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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

无奈关闭的传奇街区老店
2020年 8月末，包括媒体记者在内的一

群人聚集在曼哈顿东 14 街 626 号 Sun’s 洗

衣店门外，一起与纽约城内这家最后的华人
手工洗衣店道别。在疫情影响之下，84岁的洗

衣店老板李洪森终于决定结束他 1959年与
父母一起创办、经营至今的家族生意。这是他

们家最后一家洗衣店———一家见证了 61年
美国变迁的洗衣店。

李洪森出生于广东台山，1957年在美国
与父母团聚，两年后与父母一起开始经营洗

衣店。李洪森与太太一直在自家店里打拼，也

算事业成功，在皇后区买了一栋洋房，把一双
儿女送入纽约公立大学。

人生圆满的同时，李洪森也乐于向社区
里的困难群体施以援助之手。李洪森儿子爱

德华说：“谁要是有了生活上或财务上的困
难，总逃不过父亲的眼睛，因为他们不会来取

送洗的衣服。因此，即便店里有 30天内必须
取走衣服的规定，父亲还是会把熟人的衣服

保留在一边。”
李洪森的善意之举一直延续到闭店歇业

之时，同样，他也收获了邻里善意的回报。多
年来纽约城内各地升级改造，房价随之上涨，

但街坊一直支持着李洪森的洗衣店。5年前，
新房东曾想将洗衣店每月房租上涨 800 美

元，因为当时洗衣店的租金远低于市场价。大
楼管委会为李洪森组织了一次网上募捐，虽

然李洪森谢绝了大家的好意，但街坊邻里们
依旧向房东施压，最后帮李洪森维持了原来

的租金。
受疫情影响，去年 3月纽约市政府规定

所有非必须的企业和店铺暂停营业。防疫歇

业的阴霾笼罩纽约唐人街数月之久，270多家

餐馆和 100多家商店都受到严重冲击。李洪
森的洗衣店也和大多数店面一样不得不关

店，而在重新开张后，居家办公和居家隔离使
洗衣店的生意雪上加霜。

除了生意受到重创，美国社会原本就存
在的反亚裔情绪在当时特朗普政府一系列歧

视词汇的助推下日益高涨。李洪森说：“几十

年来中国移民在美国一直遭遇歧视，但我们
中国人总是能吃苦，埋头把每一件事都做到

最好。”

突然失业的都市高端白领
一份名为《新冠病毒对纽约市亚裔美国

人就业影响》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对亚裔美

国人就业造成沉重打击，因为疫情影响最大
的餐饮、服装、零售、运输等行业正是他们赖

以为生的主要行业。不过，那些穿着西装制
服、坐在摩天大楼办公室里的高端技术人才，

同样无法在失业浪潮中幸免。

孙玲的“逆袭”故事在互联网上曾广为人
知。出身农村、家境困难、高考失利的孙玲在

堂哥介绍下成为深圳千千万万“厂妹”中的一

员，然而单调乏味的流水线工作并未让她获
得价值感。随后她自学计算机，勤工俭学上培

训班，考取成人本科，通过雅思考试，实现了

从深圳“厂妹”到深圳白领再到纽约高薪程序
员的跨越。然而，这位大家眼中的“人生赢

家”，在去年美国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失业了。
孙玲说，去年由于父亲癌症恶化，她向谷

歌公司申请了 84天探亲假回到中国。不幸的
是，在她回国隔离期间，父亲去世了。孙玲无

法再以照顾病重家人为理由休假，公司直接

将她的假期改为事假，要求她尽快回美国复
工。但当时因为疫情，航班受限，没能及时回

岗的孙玲被谷歌解雇。
与孙玲的经历类似，34岁的唐女士也在

去年的失业浪潮中失去了工作。唐女士是浙
江人，2014年开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家

旅游公司担任软件开发员。她一直在努力申
请美国绿卡，并且对此十分自信，已经在美国

买好了一套公寓。然而去年 3月，她收到了公
司的解雇邮件，不仅失去了收入来源，公司也

放弃帮助她申请绿卡，她原本的“永久居住”
梦就此破灭。

像唐女士这样持有 H1-B签证的海外人
员一旦失去在美国的工作，必须在 60天内申

请游客或留学生签证，或者重新找到工作续
签，否则就将在 180天后被认为是非法滞留。

然而疫情肆虐之下，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何其
困难，她只能努力向美国大学提交申请，争取

留学生签证。
被一封邮件或一通电话告知解雇的都市

白领何止她们两人，突如其来的失业让那些
原本光鲜亮丽的高端人才面临在他国生活的

种种不确定性。

回击歧视的当代中国青年
中国学生赴美国留学的历史可以追溯至

1872年，近 10年来中国留学生更是逐渐成为

美国大学里最大的留学生群体之一。随着美
国逐渐成为感染病例最多的国家，被困美国

的留学生们不得不一边网课学习，一边照料
自己。

在留学生群体内，友情与互助一直是疫

情期间的主基调，团结一致也是身处异乡的
他们渡过难关的必要条件。然而，外部依然有

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中国病毒”“中国留学生
滚出美国”等歧视话语刺痛着这些海外学子

的心。
在科罗拉多大学就读的陈同学每次进入

非亚裔经营的便利店都感觉身边的人在“怒
视”着她，对她说三道四。在这种态势之下，她

感觉居家隔离简直是种“恩赐”。
在埃默里大学本科学习的李同学在听到

特朗普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后就一直生
活在恐惧之中，而她在莱斯大学攻读计算机

科学的朋友更是遭到了极为过分的对待，公
寓门上被人用黑漆喷上了“间谍”字样。李同

学表示：“我对此感到十分悲观，因为如果别

人对你怀揣恨意，他们可能会将恨意付诸行

动。但我告诉朋友，我们应该站出来发声反
击，防止这类事情再次发生。”

的确，在不少中国留学生默默承受着无
端的歧视之时，也有一些勇敢的青年选择发

声。科罗拉多大学的陈同学和其他 11名志愿
者一起，每周与 100多名民主党人士和独立

人士一一通话，向他们说明华裔学生遭受的

歧视状况，以期改变美国社会不断严重的反
华情绪。

通过大量通话和交流，陈同学发现，其实
美国民众因特朗普的不当发言而产生的反华

情绪并不根深蒂固。“在我和他们讲述了我对
在华亲人的担忧、我在商店里遭到的不公待

遇以及中美合作的前景之后，他们很快就改
变了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她表示，“中国学生

应该站出来发声。在向他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和中国的故事之时，我们至少要在自己所在

的社区里让美国民众知道我们的存在，知道
我们遭受的误解和敌意。”

目前反华反亚裔情绪在美国已逐渐降
温，但种族歧视在美国一直根深蒂固。而随着

德尔塔毒株和拉姆达毒株肆虐，美国又迎来
了新一波疫情高峰。无论是关闭数十年老店

的华人店主、迷失在失业浪潮中的都市白领，
还是敢于发声做事的海外学子，他们都是疫

情阴霾下美国华人群体的缩影。 傅星源

面对疫情阴霾和种族歧视

在美国生活的华人还好吗？

美国疫情再次恶化。据
美国疾控中心数据，美国九
成民众生活在高风险和重风
险区，预测至 9月初每周新
增病例将达 55万例以上。

疫情反复带来美国有史
以来最大的失业浪潮，亚裔
失业率更是远超白人等其他
群体。与此同时，反华反亚裔
情绪也在美国蔓延。

面对疫情阴霾和种族歧
视双重危机，在美国生活的
华人，他们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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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洪森（中）和街坊邻居在洗衣店关闭那

天合影留念

▲

▲

 孙玲在谷歌办公室

▲ 李洪森在洗衣店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