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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梦的开拓者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移民群体想象

郝驰原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剧照＊

一、中西文化碰撞的现实困境

“诗言志，歌咏情，文以载道，剧演人生。”［1］导
演郑晓龙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万人瞩目的商品大潮、出国大潮和西方文
化崇拜这三重背景下讲述男主角王启明与其妻子
郭燕怀着“美国梦”去纽约的故事，折射出东西文
化的 差 异，是 一 部 综 合 事 业 与 情 感 历 程 的 经 典
之作。［2］

在美国人们只崇拜三种人: 一是电影明星，二
是运动明星，三是成功的商人。所谓成功的一半来
自于努力，另外一半来自于“得机得势”。“当你真
正成功时，他们是真心祝福你获得的成功; 而当你
失败时却没有人关心，因为他们转而去接近其他成
功的人。”［3］

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影响的王启明和

郭燕是带着梦想移民到纽约，希望实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等女儿宁宁来到美国
后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然
而当这对夫妻在纽约机场下机的那一刻，他们意料
之外的困难便接踵而至。在这里，亲情变得冷淡，
机场接机的姨妈将他们送到一个破旧不堪的地下
室，丢下 500 美金后便离开了。初来乍到，最基本
的生存条件对他们来说都成了一种奢侈，为了生
存，王启明和郭燕在纽约忍受了很多委屈和侮辱、
夫妻关系在工作和生活带来的窘迫和压力面前也
变得危机重重。

二、《北京人在纽约中》移民群体想象

( 一) 王启明———中西文化冲突中成为梦想的
坚守者

王启明，他身上承载着中国传统男人特有的面

* 【作者简介】郝驰原，女，安徽临泉人，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

DOI:10.16583/j.cnki.52-1014/j.2014.12.038



郝驰原: 美国梦的开拓者

87

子文化。在纽约当面对生存是个问题的时候，他是
不愿意屈就自己在一家中餐厅做洗碗工。可是当
他手伤不能继续洗碗但迫于生计到处求职而受到
各种侮辱时，他在纽约的大街上骂出的“大爷的”、
“孙子”、“老子”等脏话和不屑的态度凸显出中国
传统文化中典型的阿 Q 精神。这便是中国传统文
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下的真实写照。［4］面对美国激
烈竞争的社会，他不得不放下所谓的面子和架子，
毅然把自己带有艺术气息的长发换成了“干粗活”
的发型，这是他梦想的开端。

在制衣厂做工的郭燕由于工作上的出色表现，
被她的老板美国青年大卫所欣赏。受西方公平竞
争文化影响的大卫凭借对含蓄、内敛、勤劳、持家的
郭燕的喜爱发起了对王启明的挑战，他要娶中国女
人郭燕。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王启明和郭燕二
人的关系越发地疏远，最终郭燕输给了现实，嫁给
了对其穷追不舍的美国人大卫。情场受挫的王启
明没有同妻子一样向现实屈服，选择了经商，王启
明成了“美国梦”的坚守者。

( 二) 郭燕———中西文化冲击下成为梦想的妥
协者

虽然郭燕选择了再婚，但是她的精神却被中国
传统的道德观束缚着。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女人，
前夫王启明与现任丈夫在商场竞争失利而有求于
她时，在道义和情份面前，出于愧疚，郭燕向王启明
泄露了商业机密，导致现任丈夫大卫破产。面对大
卫的埋怨和不理解，郭燕选择了隐忍、离开了大卫，
在美国一所大学里做清洁工以此作为对自己的惩
罚。尽管大卫原谅了她并邀请她回家时，她委婉地
拒绝了，选择了独自面对巨大生活压力和痛苦。郭
燕的内心世界痛苦多于欢乐，虽然她爱每一个亲
人，但对他们都犯下了难以饶恕的错误，以至无时
不在自责。

( 三) 阿春———中西文化冲击中扮演成梦想的
传道士

华人阿春是一个已经在美国打拼多年，漂亮泼
辣的餐馆女老板。由于文化差异和性格不合等原
因而离婚。她是一个具有独立生活意识、精明能
干、不依附于任何人的现代女性。在美长期生活的
阿春身上糅合了东方女性和西方女性的双重气质，
糅合了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炎黄国粹和当代西方
物质文明。

阿春有两句名言: “纽约不是天堂，不是地狱，
而是战场。”“在美国，只承认成功与失败。”因此在
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为了成功的王启明学会了为了
成功不择手段。阿春是个清醒者，她美丽、风度迷
人，活得最潇洒。她的美，不完全是外在容貌上的，
更是精神气质上的。和活得沉重的郭燕相对照，她
活得自由自在，与郭燕的对男性的传统依附心理相

比，阿春是个掌握自己命运的强者。
( 四) 宁宁———中西文化夹缝中沦为文化交融

的牺牲者
作为一个未成年少女，宁宁的人格、心理、价值

观、道德观还没有成熟定型，导致她在面对西方文
化时，原有的道德价值被西方文化同化和淹没。青
春期的宁宁来到美国后，即使住上了父母创造出来
的大房子，但是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庭中没有父母完
整的爱，面对父亲整日在外忙于事业却疏于和自己
沟通，———阿春，她无言以对，便以一种极为颠覆的
叛逆去试图无声的说明。父母缺席、家庭教育缺
失，宁宁在错误价值观的指引下嫁给自己美国男朋
友的爸爸，这种文化颠覆和伦理颠覆使她彻底的变
成一个文化交融下的牺牲者。

三、中西文化交融的阵痛孕育着新的
追梦人

美国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代表着一套价值
观和生活理念。在中西文化碰撞下的每个人都称
得上是文化矛盾人，他们艰难地生活在中西两种截
然不同的文化的夹缝里，或荣或辱，或喜或悲，演出
了一幕幕人间悲喜剧。他们的故事典型地反映了
旅美华人的生存现状和复杂的心路历程。他们的
奋斗史、命运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西文化传统的交
融史、碰撞史。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结尾有些凄凉，“因
为这一群美国梦的开拓者的结局并不是那么的光
彩夺目。”［5］“剧中的这些人物是美国梦的开拓者，
演绎出了第一代华人在异国他乡追寻美国梦的艰
辛奋斗和文化碰撞后的泪水和苦楚。”［6］电视剧结
尾，王启明的北京好友邓卫来美国寻梦，投奔身在
纽约的王启明，接机的王启明把邓卫送到他们最早
住过的破旧地下室，并留下 500 美金后离去。美国
梦并不会因为结局的惨淡而结束，相反，中西文化
交融与碰撞的阵痛中孕育着新的追梦人。新的异
国追梦故事在当下践行中国梦的呼吁声中出现了
新的版本，因为在当下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个人
想实现美国梦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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