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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穿越时光，如今我和我的俄罗斯同学们坐在古老的莫
斯科大学大礼堂里，那些极有年代感的红色皮椅和木质阶
梯，仿佛将历史定格在了往昔留苏学子求学时的光辉岁月，
也让人不禁回忆起那件令万千留苏学子铭记的大事。

1957 年，毛泽东访苏期间，正是在这间大礼堂中，接
见了中国留苏学生代表，并发表了著名讲话：“世界是你们
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
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
寄托在你们身上。”

来自党和国家的殷切希望，就这样寄托在了中国留苏学
子的身上。而中国留苏学人这一群体怀有的、浓郁的“苏联
情结”，直至今日，仍在成百上千的当代留俄学子中散发着独
有的魅力，同时也激发着我们不断思考共产党人求学报国的
现实意义。

曾记否，那是一段中国有志青年追求救国图存之路的峥
嵘岁月。1921年春，刘少奇与任弼时等人一起，踏上了赴苏
俄求学的旅程。1921年 8月，刘少奇等中国学生被安排到东
方大学学习，他们在莫斯科留下了红色印记，在风云变幻的
中国历史舞台上绽放出了别样的光芒。

上世纪 20 年代的东方大学校址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特维
尔大街旁，距离红场不远。当时，中国留学生除了语言障
碍外，还要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刘少奇等人克服困难，在
东方大学系统学习了 《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和国际
工人运动史，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和经
济理论。

穿越百年，虽时移世易，但风华正茂不改当年：同样留
学俄罗斯的我们，也正在这片荣耀的土地上，不断尝试寻找
着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同时也怀揣着新时代留学报国的大
志，只为在祖国的前进发展中承担起一份责任。

（二）

毕业典礼后，我继续沿着列宁山通向莫斯科河畔的路前
行。作为曾经的红色首都，莫斯科沉淀了无数共产党人的历
史记忆。如同蜿蜒的莫斯科河，虽然部分历史陈迹已如流水

般逝去，但她依旧日夜向我们娓娓道来那些属于光荣与梦想
的故事。

距克里姆林宫 15 分钟的步行路程，位于莫斯科的救世
主大教堂的对面，正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旧址。学校虽然
未被保存下来，但可以想见，当年的中国留学生们一定也
在莫斯科河的堤岸上穿行过。这所曾接受不少中国留学生
的学校，从创建到关闭，虽然只有短短 5 年，但却走出了
邓小平等革命前辈。毫无疑问，这段留学经历为他们日后
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打下了坚实基础。

通过邓小平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所写的一份简短自传，可
以清楚地看到他当年的学习和思想情况：“我过去在西欧团体
工作时，每每感受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
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
愿以偿。”他坚定地表示：“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
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抱着这样
的信念，邓小平投身到了中国革命事业中。

从历史的回忆回到现实中，我在想，眼前的莫斯科河与
克里姆林宫墙正是当年那群来自中国的青年指点江山、激扬
文字，为理想与国家而激情燃烧的青春模样的见证者。

（三）

我所在的院系——莫斯科大学新闻系，距离红场只有
600 米。我穿过红场，途径位于红场西侧的莫斯科著名红色
景点——列宁墓。

1924年，列宁逝世。当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任弼
时有幸为列宁荣誉守灵5分钟。短短5分钟，在他年轻的心中
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记，更坚定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的忠
诚。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也是留苏百年。身在
2021 年的莫斯科，回望 100 年前那些逝去的故事和风景，
我不禁感慨那时的中国青年饱含对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担
忧，为追求真理而上下求索，这样的精神即使历经百年仍
然熠熠生辉。

值得一提的是，100 年前的留学之路，并不是一件时髦
或者容易的事。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留学不仅是辗转与漫
长的旅途，还是救国之路的艰难探索。但正是在这样的洗礼
和磨砺中，信念的光芒愈发闪耀。

（作者系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生）

日前，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中国国际教育线
上展”举办。本次线上展包括“国际教育招生展”“中国高校合
作展”和“中国高职合作展”3场活动，近 50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多所中外院校和教育机构参与其中。

线上展有新招
足不出户感受院校魅力

本次线上展的参展院校采用的是“线上虚拟展位展示+直
播”的形式，旨在传递最新留学政策与信息，提供留学咨询与
指导，并为国内高校与国际院校的洽谈合作搭建无距离的直通
平台。

其中，不少学校使用 VR 全景漫游技术展示学校实景，让
学生与家长足不出户即可感受院校魅力。此外，视频直播的
方式也为观众与院校提供了直接互动的机会，搭建了沟通的
桥梁。

除此之外，此次线上展不仅有招生展，还有合作展。不仅
能够服务于欲出国留学者，还为国内外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提
供了洽谈的平台。另据笔者了解，此次线上展在展出内容上也
有所拓展，不仅有招生信息，还包括科研合作、师生交流项目
等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线上展扩大了参展方的覆盖地域。其
中，新增了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院校。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王永利表示：“从东南亚到西
亚，从东欧到非洲，这些国家都对中国学生感兴趣，同时对和
中国大学的合作感兴趣。”

出台新政推动线下授课
有望告别“在家留学”

本次线上展中，加拿大组织了21所院校 （包括高校及中小
学） 参展。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在疫情期
间国际留学事业遇到了阻碍，但加拿大始终在做的一件事就是
允许并支持国际学生通过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加拿大
留学。当前，加拿大政府对国际学生实施了一系列支持举措，
包括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高疫苗接种率、加速学生签证受理
等，目前大部分加拿大学校宣布将于秋季开展线下授课。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相关负责人强调，英国将尽一切努力，
通过加强社区保护、提供隔离支持、关注国际学生心理健康等
方式，为国际学生提供支持和保障。

值得关注的是，英国毕业生工作签证已经从7月1日起正式
接受申请。中国留学生毕业后可以选择继续留在英国学习或工
作两年 （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生） /3年 （博士毕业生）。同时，鉴
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对目前暂时无法前往英国学习的学生
进一步放宽申请条件，只要在2021年9月27日之前以学生签证
身份抵达英国，入读时间为2020年秋季或2021年春季的申请人
均有资格申请毕业生工作签证。

据悉，爱丁堡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伦敦
政治经济学院等多所英国高校已计划在今年秋季学期组织学生
返校，开展线下授课。

随着全球疫苗接种剂次及疫苗接种率的上升，不少留学
目的国有望于今年秋季学期推动线上授课与线下授课的有机
结合，中国留学生也有望告别“在家留学”的状态，进入校
园学习。

本报电 日前，中国和新西兰的合作办学机构南京财经大学
梅西学院获批，至此中国和新西兰两国间本科及以上级别合作
办学项目已达 23 个，合作办学机构增至 4 家，总数达到 27 个，
标志着两国教育合作迈上新台阶。

据介绍，南京财经大学梅西学院开设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经
济统计学、金融工程3个本科专业；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与浙江
传媒学院合作开展传播学专业本科合作办学项目，两者都将在
2021年进行首届招生。

新西兰教育国际推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西兰与中国之
间的友谊源远流长，教育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新合作办
学不仅能带来长期的互惠互利，还能使新西兰院校更加灵活地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外部冲击。

据悉，自双方首个合作办学项目于 2001 年开始招生以来，
中新已有近20年合作办学的历史。双方合作办学的学科包括农
业科学、食品科学与工程、艺术设计、电子信息技术工程、经
济金融等新西兰高等院校的传统优势学科，近年来呈现两个趋
势：一是新开设了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学科；二是合作专业
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更为契合，比如近年来开设了一批食
品科学与工程、农林经济管理和生态学等合作办学项目。

（祖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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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前夕，在俄罗斯莫斯科大
学的主楼大礼堂里，举行了隆重的2021届优秀毕业生典
礼。有幸作为今年毕业的外国学生代表之一，我再次置
身于这间富于独特历史意义的大厅：四周16根高大梁柱
耸立，8扇苏式风格的落地大窗明亮大气。演讲台背景墙
上，绘有一幅巨型壁画。画的两侧，刻有列宁的勉励之
语：“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
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1957 年，毛泽东访苏期间，正是在莫斯科大学这间大礼堂中，接见了中国留苏学生代表，并发表了著名讲话：“世
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图为如今的莫斯科大学大礼堂。 常 乐摄

左图：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子沿着革命前
辈的足迹，赴俄罗斯留学。图为常乐留学的莫斯科
大学主楼。 常 乐摄

上图：寻访革命前辈的红色足迹，常乐在列宁
山上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