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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季到来，留学安全一直是众
多家长和学子关心的话题。由于中外
存在文化、法律和社会环境等差异，
中国学生在海外可能遇到的风险林林
总总。例如一个在国内很平常的行
为，在国外可能会触犯当地法规；

“OK”等手势在有的地方可能有负面
含义……轻则不受欢迎，重则可能有
人身危险。因此，留学生有必要较早
明晰安全风险，培养安全意识。

近年来，海外涉财犯罪明显增
加，这类犯罪以攫取财产为目的，主
要有偷盗、入室盗窃、机动车盗窃、
欺诈、抢劫等。尤其在国外一些治安
不 好 的 区 域 ， 涉 财 犯 罪 甚 至 明 目
张胆。

防范偷盗案件，出行时需要保持
低调，不露富。防范入室盗窃，可以
找入室盗窃犯罪率较低的区域、安装
了防盗门窗的房子居住，平时注意锁
好门窗，也可以安装报警器和监控。

防范机动车盗窃，一是要注意不
在车上放置贵重物品，二是要谨防各
类偷车、抢车的犯罪手法，养成上车
后先锁门，遇事不轻易下车，下车就
要熄火、拔钥匙的习惯。防范抢劫，
一是避免夜晚独自外出，二是低调不
露富，三是随身带备抢的零钱。一旦
遭遇入室盗窃、抢劫等案件，一定要
以生命安全为根本，不刺激犯罪分
子，舍财保命，之后及时报警。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假冒公检
法等权威机关实施电信诈骗的案件不
少。骗子冒充公职人员，编造故事，
宣称受害人涉嫌参与违法犯罪，之后
通过伪造的网站、公文、证件等获取

受害人信任，利用受害人的恐惧心
理，诱导受害人转账汇款。对于此类
诈骗的预防和应对策略是：千万别转
账。此外注意信息安全，熟悉诈骗套
路，必要时可通过官方联系渠道求证
信息真伪。

留学生要实现平安留学，要将安
全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最根
本的策略是提升安全素养，它包括以
下5个方面：

首先，树立安全意识。在出国前
熟悉留学国家、地区常见的安全风险
和隐患，有意识地主动规避风险，学
会辨识相对安全的时间、地点、人和
行为。例如夜间比白天相对危险，特
别是凌晨；从地点上讲，没有摄像头
覆盖区域、偏僻之处、犯罪率较高的
区域相对危险。

其 次 ， 掌 握 基 本 的 安 全 知 识 ，
包括：出入境安全 （如知晓禁止携

带和限制携带的物品等）、交通出行
安全 （如明确与国内有明显区别的
交通法规）、心理安全 （如应对学业
和社交压力方法）、预防和应对种族
歧视和仇恨犯罪、学习中外文化法
律差异等。

再者，掌握必要的安全技能。包
括利用绳索逃生等消防技能，应对枪
击、爆炸、抢劫、绑架等突发情况技
能，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类技
能，野外生存技能等。

第四，学生要具备过硬的安全能
力。首先是远离风险的能力，即知晓
并规避潜在的安全风险；其次是智慧
避险的能力，即在风险发生的苗头阶
段冷静处置；第三是紧急脱险的能
力，指身处险境中，运用安全技能应
急处置能力；最后是遇险后修复的能
力，即在遇险后，自我调整或借助专
业力量促进身心康复的能力。

第五，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好
习惯的养成需要日常积累。当危险发
生时，黄金求生时间很短，如何在第
一时间做出正确判断和应急反应，这
需要在练习中熟能生巧。比如开车走
路时不看手机；在没有封闭的站台等
火车、地铁时，注意防止被挤落；到
比赛、演出等公共场所时，第一时间
观察好紧急出口和疏散通道等。当习
惯成自然，安全就更有保障。

建议学生在出国前接受系统的安
全教育，了解丰富的海外安全知识，
保障自身安全是实现留学价值的重要
前提。

（作者系时分安全创始人、国际
安全教育专家）

学院里的德国师生对中国
文化和美食怀有浓厚的兴趣，
打我加入教研室以来，就经常
被询问有没有机会一起品尝中
国饺子。和大家熟悉后，我提
议组织一次包饺子活动。不出
所 料 ， 大 家 纷 纷 表 示 愿 意 参
与，期待我带给他们一次特殊
的中式美食体验。

这 次 包 饺 子 活 动 适 逢 周
末，下午，我提前来到预定为
活动现场的教室，在长桌上摆
开从家中运来的必备炊具和各
种食材，包括面粉、肉馅、蔬
菜馅和各种调料。学生用心地
选择了经典华语曲目，在教室
循环播放，热闹的氛围一下子
就被烘托出来。我和几名先到
的同事将水、面粉和成柔软的
面团，完成搅拌工作，其他参
与者带着饮品、巧克力等陆续
到达，热情寒暄后便迅速加入
劳动。

参加活动的人中有的已有
包饺子经验，无需问我步骤和
要领，直接上手；有的则是第
一次尝试，挽起袖子干活前，
先聚精会神地观摩我的操作，
学习劲头十足；还有的主动要
求从和面重新学起。有的同事
带了自己的小孩来，小朋友们兴致勃勃地揉打面团，满手满脸黏
满白白的面粉，掩饰不住笑靥如花。

不知不觉间，大家默契地形成几条流水线作业：有人专门揉
面、擀面皮，有人专注包饺子，还有人在各排长桌间游走，什么
阶段都感受感受。

一位教研室同事技巧娴熟，乐于分享，他耐心示范如何将适
量的馅料放在饺子皮上并快速包紧皮口，其他人兴奋地凑在一
旁，目不转睛地求技学艺。没包过饺子的人刚开始不免手法生
涩，在被“传道授业”后积极尝试，进步飞速，很快就掌握方
法。大家有条不紊，不仅默契合作，呈现出漂亮的元宝造型饺
子，还相互鼓励，大胆发掘其它具有创意的造型，令我叹为观
止。一屋子人边劳动、边交流，分享着近日趣事，亲密又温馨，
整间大教室充满欢声笑语。

我把控着进度，见差不多时机成熟，就烧水和准备蘸酱，把
包好的饺子及时倒入烧开的锅中。饺子煮好后，马上捞出来给大
家品尝，小朋友和已经饿了的人先吃，还不饿的继续快乐劳动。
人多力量大，随着一盘盘煮熟的饺子不断端出，饺子、蘸料和各
种食物的香气迅速弥漫满屋。沉迷包饺子的人也终于停下手，开
始品尝自己辛勤劳作的成果。满桌
煮好的饺子有荤有素，众人带来的
其他小菜也摆好在旁，大家脸上皆
是开心与满足，我作为组织者之一
更是充满了自豪。

这次活动让我的同事、学生们
对中国传统佳节和美食有了更深的
了解，也拉近了每一位参与者的距
离。此宵温暖，情谊长存。

（作者曾在德国科隆大学法学院
学习，现系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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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常见
留学安全风险

王学军

驻悉尼总领馆提醒领区
中国公民注意换汇诈骗

作者 （左） 主持学校典礼留影。 作者供图

日前，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一名教授和两名学生受伤。日前，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一名教授和两名学生受伤。

新华社发

近期，驻悉尼总领馆接到多
名中国留学生遭遇换汇诈骗的求
助。诈骗分子以“优惠汇率”为
诱饵，通过社交媒体发帖方式发
布“换汇”信息，向当事人提供
伪造的“汇款”截图，诱骗当事
人将钱款汇入其指定账户，之后
便销声匿迹，给当事人造成重大
经济损失。

驻悉尼总领馆提醒领区中国
公民增强防范意识，到银行或有
正规营业资质的货币兑换点办理
换汇业务，切勿轻信“优惠换
汇”等广告。私下换汇不仅容易
上当受骗，还可能存在其他法律
风险。如不幸上当受骗，请及时
向澳大利亚当地警方报案。如对
方银行账户在中国境内，受害人

在向当地警方报案后，可同时向
本人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

驻悉尼总领馆建议大家关注
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及中国外交部
领事司 （领事直通车） 等官方微
信公众号，学习防诈骗知识和案
例，提高防诈骗意识和能力，谨
防上当受骗。

（来源：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官网）

留学服务站留学服务站

我的导师是位“中国通”

两年前，我有幸获得国家留学基
金委的资助，赴比利时鲁汶大学开展
中西方建筑文化交流的博士研究，师
从 建 筑 历 史 学 家 高 曼 士（Thomas
Coomans）教授。导师这个优雅的中文
名，是多年前由比利时鲁汶大学的一
位汉学家和东南大学的一位教授给他
取的。

在此之前，我曾在同济大学有幸
聆听过高曼士老师关于中西方建筑交
流的一场讲座。当时他渊博的学识、
对中国文化的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我相信和他共同研究可以学到
很多东西。

后来，我在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
学留学，偶然间发现了大量近代西方
人记录的中国建筑图像档案，但并未
得到充分研究。我意识到这有望成为
一个极具价值的跨文化研究课题，于
是我拟写了一份简要的博士研究计划
向高曼士老师请教。老师很重视我的

研究计划，就这样我们有了进一步的
联系，师从他读了博士之后，他悉心
指导我继续推进该研究。

在我博士入学以来的两年里，高
曼士老师不仅在研究和生活中给予了
我许多支持，还时常展现出对中国文
化浓厚的兴趣。我慢慢了解到，原来
高曼士老师是一位真正的“中国通”：
他培养过十几位中国博士，曾多次来
华访学，至今还在北京大学兼职教
学。此外，他考察过大量中国古建
筑，与中国考古文博和建筑界的学者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国内外发表
过大量关于中西方建筑交流的著作，
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与互鉴作出了重要
贡献。

就在今年 5 月，高曼士老师再次
踏上了中国之旅。返回比利时不久，
老师与我相约聊天，讲起了他与中国
的缘分和对跨文化研究的感悟。

高曼士老师兴奋地向我列举了他
去过的中国地方：北京、上海、天
津、黑龙江、内蒙古、山东……他不
禁感慨道：“广袤的中国用一生探索也
不够。”

他很喜欢北京，回忆说：“多年前
我曾住在一个离故宫很近的胡同里，
巷子旁还有几个修鞋摊，邻居们对我
这个‘老外’很友好。”今年，高曼士老
师故地重游，他感慨道：“故宫周边地
区相较于以前城市化更明显，而街边
小摊的风貌依然被保留得很好。”

他惊叹于上海的高速发展，他
说：“12年前，佘山地区还是大片农田，
如今高楼鳞次栉比。”高曼士老师钟情
于上海的夜晚：华灯初上，外滩两侧矗
立着风格迥异的中西建筑，在彩灯的
辉映下交相夺目。他说：“那是充满生
机的繁荣美景。”

今年来中国，高曼士老师与久别
重逢的中国朋友们再度相聚，并应邀
在多所院校分享他近期的研究。他很
善于和中国朋友交流。他认为，语言
是一种交流工具，学术交流应该尽量
少用晦涩的词汇。作为建筑史学者，
他擅长用绘图与中国朋友交流：“我去
中国都会携带素描本，我已经画了无
数中国建筑。在中国乡村，绘图可以消
解方言带来的交流障碍。”他提到，当
村民看到他的草图时，总会引导他前
往有趣的地方，邀请他一同品茶。这
是因为村民感受到了高曼士老师对他
们的浓厚兴趣。

此外，他还追忆起多年前在北大
与教授们合作出版书籍的经历。他说
道：“当时我对中文出版一无所知，但
我们的书需要双语排版，故工作量很
大。互相信任、尊重和学习促成了这
次愉快的合作，也促使我决定要继续
带更多外国学生到北大交流。”

导师眼中的跨文化交流

高曼士老师生长在一个跨文化背
景的家庭，他的父亲曾在刚果工作，
兄弟在印度尼西亚生活，女婿来自巴
西，外孙女有多重国籍。他对新事物
充满着好奇。他热爱中国美食，认为

很多在欧洲被忽视的食材，被中国人
用到极致，做出了各类美食。他还
说：“在中国，用餐是一项充满仪式感
的社交活动，中国人喝茶注重仪式
感，茶具精美且有系统的流程。”

高曼士老师对中西方建筑交流的
兴趣始于他在中国北方乡村发现了一
批几乎与西方相同的建筑。他渴望理
解其中的渊源，深入研究后他发现：

“这两者并不完全相同，特别是在建筑
材料、用途和朝向等方面存在微妙的
差异。”

他认为这是受当地环境和居民生
活方式的影响，而与建筑风格无关。
他说：“中国匠人在修筑时融入了部分
西方元素，根据特定需求创造出独特
之处，这体现了中国匠人的伟大智
慧。因此，要做好中西方的文明互鉴
工作，就必须要先深入地学习中国古
老的文明，包括中国的地理环境、历
史文化等。”

高曼士老师拥有十几年的跨文化
教学经历，在他和中国学生的相处
中，他发现：“中国学生善于思考，喜
欢在课间来找我提问，常是深思熟虑
过的好问题。”

上高曼士老师的课时，我发现他
介绍中国建筑时并不仅依靠幻灯片，
还 展 示 过 他 不 辞 辛 劳 从 中 国 带 回
的砖。

他解释道：“这样大家不仅可以直
观地体会中西方制砖工艺的差异，还
会明白并不是所有的砖都是红色的，
很多砖是青色或灰色的。”我随即问高
老师，为何要向西方学生介绍这么多
中国传统建筑。他回答道：“我想让学
生明白，以西方砖石建筑为基准的保
护观念并非适用于所有情况，将其强
行应用于东亚的木构建筑会引发很多
问题。”他进而总结道：“跨文化交流同
样如此，我们需要拥抱多元的价值
观，学会包容和理解。”

（作者系比利时鲁汶大学建筑系
博士研究生）

“广袤的中国用一生探索也不够”
罗元胜

罗元胜 （右） 和他的导师合影。罗元胜 （右） 和他的导师合影。

▶▶▶导师与我谈中国①▶▶▶导师与我谈中国①

罗元胜在比利时留学，他的导师高曼
士是一名建筑历史学者，曾多次来华访
学，考察过大量中国建筑，对中国文化十
分感兴趣。

不久前，高曼士向罗元胜说起了自己
与中国的缘分，一起来听听他们对于中国
的城市发展、建筑、文化的讨论。

作者导师在中国考察时留影。 本文图片均为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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