哪里人?”——从“你
不像上海人”谈起/小玲附  录  我在2003北美大停电时的经历/陈思进  大罢工/小玲  “同桌的你”——
记我的老同学张瑜/陈思进  邂逅名人/小玲后  记  “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我上央视做客结束语/小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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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荡北美》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个中国留学生、一名9.11幸存者、一位华尔街精英，闯荡北美15年的心路历程。　　活着，就
是好的。这是我采访完陈思进以后最深刻的感受。当一个人经历过了生死的挣扎之后，什么样平淡甚
至乏味的生活不能够甘之如饴呢？看看别人，也能想想自己。　　——中映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董倩　
　9.11事件的影响是历史性的。从死神的羽冀下冲出来的陈思进，尽管身体毫发无损，但对心灵的震
撼却是一生的。《闯荡北美》是作者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生、重新梳理未来的呕心沥血之作。
　　——文学评论家、作家沈敏特　　一百多年来，一代代中国留学生的遭际和心理，反映了中华民
族的发展，反映了五洲四海的变迁。《闯荡北美》以细腻的笔触生动地记述了一个新时代的“牧马人
”、一个无依无傍的中国青年，闯入华尔街主汉社会的不同寻常的奋斗历程。　　——旅美作家庞忠
甲　　以中国人的眼光观察北美，以北美人的视野关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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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荡北美》

精彩短评

1、订书时见评论文笔不好，心想连传记类的书也两三人在意文笔，难得差到影响阅读？犹豫一时，
幸好见有感动及觉收获的评论，
阅读后，对文笔挑剔的我不觉文笔不好。虽然其妻的文笔稍显得单纯，但是用心写作，也诚挚；其夫
不愧是曾经翻译过文学作品的人，一些词语能看出功底，且文风活泼时有妙语、有思想，也很诚挚用
心。
他们俩这一路走来，真不易，不过的确脚印多，也有很多更新及进步。赞！
感觉此书值得阅读，有收获的喜悦及与作者相通的纽带，还很励志。
2、这本书相对客观的讲了美国留学和移民生活的艰辛
3、文笔一般。看完之后还是有一点启发的。谢谢。
4、茶余饭后的消遣，美国生活艰难，出书赚钱而已。
5、学习，让大脑增值
6、和《墨迹》同时期看的，闯荡北美的辛酸一言难尽。
7、文字写的太平淡了,看下去真困难
8、很喜欢这本书，让我知道九十年代的北美留学生活
9、怎么后面有一段换国籍的在网上看过啊
10、Mr.Ma，谢谢你
11、很不错@刘轩在北京
12、但是文笔一般
13、同样是出国留学，对于作者是非常敬佩的。但书的后半部分过于强调国内的好才回国，似乎有点
遮遮掩掩。其实不防直说，中国人在中国发展要好于美国，也就可以了。
14、7年前读了这本书，对自己影响很大。十年后若能有所成就，我也要写一本书，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的书
15、书挺好的 收益了
16、老爸的推荐，确实很不错
17、看完以后好喜欢加拿大⋯⋯-_-#
18、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就是“美国梦”。而某习提出的“中国梦”，抽象
，笼统，空虚。所谓的梦，就是个梦而已。
19、只要努力，中国人在美国也能衣食无忧，但未必能融入主流社会
20、不错．了解了不少北美的生活情况．
21、很感动哦，亲历911，能幸存已经是极大的幸运，而作者有那么相爱的老婆相伴，陪他一起在北美
闯荡，无论多辛苦多贫穷，幸福哦~~~~~
22、刚读完，读完后觉得好有亲切感哦，这种大难不死的心境，写出来的东西， 是重生的，太值得一
读了
23、喜欢这本书，挺真实
24、挺好，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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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荡北美》

精彩书评

1、这是一本以911为“卖点”，70年代出生的人描写他们90年代在美国打拼的故事。对于我一个80后
，在近年来美读书并留在这里打拼的人，产生共鸣的地方比较少。毕竟我与作者生活的年代，彼此的
家庭背景差异还蛮大。911的时候，我还在读初中。 有一点我蛮佩服作者，作者的审时度势，时刻留
意着机会机遇，在关键时刻勇于做决定，移民时刻准备着坚毅。最终他们也留下来了。不足的是，里
面对于中美的文化，政治等等涉及不多甚浅，惹人深思处尚缺。以下为我认为比较有用的书摘：p.40 
在我看来，中国菜到了克里夫兰，味儿就变了差不多了。什么青椒牛肉，芥兰鸡，蘑菇鸡片，甜酸肉
，左宗鸡等，都是大师傅把调味汁先打好，起个油锅，然后把菜在滚水里飞快煮一下，再放进锅里。 
等到菜快要炒熟时将调味汁撒上翻炒几下就成了。p.51 如果才能获得（移民）成功，是大家关心的事
情。我觉得，成功在于心态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因此提出六大原则，与大家分享。一是目标导向二是
价值导向 移民到新的环境，自然有文化冲突和价值冲突。许多移民身体来到北美，但是思维价值观还
都是老一套，这样就形成了老观念看新问题的矛盾。因此要想成功移民，就必须在价值观导向上下功
夫，比如遵守公共道德，比如学会义工，比如参加政治，这些都是成为北美人的必要功课。此外，不
要死守”沉默是金“的原则，而是勇于推销自己，遇到问题积极申诉，这些都是与价值导向有关。三.
计划导向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计划，与大目标配合，良性积累，一步一个台阶⋯.四 “忘掉过去
”五 甘于沉淀六 大胆尝试p.72 作为中国人，我真感到羞愧难当。为什么我们的“地盘儿”就不能象意
大利街那样干净呢？（Mulberry street) 在这个大国际都市，我的一言一行所代表的就是中国，无论你
承认还是不承认。p.77 纽约向所有张开双臂拥抱它的人，好不吝啬地赠送着两个礼物：孤独和隐私
。p.85 纽约能够成就一个人，它也能毁了一个人，这全都视打拼者的幸运度而言。p.185 我连中国籍都
“丢了”， 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论长道短？p.193 出国排在首位的应该是眼界的开阔，视野的开阔。
出国后发现，原来自己对国外的了解是那么有限。出国后，对美国，加拿大的现代化，物质上的富裕
没有感到惊讶，相反，我最初倒是奇怪这里怎么不象我想象的那么“西方”，那么“资本主义”。 但
是，这里的很多软件类的东西，比如社会的运行机制，人们的价值观，集体性格以及思维方式，生活
方式，各个民族所经历过的历史路程，乃至全球的变化多端的心态，思潮和格局，所有这些都是我不
置身其中就难以领会得到的。在这里，由于资讯的全面，对世界其他文化的认识不见得就是最正确的
，但起码是从一个新的角度，甚至全方面出发的，有时也是更直接更快速与丰富的。最重要的是，最
自己的民族和文化有了一个反观的再认识。这一点，对于我这样一个学识不够渊博，思想不够成熟的
人来说，很重要。我留学美国的感觉，有点象1979年第一次读到“朦胧诗”时的感觉。当好我想，哦
，诗还可以这么写！到了美国后，我的感受是，哦，人还可以这么活着。这里，并不是在讨论社会主
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也不是在比较东西方文明的优劣。假如要争论何方的月亮更圆，就如
果两小儿辩远近，智者也是说不清的。我们讲的更为基本的东西-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 John Mill
在《论自由》一书中曾经说过的那样：认为人类的生存应当建立在某种方式上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一
个人具有相当多的常识和经验，他那能显示自我存在的方式就是最好的，不是因为就其方式本身来说
是最好的，而因为那是他自己的方式。p.194 对一个人或者民族来说，真正可怕的还不是意识的局限，
而是在这这种局限中形成的一种绝对思维。他们不自觉地以自己社会的一切作为是非标准来判断其他
社会的一切。有时，他们能走出国门，却走不出这种绝对思维。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态
度不外乎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中庸之道和”取其精华，去其糟蹋“的现代辩证方法。细
究起来，这不过是基于同一种思维模式上的两种不同的判断和取舍方式。”为体“的”中学“， 不但
是决定”西学“有用无用的基础，而且显然也是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标准。美国人在这方面有
着几乎同样的问题。一百多年和平发展所造就的强大的经济力量、先进的科技学术，逐渐完善的民主
体制和日渐流行的大众文化，使美国人过于自以为是，以为美国的社会模式是各国都应仿效的“模版
”， 美式的价值观念更是衡量世界上一切食物的绝对标准，而很少意识到美国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
上的一个例子，并很可能是一个颇具特殊性的例子。这种偏见的倾向在美国“自由“的学术和”客观
“的新闻报道中随处可见。基于绝对的思维模式，人们往往会形成一种僵硬的”对错“意识。人们几
乎是先验地从自己社会生存方式中获得“正常”的观念，并不自觉地作为其判断是非的标准。而就是
把自己放在“正常”位置上的同时，他们便把别人放在“异常“的位置上。于是，”天经地义“的东
西变成了”唯一正确“的事情了。p.231 在某种意义上，良好的自行车或交通基础设施是社会文明的反
映：它表明一个骑自行车或坐公车上班的公民与另一个坐在豪华轿车里的公民是同等重要的；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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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荡北美》

交通所体现的公平性。
2、风雨同舟闯荡激情人生――读《闯荡北美》有感玉  香一位新世纪闯荡北美的奋斗者，一位风雨同
舟、携手并进的妻子，他们带着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带着谋求发展的美好梦想，奋进拼搏、勇往直前
，历经生命中无数次风云变幻，在异国他乡开创一番新天地；他们在生活中甘苦与共、相互支撑，正
是这份爱的力量，融进了他们的事业里，在艰苦的跋涉中，他们肩并肩搏击风雨，无往而不利，在北
美闯荡出一段精彩纷呈的激情人生。最近阅读了加拿大籍华裔作家陈思进、小玲夫妇的纪实文学作品
《闯荡北美》，内心涌现出一份欣喜和感动。也许是久未见到如此激励人奋发向上的励志作品的缘故
，得之若宝，留给了我太多的思索空间。这是一本融个人奋斗、人生经验、生活情趣描绘于一体，充
满着乐观向上、智慧策略、温馨甜蜜，给人带来莫大的精神享受的佳作。作者用质朴真挚的语言，描
绘出一一幅幅动人的北美生活画卷。他们从踏上北美大陆开始，通过对其生活经历深刻的揭示，独到
的内心剖析，生动的情节刻画，真实再现了这对无依无傍的中国大陆青年，在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竞
争压力异常激烈的北美社会，宁可放弃在中国的安逸富足的生活，甘愿在美国从清贫的留学生生活起
步，一起共同克服重重困境，自强不息、勤奋踏实、锐意进取，终将出类拔萃胜出，平稳立足于美国
主流社会精英阶层。在作者夫妇闯荡北美的岁月里，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他们的为人、性格
，他们的奋斗目标，他们的身体力行，以及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打上的烙印，无不使人感悟到，选择
了什么样的“活法”，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什么样的命运。陈思进在“闯荡北美，追求什么？
”一文中说出了他的心里话：“虽然走出国门后，前所未见的环境，纷至沓来的新的信息，常常突破
我的文化视野和心理空间，使我不自觉地超越这个层次，但不是核心的。核心的转换需要过程。十来
年的奋斗，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已可以立足，上述（既定）目标已基本达到。（但）一个疑问冒了出来
，在我心中盘旋：我的目标仅止于此吗？⋯⋯经过9.11事件，当我在中国人所说的“阎王殿”的大门
口晃悠了一下而没有进去，又站立在蓝天白云下的碧绿的草地上时，我忽然感到生命是多么宝贵，一
个哲学命题在我脑海中升腾而起：‘活着究竟为什么，又应该怎样活着？’”。正是作者这种不安于
现状的忧患意识激发出坚定的人生信念， 世界才会向这些有目标和远见的人让路。然而，要实现自己
既定的目标，必须甘于沉寂，一切从零开始。陈思进放弃了上海舒适安逸的生活，宁可在美国住简陋
的地下室，靠白天黑夜做几份工作来交纳学费，成为克里夫兰中国学生中的第一位“勤工俭学者”。
这是陈思进最为艰难的创业时期，打工的道路历尽辛苦。值得他欣慰的是，他那位贤惠能干的妻子，
同样也放弃了国内风光无限的职位晋升，心甘情愿来到丈夫身边，用她柔弱的肩膀与他共同扛起生活
的重担。有这样一个场景特别令人难忘：小玲从国内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来到美国，回到陈思进租
住的地下室。面对空荡荡的家还未缓过神来，陈思进马上就要去餐馆上夜班。小玲打开饼干盒子，望
着那些可作为晚餐的黑乎乎的饼干，这是他们在上海根本不会去碰的低劣食品，她才明白思进一个人
过得是怎样的日子。虽然她的内心百感交集，仍然故作轻松，丝毫不想给他增添任何心理负担。尽管
他们在上海设计好的Romantic重逢，被无情的现实冲洗的干干净净，但陈思进看到小玲那理解的眼神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小玲在“钱”这篇文章里，这样叙述自己当时的内心感受：“转眼间，我们便
面临家徙四壁，从零开始的闯荡生活，难怪思进在我拿到签证后，苦苦相劝让我在国内多待一阵子。
他知道未来几年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样的日子。他即要读书，又要打两份工，为的是不想让我过早地
承担那份辛苦。看来我算是来得及时。毕竟出国留学，闯荡北美是我们共同做的决定，我一定要尽可
能快的去打工，以减轻他的负担，让他顺顺当当的读完硕士学位。这是外公外婆的期望，也是我俩共
同的心愿。⋯⋯”字里行间，一位知书达理、善解人意的妻子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那么对于她来
美国仅三天，连时差都尚未倒过来，就急着去打工赚钱以维持生计的举动，无不令人由衷地敬佩。至
于后来陈思进凭借坚忍不拔的毅力，弃安图进重返“勇者的角斗场”――美国纽约，在冷酷的华尔街
上奋力前行，“过五关，斩六将”，最终跻身美国国际金融中心的精英行列，小玲功不可没。在作者
夫妇携手闯荡北美的激情岁月里，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家庭的和谐美满、事业兴旺，完全得益于夫妻
之间风雨同舟的艰苦跋涉，其间相互的理解与支持，是幸福家庭至关重要的因素。俗话说，“百年修
得同船渡”，但真正做到同船百年，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社会，并非易事。夫妻间跻身
到同一个屋檐下，其实就是上同一条人生婚姻的航船。这条船不大，只能荷载两个人的重量，容不得
多一个人挤上去；这条船也不甚坚固，它经受不住汹涌的惊涛骇浪。这条船经过长时间航行，惟有四
只臂膀形成合力才能到岸。从婚姻的起点到终点的航行，需要经过岁月的风雨旅程，经过无法预期的
磨难与困苦。于是有的夫妻使这条船在中途搁浅，双双落水，两败俱伤。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乏这样
的例子，常常能看到一些夫妻，“同甘不能共苦”或“共苦不能同甘”，虽然构成夫妻反目的缘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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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没有历经风雨同舟的人生旅程，飘摇的情感才会显得如此脆弱，难道一
纸婚姻真的薄如纸吗？但在作者夫妇身上，这个答案是否定的，他们终究会全心全意地共同把这条船
从起点一直驶向终点。一个人选择了什么样的伴侣，就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选择了高攀就不要强求
平等,追求了爱情,就甘于从头奋斗。尽管人生的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也许常常波涛汹涌，潮起潮落,
然而有了一个人与你共同分担一切,就会使生活变的从容。英国作家毛姆所言：“只有平庸的人才总是
处于自己最满意的状态。”不甘平庸的人，当他发现现状离愿景太远，他能够做的就是化差距为前进
的动力，在不断自我挑战的过程中，实现有价值的人生。而生活中若剥去理想、梦想和幻想，那生命
便只是一堆空架子。陈思进和小玲有着自己的追求和梦想，当他们把满腔热情倾注到学业上或事业中
，那种与身俱来的执著和坚韧，那永不言败的豪情壮志，都促使他们活出了最精彩的激情人生。陈思
进是一位善于思考、方向明确，从未停止过挖掘自身潜能的人。他从来都能找准适合自己的位置，为
其不间断地谋求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尤其欣赏陈思进在“展望未来”一文中关于“成功”所归
纳的六大原则：“一是目标导向；二是价值导向；三是计划导向；四是忘记过去；五是甘于沉淀；六
是大胆尝试。”他在父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力量感召下，放弃了在加拿大舒适稳定的悠
闲生活，与小玲一起又“杀”回美国再创新业。他说道：“父亲七十岁的高龄还尚且到处奔波，我有
什么理由停下脚步！”于是，他们夫妻俩在美国共同经历了“9.11”的洗礼，在冷酷的华尔街上，曾
经一度再次饱受失学和失业的煎熬，虽然徘徊在进退之间，但他们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而是目
标一致选择了“进”。通过不懈的努力，他在一片裁员声中，以最快的速度两个月零四天，找到了新
工作；而她“为了甩掉陪读的帽子，不再成为思进的影子”，为此埋头苦读，付出了许多心血和汗水
，以四门功课全A,交出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她说：“我总是这样鼓励自己，前途是光明的，而道路
是曲折的。只要肯播种，就会有收获。”（选自《自学英语》一文）至此，我不断思索人生的意义。
我的一位同事，有着20几年工龄，有大学本科文凭，有专业技术职称，有工作经验，但是在行业竞聘
上岗时却被淘汰了，原因是经过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变迁，他想去的那个岗位，已经不能适应其工作需
求，换言之该岗位已有更合适的人选。而其它岗位他不屑一顾，因此只能赋闲待岗，无所事事，每月
仅领取一点点生活费过日子。于是，他对现实的不满和无奈，变成了每日的哀叹：自己老了，象是被
社会抛弃的人。看着他的处境，我的心中是异常沉重的。曾几何时，我也觉得迷茫，也觉得无助，面
对时光的飞逝，面对世事的纷纭，面对壮志的难酬，“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常感叹人世
之多变。然而我也明白，若迷失了自己，也就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人活得累一点，苦一点并不是问题
，但一个人活着没有劲就大有问题了。如果一个人只想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在人生失意
、压抑的时刻，轻易就放弃了努力和希望，没有了一生的追求，没有了一生的激情，纵然是活着，又
有何滋味？读了《闯荡北美》后，我深有感触：人生，其实是一个存在的过程，是一个不以生为殆，
不以死为终的过程。美好的生活需要有追求来支撑，真正的人生需要有激情常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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