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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音乐的好地方

“萨尔茨堡是学习古典音乐的好地
方。”就读于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
大学的薛杨扬说，他来此留学是想在音乐
领域精进。“我学习钢琴演奏，萨尔茨堡
是作曲家莫扎特的出生地，也是指挥家赫
伯特·冯·卡拉扬的故乡，这里有浓厚的古
典音乐氛围。每年 8 月当地会举办萨尔茨
堡音乐节，它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
最大的古典音乐节之一，闻名世界的音乐
艺术家和演出团体云集此地，带来歌剧、
话剧、音乐会和芭蕾舞等表演。”

黄韵文和黄韵瑜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她们在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学习室
内乐小提琴。姐姐黄韵文说：“作为一名
音乐生，维也纳是我梦寐以求的留学地。
这里是欧洲古典音乐的摇篮，音乐厅、歌
剧院众多，时常有大大小小的音乐演出，

艺术氛围浓厚。此外，维也纳音乐与表演
艺术大学历史悠久，孕育了众多音乐人
才，我和妹妹想来体验这里的生活，丰富
阅历，提升演奏技艺。”

除了音乐类院校，奥地利还有享有盛
誉的综合型高等学府。“维也纳大学历史
悠久，学术水平卓越，这是吸引我前来的
重要原因。”项歆璇目前是维也纳大学地
质学方向的在读博士生，她说：“留学前
我和导师取得了联系，幸运地收到了他的
邀请函。导师拟定的博士研究计划和我硕
士研究内容契合度高，我决定来这里继续
做研究，探索地质学。”

难忘校园生活

“莫扎特音乐大学的课程设置很全
面，除了钢琴，我还要上通识课，比如音
乐史、射箭、心理咨询课等。”薛杨扬
说，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学校的合唱课。

“学期结束时，合唱课的老师带我们到当
地一所教堂进行公开演出，还有管风琴伴
奏。演出吸引了大量观众前来观看，对我
来说这是一次非常新奇的体验。”

黄韵瑜很喜欢学校的氛围，她说：
“我周围的同学努力上进，大家每天都会
踊跃前往琴房练习，我要尽量提早去琴房
排队才能轮上琴，运气好的话等十几分
钟，慢则得 1 小时不等。此外，同学们来
自各个国家，他们很有主见，在上课或排

练时我常与他们讨论想法，大家畅所欲
言，我总能得到灵感和启发。”

在项歆璇看来，学校的教授友善负
责，令人暖心。“刚开始我的选课经验不
足，选到的一门课程有一半内容是德语授
课，这让不会德语的我很头疼。教授发现
我听不懂后，在课堂上耐心地将每句话都
翻译成英语。后来，我和教授熟悉起来，
我还向他推荐了维也纳不错的中餐厅，结
课之后我们也保持着联络，这是一次很特
别的学习经历。”

留学时，薛杨扬经常参加钢琴表演。
他说：“我的班级每周都会举办音乐会，
同学们都会参与其中，教授有时还会带我
们去校外的礼堂、私人别墅演出，这是不
错的表现机会。令我难忘的是，之前我去
德国参加了一场纪念贝多芬诞辰 250 周年
的主题演出，观众是当地的古典音乐爱好
者。整场音乐会还被录制成了光盘，对我
而言很有纪念价值。”

走近奥地利文化生活

“我发现，参加朋友聚会时，奥地利
同学总会带一瓶酒参加；演出结束时，教
授也常会开一瓶好酒庆功。在与朋友和老
师的交流中，我逐渐认识到了奥地利葡萄
酒的魅力。”薛杨扬说，“奥地利闻名世界
的不仅有音乐，还有葡萄酒。奥地利的红
酒很有特色，本地代表性的葡萄品种果实

大，酿出的酒带有樱桃的芬芳。出于兴
趣，我开始翻阅葡萄酒书籍、参观本地酒
厂，和相关专业的人交流，学到了不少有
趣的葡萄酒知识，发展出了新的爱好。”

项歆璇曾和组里的奥地利同事一起去
野外采样，她回忆说，这次经历新鲜而有
趣，让她走近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由于
路程较远，我们需要自驾几小时去奥地利
中部，一路上我和同事聊了奥地利的地理
情况、区域划分，增进了我对当地的了
解。我们采样的地点在阿尔卑斯山附近的
村庄，这里的氛围和维也纳的都市感不
同，村民的生活节奏更慢、更放松。”项
歆璇说，他们遇见了不少在野外徒步的当
地人，当地居民的热情友好给项歆璇一行
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黄韵瑜说，她和姐姐在奥地利参加了
不少文化活动。“今年，当地主办的维也
纳艺术节中安排了‘奥地利中国日’活
动，通过精彩纷呈的节目向观众展现中国
传统文化。我和姐姐作为维也纳音乐生代
表有幸参与其中，与其他同学一起表演了
弦乐四重奏 《梁祝》 等曲目。当天演出结
束后，我们被告知很多观众非常喜欢我们
的演出，这让我们特别开心。”

“在海外学习音乐，我和姐姐希望能
积累更多专业知识、提升演奏技艺，从而
演奏好更多中国音乐作品。我们希望能用
音乐作为‘桥梁’，做中外文化交流的使
者，让更多人感受到室内乐的魅力。”黄
韵瑜说。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祖国
时刻牵挂着每一位
海外学子，祖国的
发展离不开海外学
子的参与奉献。在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之
际，为传承留学报国传统，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与《人民日报海
外版》联合开展“我与祖国共成长”征文
活动。

活动主题：我与祖国共成长
参与对象：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领区中

国留学人员
作品内容与形式：结合亲身经历，讲

述自己的成长与祖国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故
事、留学中的故事等；征文题材不限，字
数在2000字以内。

征集时间：2022 年 12 月 1 日—2023
年1月31日

评审工作：《人民日报》组织专家评
审，评选出的优秀作品将在《人民日报海
外版》专栏刊发，获奖名单将于2023年2
月底揭晓。

奖项设置：一等奖 5 名；二等奖 10
名；三等奖15名；优秀奖若干名。获奖
者将获得证书、奖金 （一等奖 200 美元/
人，二等奖 150 美元/人，三等奖 100 美
元/人） 及纪念品。稿件电子版请发至
acrosspacific@126.com，注明“我与祖国
共成长”征文，并附上联系人、所在院
校、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

欢迎广大留美人员踊跃投稿。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
人民日报海外版科教部

2022年11月28日

“我与祖国共成长”
征文启事

奥地利位于中欧南部，其首都
维也纳被誉为“世界音乐之都”。
在高等教育领域，奥地利维也纳大
学、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
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大学等高校历
史悠久、专业突出，吸引各地学子
前往进修。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
几名中国学生，听听他们讲述在奥
地利的留学体验。

“音乐之国”求学记
本报记者 周姝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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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侨务办公室（简称“广西侨办”）以中华文
化为精神纽带拓展侨务工作，倾力夯实提质赋能、多方联动、创新路径
三个基础，增进海外华裔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和理解，促进中外
文明互鉴、民心相通，汇聚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
的磅礴力量。

加强文化认同品牌活动提质赋能建设
“以侨为桥”助力中外文化交流

广西侨办依托广西深厚的侨务资源，“以侨为桥”拓展服务新路
径，大力推进华文教育提质增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
承和弘扬，促进中外文化文明交流互鉴。

抓实“侨源”提质赋能建设，夯实新生代力量。充分发挥“侨源”优
势，引导海外侨团侨社、华文教育组织、华文学校参与华文教育事业，
积极引导东盟国家华裔青少年深切感受中国发展成就，加深他们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模式、中国力量、中国精神的理解和认同。

抓实文化提质赋能建设，夯实铸魂根本。开展在桂留学生中华文
化体验营、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线上体验营暨海外华裔青少年

“学中文·讲故事”主题大赛等活动，办好“中华文化大乐园”项目，提
升华裔青少年学习中文的兴趣，加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知。

抓实华文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华文教育教学质量。举办广西—东
盟华文教育交流会、“红烛故乡行·海外华文学校骨干教师培训班”等
活动，不断拓宽华文教师教学思路，从“教”和“学”两个维度促进中文
教学工作的开展，让华文教育深深植根于东盟华裔青少年内心，让海
外华文教师干事创业更有劲、更从容。

加强多方联动建设
坚持以共建共进理念培育新生力量

广西侨办推进“大侨务”工作体系建设，坚持共建共进理念，探索

构建多方联动新格局，培育海外中华文化传承传播的新生力量。
加强部门联合，引导华裔青少年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进一步加

强区内涉侨部门联动，汇聚各方资源，面向海外华裔青少年讲好“中国
故事”。举办在桂留学生中华文化体验营活动，活动覆盖面从传统华
文教育基地院校拓展至右江民族医学院、柳州城市职业学院等留学
生较多的院校，让更多华裔学生在活动中感受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大
精深，体会丰富多彩的中国故事，进一步了解中国、爱上中国。

加大关怀交流，通过海外华文学校促进中华文化传播。加强与东
盟华教机构的沟通联系，加大日常交流关怀力度，开展一系列助力华
文学校行动，与东盟华文教育界定期开展沟通交流，及时了解对方需
求并妥善解决；指导广西华侨学校线上培训海外华文教师 2100 人

（次），不断提升华文学校教学水平，积极推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完善平台载体，推动华文教育基地与海外华文学校开展交流合

作。打造广西—东盟华教联盟，举办侨务“五校”与海外华文教育示范
校云端交流活动，以“同舟共济扬帆起，携手合作创未来”为宗旨，建立
合作机制，集中各校智慧与资源，在海外教师中文培训、中华文化体
验、教学资源共享、华文教师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交
流互鉴。截至目前，广西—东盟华教联盟已吸引来自泰国、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等7个国家100多所华教机构及华文学校、广西10余所学
校加入。

加强创新路径建设
坚持以新发展理念讲好中国故事

广西侨办坚持创新为要，因势而谋，以变应变，在全方位创新中探
索构建华文教育事业发展新格局。

创新拓展教学方式。创新举办华文教育微课比赛，吸引广西师范
大学、广西华侨学校、柬埔寨广肇学校、老挝万象寮都公学等10余所华
文学校的一线华文教师参赛，涌现出一批华裔青少年喜爱的精品微课

教学课程。
推进信息技术与华文教育深度融合，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

享。开发建设“爱上华文”广西云平台，开通“爱上华文”微信公众号，
搭建11个模块内容，上传华文教育资讯310多篇，逐渐形成面向东盟国
家的集华文教育资讯、华文教学、实景课堂、海外华校风采、华文教师
培训、留学广西于一体的数据融合汇聚、集中共享、互联互通的云上交
互空间，探索出一条华文教育高质量发展和讲好中国故事新路径。

打造创新资源建设与创新教学应用相互促进的生态环境。精心
制作50个华文教学数字化精品课程，内容包括中华古文赏析、“小数游
中国”、留学生汉语言HSK（中国汉语水平考试）知识等，既体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精髓，又注重介绍当代中国发展成就，为开展各类线上体
验营、华文教学提供丰富多样的华文教育资源，逐步形成“标准化、规
范化、专业化”的华文教育数字化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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