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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云笼罩芝加哥

枪击事件发生后，11月11日，中国驻芝加
哥总领馆发布 《对领区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的提示》，强烈谴责滥杀无辜的凶残犯罪行为，
要求美有关方面尽快查清和公布案件情况，并
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中
国公民的安全。总领馆同时提醒领区包括中国
留学生在内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居住地治
安状况，注意及时了解当地发布的安全预警信
息，避免前往不安全地方，进一步提高风险意
识，加强安全防范，确保自身安全。

正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研究生二年级的中国
留学生海希 （化名）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这场枪击事件发生后，身边中国留学生的
出门频率大幅下降，可以在家上网课的学生则
尽量减少了去学校的次数。不得不前往附近超
市采购时，大家也会结伴同行，避免独自出门。

芝加哥大学校长保罗·阿利维萨托斯在枪击
事件发生次日发布视频，对事件中不幸遇难的
中国留学生表示哀悼，同时表示，目前芝加哥
正在制定方案，提供针对海德公园和周边社区
短期以及长期的公共安全战略。

但这样的努力最终究竟成效几何，一些当
地的中国留学生表示怀疑。

“类似这样的悲剧发生时，当地会增加学校
周边警力，校方也表示会增强安防力量，但我感
觉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效果。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事
件发生后，一些学生反应特别强烈的原因——
枪击事件很难被杜绝，让学生们十分缺乏安全
感。”同样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李越
行 （化名） 对记者说。

理性应对恶性犯罪

海希告诉记者，就在前不久的万圣节清
晨，她所在的学院就有教职工遭遇歹徒拦路抢
劫，如今又发生了如此恶劣的枪击事件，这令
她和同学们感到很难接受。

作为久负盛名的私立研究性大学，1890年
由“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创办的芝加哥大
学曾诞生过著名的“芝加哥学派”，但这里猖獗

的犯罪和枪支暴力也成为学生的心头之患。根
据芝加哥警方相关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11 月 7
日，海德公园及周边地区共发生枪击事件超
130起，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4%。

面对频繁的凶残犯罪行为，尤其是手持枪
械的歹徒，学生如何最大化地保障自身安全？

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编制的 《留学美国
安全手册》（以下简称 《安全手册》） 中，“社
会治安”这一章节中按照诈骗、抢劫、盗窃、
性侵、绑架、谋杀、枪击等几种犯罪类型逐一
讲解，提醒学生提高自我防范和应对能力。

根据 《安全手册》 中的防范提醒，学生尽
量不要外露个人财产，防止被尾随或预谋抢
劫；如察觉被人跟踪，尽快前往商场等人多、
光线充足区域。如确定被人跟踪，用脚踢路边
的停车触发报警器，或随身携带可供吹响的哨
子，引起他人注意。一旦遇到抢劫案件，保持
冷静不盲目抵抗，牢记安全为先；留意并记住
抢劫者外貌特征、持有的武器特征、汽车型号
与车牌号等；注意保护现场证据，如有目击
者，请其一同等待警察前来，或留下其电话也
便警方联系作证。

李越行曾于去年圣诞节在其住所附近遇到
过歹徒拦路抢劫。他告诉记者，面对持刀歹
徒，他直接掏出口袋里的钱包交给对方，歹徒
得手后立刻逃离现场，没有伤害他。李越行
随后立刻报警，向警方描述了歹徒的主要外
貌特征。

“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觉得万幸，如果歹徒
有进一步过激行为，结局很可能会不一样。”李
越行说。

安全意识不松懈

对安全隐患的担忧，也给当地留学生的生

活心态造成了影响。海希身边不少刚来芝加哥
没多久的中国留学生，正计划即便支付高额违
约金也要搬离在海德公园附近的住处——枪击
案就发生在海德公园附近。

“今年初那起枪击案发生后，我们紧张了一
阵子，保持高度警惕。但是后来时间长了，就
容易松懈，想要长期保持高度紧张的状态非常
不容易。”海希说，许多学生都下载安装了一款
名为“citizen”的安全类APP，这款应用可以随
时提醒用户周边所发生的犯罪事件或安全事
故，用户也可以上传周遭危险情况，供警察调
查处理或解除警报。

“刚安装这款应用的时候，我还会被它频繁
推送的内容吓到，就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可
能一晚上都会发生几起抢劫事件。一开始大家
还会讨论，觉得情况怎么这么严重，但后来就
变得‘习以为常’。”她说。

海希告诉记者，就在两周前，他们同学一
行三人开车去超市采购，回家后大家下车从后
备厢搬东西，司机一侧的车门并没有关闭。一
位本地女性正好开车路过，她摇下车窗非常严
肃地提醒海希一行人：“以后千万不要开着车门
去后备厢搬东西，这样非常危险，汽车很容易
直接被抢！”路人的提醒让海希和她的同学感到
后怕，“可能就在我们松懈大意的某一刻，危险
就会发生，之前所有小心谨慎的努力都将失去
意义。”海希说。

“不出门”成了此时一些当地中国留学生的
无奈之举，一些原本向海希咨询芝加哥大学申
请的师弟师妹，也打算更换留学院校或城市。

海希说：“我自己是在两年前收到的录取，
那时候芝加哥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突出的安全隐
患，如今，安全问题已经极大程度影响了我们
的留学生活。人如果一直处于精神紧张的状
态，时刻紧绷着神经，则负面情绪就会逐渐积
累，心理状态就容易走向消极。”

二

用3年半的时间完成4年学制的博士课程，对我这个“大龄青年”来说
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感谢一路走来良师益友的鼓励，让我有勇气面对人生
的挑战。

在读博期间，除了完成学业之外，我延续了教培机构英语老师的工
作。在给学生们远程上课的过程中，我不仅可以听到朝气蓬勃的读书声，
还可以听到万里之外国内的啾啾鸟鸣。非常感谢我的学生们，在黎明朦胧
的天光里、在夜深人静的月光中，都有我们互相学习、互相鼓励的印记。

2019年，我还在芬兰兼职做了几次导游，带队的过程中常有人问：你
都读到博士了怎么还来当导游？我回答：“要不是读到博士了，还没资格给
你们当导游呢！”大家都笑了。其实，这是我的肺腑之言，读万卷书和行万
里路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刚来芬兰的前几个月我非常不适应，从早八晚九几乎连轴转的工作节
奏中抽身，紧绷的神经却没有马上松弦。因此，我体会到的不是轻松和愉
悦，而是迷茫。

“我是不是还有工作没有完成？”“下一次考核是什么时候？”……
为了填补这种恐慌，我把自己的时间表安排得满满当当，不给自己一

丝喘息的机会。然而紧锣密鼓忙活了两个月之后，我发现同事们都在慢节
奏地生活：下午三四点钟开始陆续下班，甚至到傍晚6点连教学楼的楼门都
锁上了。几乎没有人会占用休息时间工作。我一边疑惑，一边也试着放慢
节奏，试着放下工作，用眼睛、用心去感受外面的世界。

三

作为一个标准的山东学生，我上学期间一直埋头于书山题海；毕业工
作后的几年也是在急急忙忙的节奏里度过。而在芬兰这种宽松环境中，看
似付出的时间很短，却能够以劳逸结合的方式，给自己沉淀和思考的时
间。埋头赶路的时候，也总要看看沿途的风景啊。

来芬兰之前，我背包走过40多个国家，走过壮阔波澜的大海、走过喧
哗嘈杂的城市，在“千湖之国”，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自己。

在宁静的湖水中、在清澈的星空下、在绚烂的极光里，我听到了内心
温和而坚定的声音。我想，这就是在芬兰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政治学博士）

一个政一个政治学博士治学博士
眼中的千湖之国
口中的中国故事

刘 燕

一

我叫刘燕，是一名今年8月刚刚在芬兰毕业的政治学博士。
国内硕士毕业后，我入职一家上市教培公司工作，工作4年间压力非常

大，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不少。在高强快的工作节奏中，我逐渐迷失了
内心的方向，接踵而至的是颈椎病、脂肪肝和抑郁症，它们逐渐成为我高
效工作的副产品。于是，我在31岁这年，决定辞去工作，出国读书。

在芬兰的学习时光虽然平淡，但是真实。有笑亦有泪。
我的专业是政治学，在和教授以及同事们讨论的过程里，我看到了各

国间不同的政治制度和行政手段。君子和而不同，芬兰学者独立的人格和
大学里互相尊重的学习氛围使我受益匪浅，也渐渐适应了这个友好亲切的
国度。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芬兰的学术氛围更加平和务实，学者的包容性
更大。我所接触到的学者和老师都有意愿、有耐心倾听从我的视角剖析出
来的中国政治，而不是固执地相信网络上西方媒体的片面报道。这种质朴
求真、不带刻板印象的学术理念，才是真正的专业素养。有趣的是，芬兰
的重金属音乐一直受到国民追捧，在我们学校，就连专搞学术的院长也酷
爱摇滚乐，下班之后会直接抱着吉他去酒吧“嘶吼”。也许，这种“歇斯底
里”的音乐只为释放压力，因为人们并不会把它带到工作中来。

留学期间，我常常跟学者和老师分享自己的观点，消除一些人对中国
治理模式的疑问。比如，曾有同事给我发来几个新闻链接，询问如今新冠
肺炎疫情下，中国的经济复苏是不是真的。我向她展示了中外媒体报道的
相关经济数据，又把中国驻芬兰大使馆多次组织线上防疫讲座和给全体中
国留学生发放健康包的视频发给她，还送了她两包中国使馆派发的口罩。
该同事非常感慨，她表示，除了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此高效和人性
化地关爱海外留学生，她还将这些案例写在了去年发表的文章里。

美国当地时间11月9日下午，芝加哥大学附近街区发生一起恶性持枪抢劫案，一名不久前毕
业于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不幸遇难。这已经是芝加哥大学附近今年以来发生的第二起中国留
学生被枪击身亡的事件，就在今年1月，一名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在一起
连环枪击案中不幸身亡。

面对令人心痛的悲剧，如何保障留学生的人身安全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焦点。

留学安全 牢记在心
本报记者 孙亚慧

筑牢留学安全屏障

我的家中珍藏着一张祖父
未曾寄出的明信片，这张明信
片是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远赴
比利时勤工俭学时，在富有革
命传统的沙勒罗瓦劳动大学写
给他的母亲的。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
衣”，祖父对母亲的情感在这封
简短的家书里，透过笔墨可见
一斑。明信片上这样写道：“沙
城 （比利时） 天渐暖，早晚衣
裳自知检点，幸勿念。”祖父请
母亲不必为自己挂念，自己一
切都好。“一个月后即是大考，
儿 须 备 功 课 ， 少 作 禀 并 无 他

事，祈释掛”。寸草春晖，远行
儿子微薄的慰藉报答不了母亲
的 深 情 ， 这 是 祖 父 的 小 家 情
结。如同许多那个年代的海外
学子一样，他们带着亲人的思
念离开家乡，上下求索，奋发
学习，只为有朝一日学有所成
回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07 年 ， 德 国 医 生 埃 里
希·宝隆在上海创办的德文医
学堂，于 1908 年改名同济德文
医学堂，是同济大学前身，祖
父从比利时归国后长期在这里
任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
德法对立，上海法租界以学堂
是德国产业、防止德国人利用
该校机械制造武器为由，接管
学 校 成 立 中 法 国 立 工 学 院 。
1940 年，由于法国政府深受二
战影响，无力再支持该学院继
续办学，致使学校陷入困境。
1943 年，祖父联合在校的 8 名
教授挺身而出开展护校运动，
以校友的名义成立“校友会复
校运动委员会”，迫使占用学校
场地的入侵者退还校舍，以民
办中法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中
法高工） 的名义开设机械、电
机 、 土 木 三 科 ， 祖 父 担 任 校
长。其间，他艰难办学，保护
了教师、学生的利益。

当时的中法工学院是蔡元
培先生领导的华法教育会推动
创立的，许多勤工俭学学成归
国的学子也都在这里任教，在
祖父的带领下，学校十分注重
实践技能的培养，和沙勒罗瓦
劳动大学一样，校园内就设有
校办实践工厂，学生可以边学
习、边实践，基本上实现了厂
校融合的办学格局。同时，学
校一直坚持小班授课，因此尽
管办学困难，但学校的教学质
量一直广受肯定，被称为办学

“有栋梁气”。
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办

学事务十分繁杂，1945 年，祖

父积劳成疾，病逝在任上。
而今，校园已历经百年沧

桑，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
院就设在这里，中西文化教育
的交融在这里继续奏响。祖父
的一生致力于发展职业教育，
探索的是用教育改进实业，培
养 出 一 批 具 备 职 业 技 能 的 人
才。几十年后，我和我的家人
也践行着祖父当年的精神出国
学习，之后又回国参与祖国建
设 。 正 是 这 份 几 代 传 承 的 力
量，不断鼓励着我们奋勇向前。

（作者系福建闽江学院特聘
卓越教授、九三学社中央医药
卫生专门委员会成员）

祖
父
的
校
园
情

林

实

祖父林祖欢生长在一
个诗书传家的教育世家，
祖父的祖父是一个思想进
步的清代举人，在福州创
办 女 子 职 业 学 校 和 幼 稚
园。他常教导子孙：“读书
救世，不是为官。”祖父自
小就知书明礼，深受儒家
传统教育和闽人“放眼看
世界”的思想影响。1924
年，祖父积极参与旅欧勤
工俭学运动，远渡重洋，
前往比利时沙勒罗瓦劳动
大学求学。

祖父林祖欢在比利时留学时写给母亲的明信片 （未寄出）。

今年8月，刘燕 （左二） 顺利通过博士论文毕业答辩。
（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插图来源网络）（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插图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