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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时光

“翡翠岛国”的迷人之处

王艺晨是爱尔兰科克大学的一名博士生，未到爱
尔兰留学时，就从影视作品中了解到不少爱尔兰的相
关信息。“我看过介绍爱尔兰的节目、电视剧等，浮
现在脑海中的是连绵起伏的山峦、碧野清幽的原
野。”王艺晨说，在她心中，爱尔兰是一座“绿岛”，
如果能赴爱尔兰学习、生活，将是不错的体验。

的确，位于欧洲西部的爱尔兰风景如画，因其蜿
蜒的海岸、静谧的湖泊和大范围的植被而享有“翡翠
之岛”的美誉。

不仅自然风光迷人，爱尔兰的人文底蕴对学子也
颇有吸引力。郑坤艳是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
的一名博士生，在她眼中，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是一个
文艺氛围浓厚的城市。“对文艺活动爱好者而言，都
柏林是一块宝地。这里有许多剧院、美术馆，可常去
看剧、观展。此外，爱尔兰还出过不少知名诗人、作
家，他们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在这里留学可
以感受文学、艺术的魅力。”

除了自然风光和文化氛围吸引中国学生之外，爱
尔兰的院校发布多项对国际学生的利好政策，这在

《报告》中得到印证，比如广泛开设适应社会需求的
新专业、为在读学生提供兼职打工机会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爱尔兰留学，中国学生可申请
的奖学金种类也很丰富。张婧瑄是爱尔兰都柏林大学
圣三一学院商业分析专业硕士生，据她了解，爱尔兰
除了有专门提供给中国学生的“爱心奖学金”外，还
有政府奖学金、各高校奖学金等可供中国学生申请。

新奇的多元文化体验

在爱尔兰留学，校园生活是什么样的？几位被采
访的同学不约而同地提到，他们从多元的学习环境中
收获了不少新奇的体验，也获得了珍贵的留学感悟。

“刚来爱尔兰时，我发现书本上的英语和生活中
的英语差别很大。”王艺晨的学校坐落在爱尔兰科克
市，她说：“当地人说英语有特别的口音，被戏称为

‘唱歌的音调’，这让我花了一番功夫才适应。还有一
次，我向一名当地同学讨教俚语的使用，他告诉我，
有些表达在现代社交中已经过时，这让我觉得纸上得
来终觉浅。”

“我所修的专业在博士阶段没有必修课，因此在
闲暇时，我得以出于兴趣旁听历史系面向硕士生和本
科生开设的课程。”郑坤艳说，“许多面向硕士生的课
程是小班教学，整个班级只有5到8人，我们需要在
每节课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并和其他同学交换看法，
因此上课时氛围较为轻松随意，像是在聊天。”

除了日常学习，学子还可以参加丰富多彩的校园
活动，“我们学校的社团、俱乐部种类很多，兴趣
类、文化类、体育类都有。”王艺晨加入的是科克大
学的脱口秀社团，在她看来，参加校园活动不仅能丰
富课余生活，还能认识志同道合的伙伴。“在社团活
动中，我和其他成员一起创作时非常开心，共同的兴
趣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有一次，我上台表演脱口秀，
原本很紧张，但其他成员热情友好，在听完我的脱口
秀后帮我改稿，让我放松不少。结交新朋友让我不仅
在与他人沟通交流时更加大胆，也较快地适应了留学
生活。”

在爱尔兰讲中国故事

留学期间，学子的活动范围并没有局限在校园
内，他们积极参加当地社会活动，结交当地朋友，在
跨文化交流中增长见识，讲述中国故事。

“在爱尔兰，每年的3月17日是圣帕特里克节，也
是爱尔兰人的国庆节。这天，当地会举行隆重的庆祝
活动。”王艺晨说，今年在科克市，该节日的庆祝形
式是不同主题特色的方阵游行、表演，她参与了约
100名中国学生学者组成的方阵，带去了富有中国文

化特色的表演。
“我们的方阵展示了武术、太极拳、旗袍秀等，

我身穿中国传统服装，演奏了葫芦丝。”王艺晨兴奋
地回忆说，“当时道路两旁有许多人，他们呐喊、拍
照、向我们挥手，场面十分热闹。在我们的方阵中，
有两名同学扮成大熊猫，一路和观众击掌、分发小零
食，深受大家喜爱。”

跨文化交流在学子的日常生活中颇为常见。张婧
瑄在当地结识了一对爱尔兰夫妇，老爷爷是一位“资深
中国迷”。“这位老人去过北京并喜欢上了中国文化，圣
诞节时，他和妻子邀请我和几位朋友到家中庆祝。”令
张婧瑄惊讶的是，在老人家里，她看到许多中国风的收
藏品。“有国画、书法作品、中山装等，老爷爷还和我们
聊起他在北京的故事，还说对故宫、胡同印象深刻，想
再去看看。”

到爱尔兰人家中做客、共度圣诞节，对张静瑄来
说是新鲜的体验。“那天晚上，我尝到了许多圣诞节
的特色美食，比如烤火鸡、布丁等，我们几名中国学
生带去了饺子，和老爷爷、老奶奶一同分享。席间，
我们聊到春节和圣诞节的庆祝方式、对东西方家庭的
意义等，这让我切身体会到了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
也拓展了我的认知，是我难忘的珍贵回忆。”

在爱尔兰的留学时光
本报记者 周姝芸

日 前 ， 启 德 教 育 在 京 发 布
《2022-2023爱尔兰留学报告》（下称
《报告》），《报告》显示，目前有逾
3000名中国学生在爱尔兰求学。另据
爱尔兰驻华大使馆签证处数据，2021
年留学爱尔兰的中国内地学生人数与
2020年相比，同比增长逾30%，赴爱
尔兰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呈上升趋
势。在爱尔兰留学有哪些优势？有哪
些适合学子参加的活动？近日，本报
记者采访了3名留学爱尔兰的学子，
听听他们的留学体验。

延伸阅读：爱尔兰留学优势专业有
哪些？

爱尔兰高等教育局（HEA）《2020毕
业生成果调查》显示，国际毕业生最常
见的学习领域是“商业、行政与法
律”、“信息与通讯技术”和“工程、制
造和建筑”。

另据启德教育发布的 《2022-2023
爱尔兰留学报告》显示，受中国学生青
睐的专业是商科、计算机、信息系统、
软件工程等。值得一提的是，爱尔兰的
产业布局为国际化人才创造了大量就业
机会，也带来了紧密的校企合作，不少
院校能为学生提供在读期间的带薪实习
机会。

据爱尔兰教育推广署负责人杨杰介
绍，爱尔兰高校提供信息技术、生物制
药、食品科学、工程学等专业课程。其
中，免疫学、农业科学、纳米技术、材
料科、微生物学、神经系统科学与行为
学、分子生物与遗传学等是知名专业，
对以上学科有意深造的学生可考虑赴爱
尔兰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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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阅读中
收获艺术启迪

张丹铭

本科时，我就读于伦敦
艺术大学中央圣马丁学院，
圣马丁学院的图书馆就像一
个藏满珍宝的宝库，在这里
可以找到任何想要翻阅的
资料。

记得有一次，我在图书
馆找到过一本出版时间很久
的杂志，岁月的洗礼让它的
纸张陈旧，书中还夹杂着曾
经的读者留下的读书感悟、
笔记等，让人对它格外珍
惜。我猜测，这本书的年龄
约有百岁。

在圣马丁学院，学生常
将阅读感想留在书中，比如
贴个便利贴。有趣的是，下
一名借阅的同学看到这些感
想，就和上一名阅读者建立
了连接。有时，几名前后翻
阅同一本书的学生甚至形成
了一个“讨论组”，互相交
流，碰撞出灵感，给更多读
者以启发。

我是一名艺术生，看书
的目的通常是为设计的作品
找理论支撑，因此我最喜欢
做的事就是将书中提到的方
法拿到现实中实践、验证。
在圣马丁学院，我常选择和
自己项目相关的书籍阅读，
既有趣味，也让我受益匪
浅。比如，有一次我从书中
看到了“治愈性景观”的概
念，很是好奇，于是去实地
考察，走访了一些现实中的
治愈系花园，观察它们是如
何设计的。这让我对纸上的
概念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
文字定义有了具体的感知。

本科毕业后，我在伦敦
皇家艺术学院攻读研究生。
其间，我的阅读体验又有了
新的变化。我选择的专业偏
向理论研究，因此需要阅读

大量的书籍。
受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影

响，学生的线下阅读转到了
线上，我每天最常访问的是
学校的线上图书馆。读理论
书是相对枯燥的一件事，为
了跟上作者思路，我会在读
书过程中加入自己的思考。

我有一项作业是做阅读
笔记，导师要求学生将文章
或书本的内容理解后，对阅
读笔记做出个性化的设计，
比如通过画图表达读后心
得，用彩色色块标出重点
等，最后呈现的阅读笔记色
彩斑斓，生动有趣。有时，
我看到其他同学设计的笔
记，会被那天马行空的想象
力折服，同时暗想我还可以
从更多角度来发挥创造力。
完成这样的阅读笔记，令我
更加喜欢读书，有时我还会
把生活中的一些碎片下意识
收集起来，这样就可以结合
我当时阅读的书籍，放进阅
读笔记里。通过这样的创
作，我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
书籍作者的想法。

对于艺术生而言，在阅
读时，联想到生活里的大小
事可以碰撞出新的创作灵
感。找到适合自己的阅读方
式后，知识可以被更有效地
吸收。我也明白，学习的过
程是没有止境的，我会继续
在阅读的世界里探索、发现
并创造。

（作者系英国皇家艺术学
院视觉设计专业中国学生）

本报电（记者周姝
芸)近日，由中国驻奥克
兰总领馆主办的奥克兰
领 区 2022 年 “ 平 安 留
学”线上讲座举行。讲
座邀请多名留学领域专
家授课，为拟前往新西
兰留学的中国师生提供
行前安全培训。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
馆领事于立群总结了数
条平安留学注意事项，
就如何做好留学安全防
范、养成安全习惯等提
出了相关建议。

对于在留学生群体
中 高 发 的 电 信 诈 骗 案
件，于立群援引案例，
向大家说明了骗子冒充
中国驻外使领馆或国内
公 检 法 等 机 构 编 造 谎
言、通过虚拟绑架等手
段骗取留学生钱财的套
路。于立群提醒同学们
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同
时也要了解所在国家的
法律规则、执法程序，
接 到 可 疑 电 话 后 先 核
实，不要向私人账户转
账汇款。

于立群同时建议，
留学生出行时务必严格
遵守交通法规，做到安
全行车，避免疲劳、超
速驾驶，注意交通、人
身、财物安全，随时同

家人、朋友保持联系。
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出国人员心理健康支
持系统项目组秘书长、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
学学院培训部教师李同
归讲授了疫情下留学面
临 的 心 理 困 境 。 他 认
为，留学生出现心理健
康问题的原因与重建社
会 支 持 体 系 有 关 。 因
此，要有意识地重新构
建 自 己 的 社 会 支 持 体
系 ， 积 极 主 动 地 与 同
学、导师建立起良好的
关系。同时，不能忽视
父母、亲友、舍友、邻
居等重要社会支持来源。

李同归强调，学子
要密切关注心理状态的
变化，当在日常生活中
出现持续性的睡眠障碍
和饮食障碍时，通常是
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生
理表现。他建议同学们
掌握一些基本的心理调
适技巧，比如冥想、瑜
伽、正念等，都是常用
的保持心情愉快的方法。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举办

“平安留学”线上讲座——

专家支招护航留学安全

留学服务站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老图书馆外景。

张婧瑄（右二）与中国同学在爱尔兰人家中做客
时合影。

王艺晨在爱尔兰科克大学硕士毕业时留影。

方瑞晴在韩国留学时留影。方瑞晴在韩国留学时留影。

张丹铭近照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两年前，刚刚结束本科学业的我，开启
了前往韩国首尔大学攻读硕士的新征程。彼
时，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要不要出国
留学是一道摆在准留学生面前的选择题，对
我也不例外。思前想后，我认为沉浸在当地
的语言环境中、亲身体验异国文化有助于专
业学习，最终决定赴韩留学。做好决定，我
登上了飞往韩国的飞机。

初来乍到，我对校园的一切都感到新
奇。学校远离市区，四周环山、树木繁多、
环境优美。在我的手机相册里，有落在枝头
的喜鹊、动作敏捷的小松鼠、说不上名的各
类植物、云卷云舒的天空……

和大自然朝夕相处的日子固然好，但时
间长了，免不了感到孤独。开学初，首尔大
学告知学生课程形式为网络授课，很长一段
时间，我都没有线下社交活动。幸运的是，
随着疫情趋缓，学长学姐组织了不少线下活
动。借助这些活动，我得以认识来自不同国
家的同学。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对新生活
的未知和恐惧也慢慢消失，我们怀有同样的
目标，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期待和信心。

不久后，我加入了首尔大学中国留学生
联谊会，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有一
次，在组织活动时，我结识了一名博士后学
姐。她创办了首尔大学读书会，读书会每月
选定一个主题，成员们就该主题进行交流、
分享。迄今为止，读书会已经就哲学、心
理、古诗词等主题进行过讨论与分享。喜爱
读书的我自然不会错过加入其中的机会，我
也体会到，在异国他乡，能就感兴趣的书籍
同来自祖国的小伙伴分享读书心得，是一件
非常美好而难得的事。在参与读书会活动期
间，我认识了几名同样喜爱阅读的朋友，和
他们组成了读书小组。

有一次，在参加完读书会后，几个成员
提到，目前交流读书心得只是小范围的分
享，为何不办一个微信公众号让更多喜爱阅
读的朋友加入呢？说干就干，我们创建了名
为“闲时一盏茶The other sides”的微信公
众号，以分享书籍为主，同时也介绍一些科
研心得、生活随想。

一天，韩国交通广播电台TBS中文部发
布了招募节目的通知，我和小组伙伴跃跃欲
试，决定制作一档以“中国古诗词”为主题
的节目。之所以选定这个主题，是觉得中国
古诗词里蕴含着悠久的传统文化和先贤智
慧。在读诗的过程中，我们既可以领略古诗
词的古典隽永之美，也可以借古人的智慧，
思考现有的生活与未来的路。更重要的是，
借助这样一个平台，我们可以向更多人传播
中国文化。最终，我们筹划了一档名为“闲
时一盏茶，诗作解语花”的主题节目，分享

中国古诗词并解析其中含义，同时将古诗词
与现代生活相结合进行解读。

去年1月，我们制作的这档古诗词栏目
在电台首播，受到了不少好评。还记得主持
人评价道：“初次听到这个节目时，惊讶又
感动。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有这么一个充
满诗意的节目，带大家关注古诗、欣赏古
诗，实属难得。”于我而言，希望通过这档
节目，给在异国他乡求学的中国学子带来心
灵慰藉，提供一个可以小憩的精神家园，也
希望以微薄之力将中国古诗词传播到更远的
地方，让更多人感受其价值。

在踏入赴韩求学旅程后，我感到自己实
现了蜕变——不再将自己包裹在舒适圈，而
是勇敢接受新挑战，与志趣相投的伙伴一起
传播中国文化。身在海外，当耳边听到熟悉
的中国古诗词时，会热泪盈眶，这正是中国
文化对我的滋养。

（作者系韩国首尔大学中国留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