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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活在美国》是一本无意中写出的书。
这本书没讲什么大道理，有的只是在美国生活的一些故事， 并且， 故事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故
事，这里的故事，大都是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小事⋯⋯1997年夏天，我回国探亲，其间，回了一趟母校
吉林大学哲学系，看望了一些同学和老师。
有一天，七七级的几位学长请我吃饭，吃饭期间，几位学长问了我一个问题：老范，你到美国这么多
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想了一想，我回答说：自由与尊严。
我切实地享受了作为一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我想说的话，我就说，我一点也不担心这些话是否符合美国政府的观点，也不在乎总统说了些什么， 
更不必为了保持正确，说违心的话，去迎合官方的说法，也不必违心地检讨自己的内心。
　　几年前，我在网上看到这么一段话，是美国一位大法官讲的，他说，美国成功的基础就在宗教、
教育和法律。
而前面这两点，恰恰被国人严重忽视， 但如果忽视这些， 就无法深入地了解美国。
非常凑巧的是， 这本书中记录的故事， 大都是关于美国的宗教、教育和法律的故事。
　　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怎么说也不为过。
 恰恰是这一方面，又是中国人了解得最少的。
而不了解基督教，就无法了解当代美国社会，也无法了解西方文化。
自从1991年来到美国后，特别是最近这十年来，由于种种原因， 我接触了许多大陆的宗教界人士。
见了一些人，也看到了听到了一些故事，从这些故事中，也许会帮助有心人更多地了解美国人的心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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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学德，生于辽宁，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曾获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
于1990年代代初移剧美国，现为自由作家。
有《心的呼唤》，《梦中山河》等多种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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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地狱乎，天堂乎美国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
人间本来就没有天堂，也建设不起来天堂。
人心的幽暗，社会的邪恶，在美国随处可见。
只是，美国有一部宪法，建立了一套制度，从而令社会结构性的邪恶，不至于无法无天。
第二辑　他乡老话说，一个出门在外的人，若是忘记了自己的根，错把他乡当故乡，那么，他就是忘
本。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人的故乡？
哪一个人不是匆匆的过客？
人的故乡，在彼岸。
彼岸是另一个世界.第三辑　公民的诞生教育乃一国之本。
而教育之本乃在培育学生的创造性、独立性和基本的公民道德。
民主社会是由公民组成的，而公民首先是在教育中诞生的.第四辑　社区与志愿者来到美国后，听到了
两个名词，社区和志愿者，由此开始思考什么是自治，什么是服务.第五辑　人是有心灵的人为万物之
灵，这是古训。
但这灵是什么呢？
简言之，超越性而已。
人可以使天地万物以及自己都成为不断超越的对象。
因此，人若找不到不可超越的绝对者，他就注定要陷入空虚与无意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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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目睹美国社会最可耻的一面　　美国华人教会的成员大都属于中产阶级，什么博士啊，硕士
啊，学士啊，什么医生啊，教授啊，公司的主管啊，比比皆是。
在向他们演讲的过程中，我经常强调说，不要以为我们个人的私德不错，我们就干净了。
不，没有一个人的手是干净的。
美国社会中的邪恶，其中也包含了结构性的邪恶，而这种结构性的邪恶，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完全
摆脱的。
　　这其中的一个邪恶就是浪费。
　　高消费与高浪费相伴，这是美国社会中最可耻的方面之一。
　　才到美国不久，我参加了一次聚餐。
几十户人家聚到一起，每家带一道菜。
有的小孩子，把碟子里的饭菜吃了一两口后，就随手扔到垃圾桶里。
有些大人也是这样，一盘子饭菜，吃了不到一半，扔，什么鸡块、肉片、大鱼、大虾，全扔。
　　后来我发现，吃东西，扔东西，是许多美国人吃饭的一个特点。
特别是在自助餐餐馆里，许多人到那里与其说是往肚子里吃，不如说是往垃圾桶里扔。
半盘子的肉，半盘子的虾，就那么扔掉了，并不罕见。
　　扔东西成了美国文化的一大特点。
　　来美国的头两年，我们家住在一个公寓里，那片公寓住着几百户人家。
虽然住在我们那里的人都不富，但每栋大楼前面的大垃圾桶，总是扔满了垃圾袋。
所以，日用的家具，我们几乎都不用买了，今天捡一张桌子，明天捡一把椅子。
电视，我们家有了，没捡，告诉朋友来捡走了。
　　1993年初，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要搬家了，他妻子要我到他们家看看，有什么东西我可以用。
她打开挂衣间说，这里的衬衣和西装你随便挑，我先生都不要了。
她先生是个生意人，得穿着得体。
我一看傻眼了，一个挂衣间，密密地挂了几十件衬衣和西服，大都是七八成新的。
我挑了十几件，实在不好意思再拿了。
她说，没关系。
我先生真的都不要了。
我说，我真的够了，都可以穿到老了。
果然，这些衬衣，我到现在还没有全穿完，还有几件，我早就送给国内农村的亲戚了。
　　她又领我去挑鞋，二三十双好好的鞋也都要扔。
我试了一下，号太大，就说，我穿不了，太可惜了。
但我有一个黑人朋友，脚挺大的，我能不能挑几双给他。
那好啊，帮我大忙了。
女主人爽快地答应了。
我挑出了十几双鞋，装了满满一个大塑料袋。
那个大个子的黑人拿到后，一再说谢谢你。
　　然后是家具。
我现在每天都在一个意大利式的大写字台上写作，这也是那次挑出来的，现在还很好。
　　有个朋友在一个富人区做维修工作，他说，家具啊，衣服啊，家用电器啊，我都不用买了，捡都
捡不完。
我有时捡了送给朋友。
你记住了，这是秘密，捡东西要到富人区去捡。
　　春季一到，许多人家又开始在自家的车库里卖东西了，卖的东西大都是衣服、玩具和厨房用品，
尤其是小孩子的衣服，有的几乎没有穿过，原价十几美金，自己卖的时候仅仅50美分或者一美金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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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有个鬼节，小孩子都穿上稀奇古怪的衣裳，到店里去买，一二十元一件，一年就穿那么一回
，第二年，穿不了了，又出新花样了。
买，扔。
　　有一次到一个公司吃午餐，坐下来后拿了两张餐巾纸用。
顺眼看了周围几桌的人，绝大多数都拿了一打子餐巾纸，擦一把嘴，扔一张餐巾纸，一会儿，全扔光
了。
我连说，罪过罪过。
这么浪费。
旁边有人说，这算什么，实验室里的用具绝大多数都是一次性的，用过了就扔，有的玻璃试管，好几
美金才一支，用一次，打一支。
噢，我明白了，怪不得药品这么贵。
　　还有厕所。
美国的公共厕所，都备有厕所纸和擦手的纸。
人洗手之后，就用纸巾擦手，有人一拿，就拿一大堆纸巾来擦。
　　我来美国的第二年到学校读英语，见识了什么是纸。
每一堂课，老师都给我们一堆纸，上面印着今天的课文，还有其他的材料。
学习材料真像雪花飘的那样，哗哗地复印出来，哗哗地被翻了几下，又哗哗地被扔掉了。
　　我看到的这些，只是非常表面性的浪费。
深层的东西，不在此文之列。
　　房子越盖越大，汽车越换越新，渡假越跑越远，这一切，都推动着美国人快买！
快买！
快买！
然后就是，快扔！
快扔！
快扔！
　　追求最新，最多，最好，最时髦，这种由高消费造成的高浪费，已经成为美国的痼疾，我看不到
有什么改变的希望。
　　　　书摘2：在美国做个中国人的耻辱时刻　　每一次回国探亲，总有一些亲朋好友问我，你在
美国受不受歧视。
我说，怎么说呢？
有肯定是有的，但一般不那么明显，除了别的原因之外，美国人怕惹上官司，也是一个原因。
　　但偶尔也会遇到。
多年前，我和一对台湾夫妇作邻居。
有天下午，一个白人妇女敲她家的门，女主人开门，问白人妇女有什么事。
那白人妇女问她要不要订一份报纸。
邻居说，谢谢你，我们家已经订了好几份刊物了。
不想再订了。
那个白人妇女转身就走，但留下了一句狠话：滚回日本去！
她把我邻居当成日本人了。
我邻居跟我讲这件事时很伤心，我说，怨你反应太慢了，你应该对着那个傲慢的白人妇女大喊：你先
滚回欧洲去！
那时我还不是基督徒，火气很大。
　　我告诉朋友说，白人也好，黑人也好，他们歧视我们中国人，这一点也不令我感到耻辱。
令我最耻辱的是我们华人自己糟蹋自己，无法让人家瞧得起！
　　我跟朋友讲了三个小故事。
　　大概是1992年，有天晚上我应邀到一个教会里参加一次聚餐，一百来人，一家带一道菜。
谢饭祷告结束后，牧师请老人先拿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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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三五分钟，排的长队还没有挪动一步。
原来，有几个大陆来的年轻人挤到了前面，他们东挑挑，西捡捡，看到自己喜欢的，就使劲往手里拿
的纸盘子里装，盘子装得都冒尖了，还不停。
　　吃饭时，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台湾人问我，范先生，你们大陆人现在还是吃不饱吗？
我说，不会吧。
绝大多数人都有饭吃了。
他又问，那是怎么回事呢？
来这里的人，都是有文化的，怎么会恨不得一下子把好菜都装到自己的盘子里呢？
　　我说不出话来。
但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是实话。
因为从那以后，这样的事我见到的还真不少，并且也不仅仅是年轻人。
　　另一件常常令我羞愧的事是买菜。
去中国城买菜就不必说了，大家都是华人，举止不文明，不那么显眼。
但在中国城之外，就难看了。
　　我们住在芝加哥远郊，这两年华人渐渐多起来了，因此，就连墨西哥人或者印度人开的超级市场
，也卖许多中国菜。
有的菜价格比中国城的还便宜。
平时，我就到那里买蔬菜和水果。
　　美国超级市场的菜都整理得很干净。
但我时常会遇到这样尴尬的事情，在一排大白菜面前，有的华人妇女站在那里就不动了，她挑来挑去
，终于选中了一棵，然后，就仔细地把有一点不太好的白菜帮子，一片一片地扒下来，扔到白菜堆里
。
那几片菜帮子，就是全加到一起，撑死也就一两毛钱。
而白菜的价格也就是四五角钱上下。
　　遇到这样的时候，不仅会招来白人和黑人的鄙视目光，或者，轻微地摇头，就连在一边干活的墨
西哥小伙子，也会扭过头来看一眼。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那次，是1994年夏天回国。
我们夫妇抱着两岁大的儿子，从芝加哥经底特律转机回国。
在芝加哥登机时，是属于美国国内航班，美国乘客一看我们怀中抱着小孩子，就闪出一条路，让我们
先上。
有的还夸小孩子长得真好看。
　　到底特律了。
登机口是去北京的，候机的绝大多数是中国人。
验票员一说开始登机了，上百名乘客立即挤成一团，一个紧贴着一个。
验票员一再说，请带小孩子的先登机，但大人就是站在那里不让路。
更有聪明的，把六七岁的孩子抱在怀里，一边往前挤，一边喊，借光，借光，给让个路。
　　坐在飞机上，我气了大半天。
我们中国人怎这么丢人现眼呢？
　　到北京了，转机回沈阳。
这下更离谱了，验票员一来，还没说开始登机，一些大老爷们大老娘们就挤开了，他们许多人还穿着
西服，举起个公文包呢。
我对身边一位说，先生，能不能轻一点挤，我怀里抱着孩子呢。
一个东北大嗓门立即响起来了：你没看见吗，大伙都挤。
有本事，你跟他们说去。
　　服了，我没那个本事。
　　坐进机舱内才发现，一半的座位是空着的。
　　这是1994年的事，那时，不是官人，富人，坐飞机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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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完这几个故事，我说，人要是自己作贱自己，怎么能让别人看得起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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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一位大法官说，美国成功的基础就在宗教、教育和法律。
我没有能力就美国的宗教、教育和法律讲出什么大道理。
我能够说的，就是一些亲身经历的、不起眼的小故事。
有的朋友把这些小故事称为细节启蒙，实在是过奖了。
——范学德　　从这些细节中，托起了一个国家的梦想和制度　　范先生为猫眼而作的文字越来越澄
澈清朴，感人至深了。
有爱的文字最动人，确实是一支被祝福的笔。
——星愿（渴望为中国人服务的“老外”）　　人类一切宗教、伦理、道德的核心就是一个“爱”字
，而一切社会赖以联结的纽带，也是这个“爱”字。
　　——加妙（我与她相遇在密室中）　　中西方审美大异。
西人更注重精神美。
所以，国内困难户（无贬意）在国外易得美满婚姻。
当贺之。
——美国男人喜欢什么样的中国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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