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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星期，马志山在公司里换了
团队。新的同事、新的领导，白天忙
完工作，晚上还得忙活博士论文。工
作与论文，填满了这个亚历山大大学
在读博士在埃及的所有生活。

1969 年，而后成为埃及作家阿卜
杜·哈基姆·卡西姆代表作的 《人类七
天》 正式发表，这部曾入选“百佳阿
拉伯小说”排行榜的作品，刻画了主
人公在面对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
代、质朴与浮华、怀疑与信仰间的冲
突时所历经的纠结与迷惘。

马志山很喜欢这部作品，在决定
博士论文选题时，分析 《人类七天》
是他的首选。

因此，他希望明年可以心无旁骛
地完成论文，为自己的博士生涯画上
完美句号。

这一年，马志山的大部分时间在
开罗。他去年入职这家主营 vivo 手机

海外代理的公司，凭借着自己阿拉伯
语的优势和踏实负责的工作表现，很
快便脱颖而出。

从作为管培生培养到开罗大区经
理助理，再到公司总部的总经理助
理。一路走来，马志山渐渐做到了对
公司诸多环节稔熟于心，销售系统、
财务系统、行政后勤、商务数据、涉
外交流……再加上他的本行阿语翻
译，所有这一切都为他如今独立负责
公司更多事务打下了基础。

年底所迎来的这样一个新岗位、
新挑战，给了马志山新的压力。但这
又是一份肯定，慰劳了他一年的辛
苦，也让马志山开始憧憬新一年会有
怎样的收获。

马志山制定了一份新年计划，里
面记录着他要为新岗位所做的准备。
要学习人员管理、学习企业文化制
度，他 1 个人同时做着 3-4 个人的工
作。他面前摆着成长的机会，而他说
这种成长是与自己性格的博弈。马志
山说自己生性腼腆，新的一年里，他
希望自己的工作风格能再强硬些。“就
是一句话，得把本职工作做好。”

疫情让马志山今年的生活变成了
“三点一线”，从家到公司，实在需要
购入生活补给时才去趟超市。

防疫，仍是马博士新年计划中的
重要一部分，他的新年寄语凝练又朴
实——

写好论文，带好团队。保重身
体，鹏程万里。

海外学子的这一年，着实不易。
防疫的焦虑、网课的疲惫、独在异乡的寂寞、去留抉

择的两难……若是与前几年做比较，留学生或许都不像今
年这样备受关注，他们的2020，比别人更多了一分五味杂
陈，多了一分对世事无常的感悟。

当我们回望这一年，浮现在眼前的是仿佛一夜长大的
海外学子。他们在国内暴发疫情时倾力相助，在国外疫情
肆虐时彼此支撑，在面对借疫情污名化中国时挺身而出。
了不起，中国的海外学子！

新的一年脚步临近，海外学子纷纷道出了自己的新年
展望与畅想。严冬之后，暖春即将到来。

——编 者

展望新年，海外学子的心愿清单（上）

在即将过去的2020年里，一场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穿插其中、贯穿在每个
人的生活里。

有人的生活因此而变得愈发艰难，也
有人因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作为一
名留学海外的学子，经历过疫情来临之际
整日“自肃”在家的烦闷，也在年末经历

“后疫情时代”影响的同时，期盼着新一
年的来临。

年初，我尽可能多地从日本采购口罩
寄回国内，希望家人与朋友保护好自己。
后来，日本的疫情也进入上升阶段，我看
着每天不断刷新的新增病例数，却又不得
不继续挤着东京早高峰的地铁，心情无奈
又恐惧。好在日本政府随后颁布了紧急事
态宣言，学校改上网课，我便开始了“自
肃”生活。

在一整个炎热的夏季里，我每天都迫
不及待地打开窗户，让阳光照在榻榻米
上，那一扇窗就好像是外界与我唯一的交
集。那时的我，同时还处在备考修士（日本
的学术称谓，相当于中国的硕士）的冲刺阶
段，面临学业压力的同时还要兼顾生活。

想来，“自肃”的日子没有虚度，让
我能够有时间复习专业课和日语，从而在
今年得以成功考入自己心仪的院校。

明年，我将要离开东京，搬到大阪。
想到离别，会不舍告别语言学校的老同学
们；但想到未来，总也令人期待——一定
会在新的学校交到更多的朋友。

希望能在疫情结束后，和同学一起坐
在教室，认真听台上的老教授讲课，偶尔
能看到窗外岩仓公园嬉戏打闹的孩子们。
我想在研究室自己的位置摆上几盆绿植，
我想拿出时间阅读更多文献，也想能在不

清楚研究方法的时候带着疑问去找教授
面谈。

对学习而言，线下课堂的优势是线上
难以替代的。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学习专
业知识，同时也多说、多听，在每周的发
表会和学会上，能条理清楚又流利地用日
语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尝试参加学校的
课外活动，希望能让日本同学看到中国留
学生的自强和优秀。假期和休憩的时候，
我想找一份兼职，让自己有机会接触更多
的人，从他们身上学到日本人对礼仪的重
视和为他人着想的态度，了解更多日本社
会文化与习惯。这份兼职，可以在丰富自
己留学生活的同时，也让我能依靠自己的
劳动自给自足，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

如果明年夏天疫病退散，我想回国见
见我想念的亲朋好友，我们听彼此讲述这
些日子里发生的事；我还想认真规划一次
远途旅行，去看让自己魂牵梦萦的大好山
河，去街头巷尾品尝当地美食。当然，还
有最重要的——用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即将过去的2020年，疫情让我错过了
许多，也留下了不少遗憾。错过了夏天
我期待已久的学校运动会，也错过了
冬天北海道的皑皑白雪。但我坚
信，不久之后我们的生活一定
能重回往日安宁，然后，我
们可以一同摘下口罩，
直面阳光。

（作者系日本立命
馆大学留学生）

每当我们尝试对过去一年进行总结时，常
常会叹息时光飞逝，也会惋惜365天里那些虚
度的日子。但回想 2020，不少人在心底盼望着
这一年能早早结束，仿佛只要跨入新的年头，
这一年里的风雨波折就能离我们远去。

的确，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太多，让这个
2020显得格外漫长。

疫情是绕不开的标签，它甚至在一定程度
上改变了这个世界，并且这种改变还在持续。
许多人、许多行业受到了疫情冲击，留学生也
在其中。作为一名在澳大利亚求学的留学生，
回望这2020的“慌乱”，实在是无尽感慨。

国内出现疫情后，澳洲便对中国发布了
旅行禁令。当时我正在国内陪伴家人，很快
便接到学校通知，如果开学前无法返澳注册
便只能选择延期入学。不想延期的我与许多
同学一样，踏上了经第三国中转返澳的旅程。

顺利入境之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疫
情已在澳大利亚肆虐。此时，经历了国内

“家里蹲”生活的我，又不得不在异国他乡开
始了漫长的居家生活。

彼时，国内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人们
的生活又变得多姿多彩。我每天看着同学们
的朋友圈状态，有一种“世界都在转，而我
停在原地”的无奈。我开始怀疑当初返回澳
大利亚的决定是否正确，开始抱怨自己的留
学之路为何如此坎坷。计划的偏离和居家的
烦闷让我一度有些心态失衡，整日都在焦虑

中度过。
但 幸 运 的

是，家人与朋友的
开 导 让 我 走 出 了 阴
霾。我逐渐理解世事难
料，不能只关注和埋怨自己
的不快乐。我开始明白，面对
生活中不可预知的波折，最好的应
对方式是耐心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我
能做的便是保护好自己并不断充实自己，
这份感悟让我能更加从容地面对人生中的未
知，这份感悟让我忽然明白了“成长”二字背后
的重量。

尽管疫情让世界变得格外萧瑟，但我还
是从中感受到了温暖。在澳大利亚疫情最为
焦灼且物资短缺的时候，祖国给海外学子的
健康包也开始派发。这些口罩宛如雪中送
炭，为我们出门采购生活必需品时提供了卫
生安全保障。

更为重要的是，“祖国是我们的坚强后
盾”这份幸福感，给予了漂泊在外的留学生
一份安定。

同胞之间的互助同样让我难忘，原本并
不熟识的我们会在物资最紧缺的时候不吝分
享，会在对方生活不便时及时伸出援手。

如今，2020即将落幕，我的留学生涯也已
过去大半。我许下自己的新年愿望，同许许多
多人一样，第一个愿望便是希望疫情能尽快平
息，人们能够尽快回到以往正常的生活。

好消息是，新的一年里我的学校将重新
对学生开放，含有实操内容的课程终于不再
是“纸上谈兵”，这给了我补足线上学习缺失
部分、夯实自身专业知识的机会。

纸上得来终觉浅，学以致用才能提升自
身在社会中的竞争力。线下授课也将带来更
多与教授和同学沟通学习的机会，尤其是对
于留学生涯后半段而言，这样提升自我的机
会尤为珍贵。

新的一年，我想出去走走，想更多了解
澳大利亚的风土人情，去看那些悠久的历史
遗存，去欣赏那些震撼又灿烂的美景。我想
走到当地居民身边，去感受他们的生活习惯
与文化传统，同时，也把来自东方的璀璨文
化讲给他们听。

或许，人生路上风雨兼程总是难免。希
望我们都能更从容也更洒脱地迎接新一年，
希望我们都能收获一个温暖而美好的2021。

（作者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留学生）

前些天，
完成了秋季学

期的期末考，一
直 处 于 高 压 状 态 的

我终于松下了紧绷许久
的弦，感到异常轻松的同

时 ， 却 也 不 禁 惋 惜 时 光 飞
逝——还有一年，我就要从波士

顿大学毕业了。刚刚来到波士顿大
学时的新奇、兴奋与激动仍在，而毕业，

却已在我能看到的地方静静等待着了。
谁也无法让时光停下流转的步伐，人

生总会不断往前，永远不会停留在原地。
但我想，只要每天都充满期待、每天都能
过得充实而有意义，就不会畏惧时间的流
逝，因为在这失去的时间里，我们会变成
更好的自己，去拥抱更美丽的生活。

2020 是不易的一年。过去的这一学
期，因为疫情，我们的课程全部转为网上
授课，对留学生来说，这是全新的体验，
也是全新的挑战。

一方面，离开了教室，没有了沉浸式
的学习氛围，想要高效地获取知识需要拥
有极高的自律、自主和时间分配能力。另
一方面，中美之间的12小时时差，使得中
国留学生只能晚上通宵上课，生物钟完全
被打乱，这也影响了学习效率，甚至让不
少学生情绪低落。除此之外，线上授课时
学生的注意力容易分散，并且在遇到难题
时很难及时寻找帮助、解惑释疑。上学
期，我修了一门计算机课程，每周作业既
多又难，我常常是抱着电脑一想就是一晚
上，有时实在想不出来，便去线上向助教
提问，但哪怕是规定的助教答疑时间，我
也总是排不上队。这几个月来，压力时时
相随，再加上睡眠不足、作息紊乱，心理
和生理状态都不好，这也是许多留学生今
年相同的“病征”。

不过，好在我坚持下来了。这一学期
坎坎坷坷中前进的学业，也让我得到了成
长，变得更加有毅力，也更有条理。

这一年，我开始学习做饭、学日语、
考驾照；这一年，我继续跳着自己喜欢的
舞蹈，也重拾多年不曾练过、早已生疏的
钢琴指法；这一年，我开始自学GRE，还
做了第一份实习，拥有了第一次教小朋友
学英语的机会。

这一年在家中，我努力认真地学习，

帮父母承担家务，也每时每刻感受着来自
他们的满满的爱。

2021，新的一年，我有新的目标，更
有新的期待。

对于学业，希望能改变上学期网课的
疲惫感，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而高效
的学习习惯，保持作息规律和充足睡眠。
若想要考出自己满意的GRE成绩、申请到
理想的研究生院校，良好的学习习惯是关
键。对于生活，我希望自己能有始有终，
坚持自己的坚持，无论是舞蹈、钢琴还是
运动。我希望自己能每天至少为家人做一
顿饭，让他们好好品尝我的手艺，这一年
让我明白，出国之后，能陪在家人身边的
时间真的太少了。

12 月 20 日，波士顿大学为期 35 天的
寒假正式拉开帷幕。这 1 个多月的时间对
于大三学生来说却是至关重要。平时课业
压力大，而寒假正好是全身心投入GRE学
习的最佳时机。备考 GRE 需要耐心、细
心、毅力和坚持，我希望自己能在寒假期
间养成做笔记和做每日计划的习惯，有条
不紊地规划每天的学习生活。滴水穿石，
万事功到自然成。

刚刚迈入20岁的门槛，想要学习的东
西太多太多，想要去做的事情太多太多。
我面对自己，也在给自己打气——但愿每
一天都充实，但愿永远保持一份对旧事物
的喜爱和对新事物的热情。

2021，我准备好了。
（作者系美国波士顿大学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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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山 （左一） 与团队成员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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