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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塞尔维亚结缘

“本科时，我到塞尔维亚做过交换生，当时便和
这个国家结下了缘分。”费正健目前是塞尔维亚贝尔格
莱德大学国际法专业的博士生，在选择留学地时做了
十足的考量。他说：“我本科学的是俄语，当时从留
学地语种、与中国关系以及我的个人发展等方面考
虑，选择到塞尔维亚交换。交换期间，我对这里熟悉
起来，后来适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我认为塞
尔维亚的发展前景较好，因此在本科毕业后选择继续
到这里深造。”

就读于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艺术大学美术学院的
任宥羽也曾是一名交换生，后赴塞尔维亚继续求学。

“我所学的专业是雕塑，读研时借院校间的合作来此地
学习。我交换时所在的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教授们德
高望重，也平易近人。我得到了不少艺术启发，还认
识了许多塞尔维亚本地同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如
今，我在这所学院继续修读博士课程，希望学到更多
雕塑知识，做出好的作品。”他说。

记者了解到，塞尔维亚的人文历史也是吸引中国
学子的因素。兰亚珊是贝尔格莱德大学国际关系专业
在读本科生，她说：“高中时，我学习了关于塞尔维亚
的历史，被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所吸引，产生了进一步
了解这个国家的想法。”

来到塞尔维亚后，令兰亚珊欣喜的是，首都贝尔
格莱德是一座让人惬意的城市。“在这里，市民过着慢
节奏的生活，他们热情地相互问好，也常在下午与朋
友聊天、喝咖啡，闲适自在。我认识的当地人乐观、
善良，他们耐心地解答我的问题，给过我很多帮助，
我很快便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兰亚珊说。

课堂里的特别体验

在塞尔维亚高校上学，中国学子有哪些印象深刻
的体验？

费正健在这里经历过本硕博各阶段的教育，对
此，他颇有感触：“塞尔维亚的高校多数没有中心校
园，各院系通常零散分布在城市各区域。以我所在的
贝尔格莱德大学为例，语言学院位于市中心步行街，

经济学院靠近汽车站。”费正健说，在塞尔维亚高校就
读的学生通常不会问对方读的是哪所大学，而会问读
的是哪个学院，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学生对所学专
业的认同感。

除了校园环境，塞尔维亚的课堂也给费正健留下
了独特印象。他说：“读研究生时，我学习语言学，当
时是小班制，课容量3到4名学生，我们就在老师的办
公室里上课。记得有一门‘实习课’，我被派到当地一
所开设俄语课的小学，听那里的老师给学生授课，并
需完成听课报告。当时，学生们对我很好奇，课后围
在我身边，用英语、俄语尝试和我交流，这样的课程
体验对我来说颇为新奇。”

在兰亚珊看来，塞尔维亚高校要求学生有较强的
学习自主性。“以我的大学为例，通常 1 学年有 3 个考
试期，分别在 1月、6月和 9月，学生不仅可以自行选
择参加哪个考试期，也可以选择具体的考试科目，在
考期开始前报名即可。这给了学生较大的自由空间安
排学习进度，也对我的时间规划、管理能力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她说。

对于自主安排时间，任宥羽有相似的体会。他
说：“我所在的学院为学生安排了较多自由时间去创
作。通常，早上 10点前上完理论课后，学生可以用一
天内剩下的时间完成自己的作品，例如做木雕、石雕
等。这样的课程设置可以让大家全身心投入、不被打
扰，也有助于产生创作灵感。”

在塞尔维亚讲中国故事

受访的3名中国留学生不约而同地提到，在塞尔维
亚，他们参加了不少跨文化活动，以自身之力讲述中
国故事。

费正健擅长口语和表达，曾数次参加在塞尔维亚
举办的“汉语桥”比赛，担任过主持和翻译。他说：“刚
开始，我的翻译技能还不娴熟，经过几次锻炼，临场
反应能力有了明显提升。在这些活动中，我很开心能
为两国文化交流尽一己之力。”

兰亚珊加入了塞尔维亚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并担
任主席，组织参与了不少文化交流活动。“新冠肺炎疫
情在塞尔维亚暴发期间，我参与了一场声援活动，由
在塞尔维亚的中国学生录制多个微视频，向当地学生
表达祝福和支持，传递了‘我们在一起’患难与共的情
感。”兰亚珊说，能够为增进中塞青年友谊贡献一份力
量，她很开心。

艺术专业的任宥羽则通过创作展现中国文化。他
曾完成一件石雕作品，底部是精心雕琢的底座，上端
是一块未经修饰的原石。任宥羽说：“我从中国传统思
想中的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理念中得到灵感，在创作
时以写意手法保留材料的原本样貌。这件作品受到了
教授的好评，他还推荐我去参加展览。在日常学习
中，教授鼓励我创作更多带有中国特色的作品，将东
西方雕塑风格融合创新，使作品独具气质。”

近年来，有中国留学生出于专业选择、个人发展的
考量，前往相对小众的留学目的国求学。他们在当地开
启留学之路，收获新知；同时，积极参加文化交流活
动，讲述中国故事。海外学子版今起推出“走近非热门
留学国”系列报道，关注中国学子在这些国家学习、生
活的体验。

——编 者

在 塞 尔 维 亚 留 学 记
本报记者 周姝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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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服务站留学服务站

到美国上学后，身边不少朋友得知我的
专业都很好奇：“为什么去美国学东亚研
究？”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时常思考。

读本科时，我第一次接触到海外的中国
研究作品——哈佛大学孔飞力教授所著的

《叫魂》。这本书视角新颖，作者旁征博引，
描写细致入微，探究了清朝乾隆年间一个不
起眼的案件是如何被不同的群体解读、发酵
成一件全国性的大案。当时，我便对作者的
研究视角、方法论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并
深深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想了解更
多海外中国学研究甚至东亚国家研究的内
容，因此在本科毕业后，怀着求知的心，我
来到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继续攻读东亚语言
与文化专业，希望通过系统学习相关课程，
深度了解东亚的历史脉络和政治、经济、社
会发展。

东亚研究主要以中国、日本、韩国这三
个国家为研究对象。海外的东亚研究并不是
一个新兴学科，相反，它继承了海外汉学研
究的丰富成果和研究思路，并且与现代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结合，形成了属于自己
的学科体系。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海外
知名汉学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几乎都是中国
和世界在交流、沟通过程中诞生的优秀文化
成果。

我的大学课堂非常重视讨论，学生是主
要发言人，老师则像主持人。此前我一直认
为课堂上要认真“听”而非“说”，因此当我发
现需要在课堂上侃侃而谈时，有些不太适
应。不过老师们经常鼓励大家，不管学生说
得如何都予以肯定，看到其他同学畅所欲
言，我也渐渐改变想法，尝试加入其中。习
惯之后，我发现这样积极讨论的上课模式有
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不管讨论的内容浅
显或者深奥，最后都能引发课堂中所有人的
思考。

通常，大家在开启话题后，思维就发散
开来，逐步深入到话题的历史背景、理论框
架中去，每个人都能就自己所熟悉的知识向
大家分享独特的观点。一堂课结束，我觉得
收获满满，并对下一次课堂讨论充满期待。
许多同学新奇的视角、独到的观点让我感到
惊喜并受益匪浅，我经常下了课就跑去图书
馆借阅同学们提到的书籍，这使得我的知识
积累有明显进步。

除了学习，我的日常生活和美食相关。
在中国留学生群体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
话：“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是隐藏的中餐大

厨。”这话不假，我所在的厄巴纳-香槟市规
模不大，地处美国的中部，本地人的饮食习
惯跟中国差异较大，当地几家中餐馆虽然可
以暂时解馋，却因菜式固定，并不能让所有
人都吃出家乡的味道。于是中国学子纷纷下
厨，各显神通，尽最大的努力还原家乡味
道，再和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朋友分享。

每逢中国的传统节日，中国留学生就会
齐聚一堂，做出各自拿手的美食，仿佛一场
厨艺交流会。有时，同学们还会留意心仪菜
的做法，偷师回去，创新自己的食谱。我是
一个东北人，现在竟也能做得一手地道川
菜，不得不说是和朋友们互相切磋、学习的
结果。

闲暇之余，我们会到学校周边的森林或
者湖边散步、野营，傍晚就在湖边支起篝
火，一边欣赏晚霞，一边谈天说地，这是繁
忙学习之外宝贵的放松时光。

如今我已经完成硕士学业，即将开启本
专业的博士课程。我对所学专业又有了新的
感悟。美国的东亚语言与文化专业不仅通过
他者的视角理解东亚，也增进中国与世界的
沟通，架设文化交流的桥梁。我希望在未来
能够通过自己的学习和研究，为世界文化交
流发挥作用。

（作者系
美国伊利诺伊
大学香槟分校
东亚语言与文
化专业在读博
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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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路明在美国留影。 受访者供图 本报电 （张 舟） 日
前，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线上举办留学版“开学第
一课”，邀请相关领域专
家线上授课，为拟出国学
生送上平安留学指南。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
院院长彭凯平讲解了留学
时易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
及产生的原因。彭凯平从
调整负面情绪、获得愉悦
感受、找到意义感 3个方
面介绍了具体方法，以助
力学子以积极心态完成学
业，顺利归来。

国家反诈中心警官刘
明竹讲解了针对留学生的

虚拟绑架、证件办理、购
买机票、投资理财等诈骗
套路，帮助大家擦亮双
眼，不落圈套。刘明竹提
醒大家提高反诈意识，在
遇到可疑情况时通过官方
渠道寻求帮助，并和亲友
保持联系。

国际安全教育专家王
学军结合具体案例，介绍
了留学安全现状及背后的
原因。王学军指出，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留学安
全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他
提醒大家要筑牢安全防
线，提高留学安全防范意
识、养成安全习惯。

根据德意志学术交流
中心和德国高等教育与科
学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

《科 学 大 都 会 2022》 报
告，2020/21 年冬季学期
共有 40122 名中国留学生
在德学习，占国际学生总
数的 12.4%，排在首位。
对中国学子来说，留学德
国的优势专业有哪些，该
如何选择？

《科 学 大 都 会 2022》
报告显示，在德国就读的
国际学生中，选择工程类
专业的占比达 42.1%，选
择法律、经济和社会科学
类专业的占比达 24.5%，
选择数学和自然科学类专
业的占比达 11.3%，其余
学生选择人文、艺术类
专业。

启德教育日前在京发
布的 《2022 德国留学报
告 》（ 以 下 简 称 《 报
告》） 显示，2022 年中
国学生赴德国留学选择最
多的是机械制造、工程技
术类专业，其次是经济、
管理类专业。

“以我就读的慕尼黑
工业大学为例，不仅有
宝贵的科研资源，还有
与企业紧密联系的实践
机会。”小杨本科时在北
京邮电大学学习通信工
程，后选择赴慕尼黑工
业大学攻读电子信息工

程硕士，在他看来，学
校突出的专业优势是吸
引他的重要因素。

《报告》 显示，机械
制造专业排在 2022 年赴
德留学中国学子申请专业
榜首位，这与机械制造专
业一直是德国高等教育的
王牌专业有关。据启德教
育相关专家介绍，德国的
机械制造专业就业前景相
对广阔，其中德国亚琛工
业大学、慕尼黑工业大
学、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
等高校的该专业综合实力
较强。

与此同时，电气工程
专业受到较多中国学子关
注，位列其申请专业榜第
二位。

据 相 关 专 家 介 绍 ，
德国开设电气工程专业
的高校多、专业细分度
高。值得注意的是，德
国的电子工程专业通常
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专
业融合的专业，需要申
请学生具备计算机科学
方面的知识。

另据 《报告》 显示，
约半数中国学生申请了德
国TU9大学——由德国9
所知名工业大学结成的联
盟。此外，德国的私立商
学院也较受中国学子欢
迎，原因之一是就业资源
丰富。

留学德国，

你想读哪个专业？
本报记者 周姝芸

留学德国，

你想读哪个专业？
本报记者 周姝芸

根据赴德留学政
策，准备前往德国留
学的申请人，包括以
留学为目的的语言学
习申请者，必须通过
APS 审核。在通过材
料审核，参加审核面
谈 或 者 德 适 考 试
（TestAS）后，申请人
可以获得审核证书。
该证书是德国高校录
取中国学生的前提条
件之一。高考程序申
请人无需参加面谈或
德适考试，但高考分
数需达到总分的 70%
以上。

赴德留学一般要
求申请者有扎实的德
语基础，申请人入学
前需通过德语语言考
试，以证明自己的水
平。德国大学承认德
福、歌德等考试证
书。但德国也提供英
语授课本科课程。

留学版“开学第一课”线上开讲

在欧洲巴尔干半岛中部，有这样一个
自然风光秀丽、历史底蕴深厚的国家——
塞尔维亚。在塞尔维亚留学是什么体验？
中国学子在这里参加了哪些活动？近日，
本报记者采访了3名在塞尔维亚求学的中
国学生。

延伸阅读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教学楼。

费正健参加“汉语桥”活动留影。受访者供图

任宥羽正在完成雕塑。 受访者供图

兰亚珊在塞尔维亚生活照。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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