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裔的十八宗“罪” 

 

 儿子对身为亚裔的种种情绪，我在《儿子摊上大事儿了》一文中已有染指。在即将

进入高中时，这个主题经过儿子的提炼，上升到了理论层面。那是 2016 年夏的一天，儿

子就亚裔身份是个“负资产”（liability）问题与我有一番争论。觉得一时说服不了我，

儿子干脆一走了之，去了另一个房间。我心想儿子大概觉得老爸是老顽固，不可理喻。没

想十分钟后儿子递过一张纸，上面列了一个清单。仔细看来，开头“Asians are…”然后

是林林种种十八条亚裔特征。显然，这些特征都是儿子不待见的。这亚裔的十八宗“罪”

究竟何来，待我慢慢细说。 

 

（一）数学太好、体育不行及其他 

 这十八条里，第一类共五条，是儿子心目中的亚裔特质，基本属于亚裔族群刻板印

象：多少和儿子自身特质有关。 

 No. 1. too good at math（数学太好） 

 数学好成了问题，老革命碰上新问题。确实，这里学校的数学尖子基本都是华人和

印度人。数学竞赛的前十位几乎都被他们包了。问题出在“太”上。“太好”就是过了头，

那一定是白人眼光中的亚裔特征，“太”好了，就不入群了。而且在美国数学好和“书呆

子”（nerd）和“极客”（geek）相关，所以好是好，儿子觉得不受用。结论：他在乎的

是白人的眼光！ 

 No. 7. Bad@sports（体育差） 



这也是亚裔刻板印象。儿子体育弱些，可是，别低估老爸的体育细胞！年轻时的老

爸可是身手敏捷的好手，速度，弹跳，反应能力都比你强！当然，儿子天然的好水性，身

材高挑，游泳有优势。说到底，还是亚裔在体育上和欧美人相比总体弱势，尤其是在美国

人喜欢的有身体接触和对抗强的 contact sports 上，如橄榄球、篮球、足球。只有在技

巧性强的体育项目，亚裔的优势才显现，如跳水、体操、乒乓球。美国人尚武，喜欢力量

型的东西。儿子看到的是弱势一面。 

 No.13. Strict（严格、要求高） 

这倒是真的，亚裔父母普遍高要求，虎妈当道，哪有猫爸说话的余地！这个不行，

那个必须，但主要还是在学业上！儿子对老妈的种种要求多有抱怨，尤其是喜欢作横向比

较，邻居的几个华人同龄小孩，常挂嘴边。这在美国文化中是禁忌，在中国父母中则是常

态。儿子的朋友中正好有几个学业特别优秀，让儿子多少自惭形秽，觉得自己不够 smart。

我的态度比较纠结（ambivalent）。儿子在这个节骨眼上需要正能量，应鼓励为主。但反

过来说，没有虎妈盯着你行吗？儿子和女儿不同，不是那种特别有上进心的。得过且过。

好在儿子属于那种随和的性格，easy-going，认了，没有过多逆反。 

 No. 9. Less social；  don’t know how to ask someone out（社交差，不知如何跟人

约会） 

 这不仅是儿子自己的反思，倒也点中老爸的短板了，但不是在 14 岁！老爸年轻时

中国不仅没有 dating 的文化，男女交往本身都笼罩着神秘的禁忌，落下的后遗症不少。

美国出生的亚裔，尤其是东亚人，确实更内向些，尤其是两性间的交往，这有可能有人种

的因素；前脱口秀名人 Jay Leno 说过一个笑话，亚裔小伙得高分，白人小伙得小妞

（babes），各得其所。儿子属于更加不出趟的一类，所以内在的焦虑感和冲突体验会更

多。  

 No. 11. Feel cold too easily(怕冷) 

这条有些冷门，倒也不失为刻板印象中耐人寻味的，亚裔很少冬天在雪地里打滚，

冬天赤脚或穿短裤在户外晃悠。莫非亚裔真的抗寒能力差，更喜欢把小孩包裹得严严实实

还是儿子见的市面少，只看到了一面？我的推测是，这一点可能和气候无关；美国人喜欢

放养，中国人偏好圈养。 

 小结一下亚裔的强和弱：优秀亚裔男标配是：瘦弱，戴眼镜，数学好，会弹钢琴。

优秀美国男生的标配是聪明（未必成绩顶尖），外向，社会能力强，体育好，同学中吃香

（popular）。这样一比，儿子觉得优秀亚裔男就不那么优秀了。 

黄皮肤、眼睛小，戴眼镜之类 

 第二类也有五条，属于外貌特征，这几条列的位置靠前，说明在儿子的记忆和印象

里更突出。 



 No. 2. have 小 eyes（眼睛小） 

 哈，总算还能写一个汉字；儿子中文学了好几年了，基本上前学后忘记，这里暂且

不表。美国俚语中称亚裔的吊眼“slanted eyes”,原初是带贬义的，比较多的是指东亚

地区蒙古人种（Mongolian）的眼线特征。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属于例外，他们本来就属

于高加索系（Caucasian），和欧美人同种。美国人眼中的亚裔典型，就是《霹雳娇娃》

中的刘玉玲或者金牌模特吕燕的眼睛，你看一下迪斯尼动画片《花木兰》里木兰的眼睛造

型就知道了。眼睛小，爹妈给的基因，和欧洲血统的美国人比，这是亚裔先天“缺陷”，

要怪也得怪上帝造人时没考虑你的感受，基因这事爹妈也没法做主，是爹妈的爹妈传下来

的。要不你自己发愤学学基因编辑？ 

 No. 3. Have a big baby face(长一张大娃娃脸) 

 说自己吧！儿子其实是个小帅哥。但在他眼里“帅”的标准是西方的那种脸部轮廓

鲜明、雕塑感十足的 hunk（是不是还要加把络腮胡更 man?）。这么一看，亚裔的脸偏短，

偏平，都有些娃娃脸了的味道了。怎么说来说去都是长相？讲点有内涵好不好？不过，坦

白说，你爸也有过对自己形象特别敏感、特别在意别人眼光的阶段。谁没有过呢？ 

 No. 5. Yellow skin(黄皮肤) 

 黄皮肤怎么啦；唠叨到这里，终于露出些端倪：儿子的烦恼多与长相有关。少年对

长相的敏感可能和对异性吸引力有关，是一个进化的遗存，进化心理学多有研究。虽然肤

色问题很“肤浅”，skin-deep，但肤色透露出的真正秘密是，你从哪儿来，这让奥巴马年

轻时也徒生许多烦恼。  

 No. 4. Bad teeth (牙齿不好) 

 大概是看到亚裔孩子大多都会矫正牙齿吧，包括他姐姐和他自己。儿子小时候有些

“地包天”，花了几千块，矫正了几年，确实有改观。 

  No. 6. Glasses（戴眼睛）  

 倒是真的；亚裔容易近视眼，统计数字明明白白，甚至不需要统计显著的验证。原

因多样，生活习惯如户外活动有影响，从更大的种群角度，可能和亚裔的基因有关。儿子

没有近视问题，显然来源于他的观察。大部分人不会认为，戴眼睛很 sexy。 

 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基本都是外貌协会的。性吸引力是一笔巨大财富，谁有了就有

竞争优势，这一万年前是真理，现在还是。这个问题和亚裔身份又缠在一起，多了份困扰。 

爱拍照，爱哭鼻子及其他“毛病” 

 第三类有四条，和儿子自己无关，在他看来是亚裔的毛病。 

 No. 8. Obsessed with (taking) photos 迷拍照 



 倒也是，中国人好这口，旅游中每到一处喜欢“到此一游”“立此存照”，有时，

实质上看到了什么，感受了什么，反而次要。尤其是开个会，喜欢“全家福”，就好像不

来个全家福，那就不叫会。想想我经常参加的美国教育研究年会，一万多人的规模。这

“全家福”咋整。 

 儿子对拍照有几条戒律。他姑母来美国小住，他也格外在意华人在公共场合的仪态

举止，要拍远处合影的一群人，他也要用生硬的中文阻止：“不可以拍别人！”顺带说，

儿子忌讳我们在美国人面前叽哩咕噜说中文。十四岁的脑子，操心事不少。  

 No. 12. Can only marry the same kind（婚嫁只找同类） 

是说同族裔通婚吧。可能儿子看到的中国邻居夫妇没有混搭的；而且亚裔孩子也是

玩在一起。同时，中国来的和印度来的、韩国来的也不怎么交往。到了儿子他们一代，自

然更加“五湖四海”，朋友中就有印度人、欧美人。  

 No. 17.Cry too much for small things the teacher says (bad)（一批评就哭鼻子，

经不起老师批评）  

 No. 18.Cry when getting below 90 on a grade（分数不到 90 分就哭鼻子） 

 这两条有些夸张吧。但还是美国观点在作怪。Boys don’t cry，否则被人瞧不起。 

皱纹、傲慢、及其他“无厘头”罪名 

 剩下的最后四条，就有些不知所云了。 

No. 10. Wrinkly（皱纹多）：是说老爸老妈？这样描述老美才对，欧洲血统的美

国人皮肤老化更快。老了脸上颈脖子上满是褶子。无理取闹。下一个。 

 No. 14.Laugh at too many things（觉得好多事可笑）：说谁哪？莫名其妙。 

 No. 15. Talk about how superior they are even though they’re really not（喜欢谈论

他们有多高明，其实不然）：成见！就没见白人背地里怎么说亚裔？ 

 No. 16. Like too many things for too long（喜欢的东西就不放手）：越说越不靠谱

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逮着就往箩筐里塞。  

九九归一 

 亚裔的十八宗“罪”说的还是儿子自己的那些少年烦恼。归纳起来，就是青春期综

合症，从无忧无虑的小孩向独立成人的跨越，中间总会经历些尴尬。小狗小猫好像没那么

多时间烦恼就进入生存考验了。人毕竟不同，有了意识，自然平添了不少自我认同问题，

无法淡定。在我儿子，亚裔身份让他越发敏感。总结下来，还是个 social 上的劣势，因

为其他同学多为是白人，有不如白人的自卑感。如果弄一半同学是亚裔（如在加州），他

感受就会不同。 



 敏感性是人体的免疫系统的特征，是生物抵御外来威胁的利器，可是多了，就变成

过敏了。好在这过敏不需要抗过敏药，慢慢自己能脱敏。所以，做父母的也没必要过度反

应。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女儿当时似乎没有儿子的这样的成长烦恼？是否因为亚裔女孩

在白人社会中比亚裔男孩更吃得开，较少生存压力？还是男孩主观上更易感到竞争对手的

压力？我自己的经历，中国男人在美国比中国女人感受到有更多的生存压力，而后者活得

更自在，所以更喜欢留在美国。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亚裔男孩“劣势”感受和竞争压力

（不是在教室里，而是在饭厅里！）可能真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不只是我儿子。 

 一个不错的研究课题。 

 

戴耘写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