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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留学

我的寒假主题是闷在家里完成我

的第二部学术书，推掉所有约会闭门

修行，书稿终于在开学之前告罄，一

大早做了最后一次检查，自我感觉质

量不错，喜滋滋地发给了编辑，在电

脑前伸了个大懒腰。朋友恭贺之余，

问我打算怎么犒赏自己的辛勤工作。

我用比蚊子还小却又无比贪婪的声音

说：“我计划打一天的游戏。”

没错，在这点上，我的追求和我

!岁的小侄子是一致的。唯一不同的

是，每次我小侄子玩游戏肯定会被家

里人批评为一点都不天天向上，而我

却恰恰可以把打电玩诡辩为我在好好

学习：我是个社会学学者，我总得知

道这个社会都在玩些什么吧"

学术界对电子游戏的关注，从心

理学角度出发的很多，社会学涉及较

少。这方面，我的偶像是怪杰社会学

家伊坦·戈夫曼。和大多数社会学家不同，戈夫曼的研究方法

有点“旁门左道”，他善于在日常琐事里看社会的本质。他曾

就“游戏的乐趣”撰文，由此引出了其著名的框架理论。简单

说，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如同做游戏，都是在一定主观框架

下，因为符合或违反某种既定的定义、某种规则而取得成功或

失利。

玩了这么多年游戏，我还没得出大理论，这大概和我喜欢

“低脑能”的游戏有关。比如我觉得复杂的策略性游戏有悖放

松初衷，当然我也不喜欢单纯拳脚相加的格斗游戏，因为，即

便在虚幻世界我仍四肢不协调。因此，从纸板时代到数字时

代，我最喜欢玩的竟一直是《大富翁》。

朋友笑话我太单调，因为《大富翁》游戏版本虽多，核心

规则永远是那一套。我反驳说，非也，现在的规则实际是很多

次演化的结果。最早版本是一个叫利兹·玛琪的女演员在 #!$%

年设计的。玛琪受亨利乔治有关土地价值所有税理论的影响，

在她的设计里，起始点那个方格里还写着“在大地母亲上的劳

动创造了工资”。而且玩家可以选择地租不付给个人，而是交

给公共财政。游戏的目的和后来的“垄断”完全相反，是为了

如何分享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后来，按照《哈珀斯》杂志的说

法，一位教授受其启发，把游戏规则改为近似现代的模样，以

向学生演示垄断的特性。派克兄弟又将其推向市场。再后来，

上世纪 &$年代时，这个游戏已经让“垄断制胜”的观念深入

人心。另一个经济学教授认为要保持健康的社会经济秩序则有

必要平衡这个观点，设计了一款《反大富翁》游戏，以展示非

合作的垄断应该以怎样的反托拉斯逻辑来限制。

玩家无心，但设计者却是有意。 游戏规则和时代关切的

社会规则有时是相辅相成的。我想这条心得大概会得到历史学

家赫伊津哈的赞同。在他看来，游

戏和文明都是规则造就的， 社会

的人即是游戏的人。看着我一副

“游戏有理”的架势，朋友揶揄我

说：赫伊津哈说人类文明是在游戏

中慢慢成长不假，可是你打一天游

戏，小心“揠苗助长”呀！

（寄自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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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四 光 （ '((!—
'!&'）的海外求学经历有
两段。前一段，'!$% 年
去了日本，学习造船，历
时 )年。这期间，他见过
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成
为年龄最小的会员。

后一段，'!'* 年开
始，李四光获得官费留学
名额，前往英国，入伯明
翰大学采矿系。学了一
年，他决定转专业。“要
造船，就得有钢铁；要钢
铁，就得靠采矿。我已经
学了一年采矿，但我现在
认为，光会采矿是不行
的。中国虽然地大物博，
但是科学落后。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找矿，将来就是给洋人当矿
工。”李四光是这么想的。

除了主攻地质专业外，李四光还选学了力学、光学、电磁
学等课程，特别侧重钻研物理系的力学课程。这为他后来创立
地质力学埋下了伏笔。

李四光不满足光从书本上学知识，还经常骑个破摩托车，
赶上假日就去野外实地考察。有一个暑假，李四光决定去当矿
工。朋友不解。他如此回答：“我不怕苦，要搞地质，就得准
备吃苦。我既然学地质是为了给祖国找矿，就应该去实地考察
一下，看看外国的矿井是怎么采矿的。”

说干就干，假期一开始，李四光就联系了郊外一个煤矿，
与当地矿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天没亮，李四光就和其他矿
工一起，戴上安全帽，提个小鸟笼下矿井。为啥提笼架鸟？当
时哪有什么瓦斯探测器？就靠小鸟了，它要是晕倒了，就得赶
紧离开矿井。就这样，在阴暗、狭窄又充满危险的矿井里，李
四光每天从早干到晚，真正体验了一把。

回学校后，李四光更加努力学习了。学士学位考试临近，
不巧，李四光腿上长了个大疖子，疼痛难忍。朋友劝他去就
医，李四光觉得花钱太多，不去。怎么办？他用刮胡子的刀
片，在开水里简单消毒之后，自己割了，然后抹上药膏，没几
天就去参加考试。学士学位拿下，腿上落了个大疤。

在伯明翰大学期间，李四光迷上了音乐，课余时学会了拉
小提琴，经常去英国同好家演奏，颇得赞赏。后来有一次，受
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同学会的邀请，李四光去巴黎做“工业繁荣
与能源开发”的学术报告。没事的时候，他在随身带的五线谱
上以《行路难》为题写了首完整的小提琴曲。没曾想，这成了
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 年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
晚会上首次得到公开演奏。

'!'(年，李四光凭借《中国之地质》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导师劝他读个博士。李四光拒绝了，他急着想赶紧回国效力。

李四光：

留学走转改
井下当矿工

熊 建

李四光

据加拿大 《明报》 报道，加拿大公民﹑
移民及多元文化部长康尼 *$'* 年 '* 月 *(

日建议修改法例，严打假签证学生及愿意接
收假签证学生的加国学院。建议包括当签证
学生抵达加国后，加国公民及移民部门
+,-,. 有权调查获签证者有否真正地读书；
同时日后只有获认可的学院，才能接收留学
生攻读。

为了减少滥用加国学生签证现象，故要
确定获得签证的学生来加的目的只为进修。
现时，外国申请人可以向加拿大任何一间学
校或商业学院申请入学，获得认可后只需证
明有意来加国读书便可获批学生签证。但法
例并无规定获批者到加后一定要读书，也无
途径知道他们是否真正在读书。

上述建议，能给予 ,-, 权力，可向获
学生签证者要求交出在加攻读的证明，倘若
未能交出证明时，便要被驱逐出境。

修改建议还包括让 ,-, 与各省及地区
政府合作，决定哪些学院可被指定为认可接
收留学生的学院。

那些未能获得认可资格的学院，仍可为
持旅游签证到加的外国人，提供 )个月或以
下的课程。现时持旅游签证到加的外国人，
倘若在加国攻读短期课程的话，是不用申请
学生签证的。

移民部称，合资格的国际签证学生在认
可的加国学院攻读时，可同时在加国做兼职
工作，不用另外申请工作签证。此举可提供
一些弹性，从而吸引全球精英到加国留学。

移民部长康尼称，不少国际留学生付大
量金钱到加国攻读，但到抵后才知学院提供
的服务货不对版。上述建议，可对国际留学
生及加国教育系统的声誉提供保障，故只有
那些能达到基本问责标准的学院，才会获得
认可。他指出，上述建议是为了杜绝那些提
供质素极差课程或设施的学院有意或无意地
接收那些来加目的不是读书的外国签证学
生。

（据中新网电）

近日，中新网援引日本新华侨报网的报道，称日
本山口福祉文化大学开除了 '*& 名中国留学生，原因
之一为：部分目的不正的留学生拿到签证后不去上课，
跑到大城市去打工。也是在近日，加拿大移民部指出
现时的“国际学生计划”出现诈骗及滥用学生签证的
情况，建议要修改法例来约束另有目的的留学生和相
关不负责任的加国学院。

留学走上挣钱道

留学期间，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打工是为了体验日本生活，磨砺意志，了解真正的日
本社会。”现就读于日本国士馆大学亚洲学部经济专业
的施朗（化名）说。

而目前，存在的现象是，一些留学生以留学为幌
子，到国外打工挣钱；另有一些学生在留学期间，出
现了因打工、兼职而缺课，或者打工挣钱占用了留学
更多精力的情况，这些情况在一些留学国家也存在，
引起了本文开篇提到的对留学目的的质疑。

就读于日本成城大学商品企划专业的红岩（化名）
说：“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借着留学的名义，实现其
它的目的，比如说专职打工。以留学生的身份，打工
时劳务限制少，钱挣得更多。”

就读于法国里昂
高等商学院的孙然
（化名） 说：“有的
留学生找个学校注
册，然后去打工，也
不去上课。”她还表
示，在法国，这种打
工挣钱超过了学习的
情况一般在公立大学
相对多一些，“如果
在公立大学不能毕业，可以转学到其他学校继续念。
在公立大学，出勤抓得不太严，私立大学就抓得挺严
的。”

北京某出国留学咨询服务公司的日本部负责人王
娟女士对此表示：“打工有种种好处，而且往往是留
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出国前后都要保持正确
的留学心态。不要让打工成为留学的主旋律。”

本末倒置不可取

由于不同的个人需求和初衷，部分留学生出现过
度打工的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出现这种打工
挣钱胜于学习的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家庭的经济情

况。”施朗说。对此，红岩也表示：“日本是发达国
家，又是全世界物价高的国家之一，不是所有的留学
生都可以依靠家里来支付这笔留学费用的。”这两名同
学现在都在利用课余时间打工，但时间控制在每周 *(

小时以内。“一些留学生打工挣钱甚至邮寄回国内，
也算是一种自我价值的体现。”红岩说。

对此，国内某教育机构总经理李素磊表示：“留
学生家庭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后盾，靠打工来留学的
想法不现实。”

除此之外，一些留学生受到利益的诱惑，或沉迷于
物质的世界，追求名牌、物质需求等，而增加打工的时
间。来自韩国延世大学的王沫说：“我身边也有以打工为
主的学生。我有个同学挣了不少钱，可是挣钱挣得都没
有心思去学习了，课程亮了红灯。”
“留学生外出打工，应分不同的情况看待，如果是

赚点零花钱，是可以的。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就
是要在法律及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如果把相关兼职，
作为一项业务来做，目的由求学转变成挣钱，那就本
末倒置了。”李素磊说。

学校也该负点责

就读于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国际新闻专业的王乐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留学生因打工而被开除，也让人
想到一些不正规的语言学校的学生，这种现象还只是
很少的一部分。某些非正规学校，为了自己的经济利
益而大量招收留学生，获得收支平衡，对学生平时是
否上课不闻不问；部分留学生只顾挣钱，很少上课，
以致最后不能顺利毕业。“这种现象的存在，学校和
学生都有责任。”

留学分为很多种，在教室里学习是留学，出去打工
体验社会也是一种留学，但凡事都有个主次和“度”。“真
正为了留学而打工才是好样的。”施朗说。

她叫孙琪子，*$$!年读大三的一天，她
翻看一本杂志，当期的专题有关世界的百年
老校。她看了特别感动，从那时起，到国外
读书就成了琪子的一个梦想。如果说，很多
留学生走出国门后，接受到更好的国际教

育，亲身体验异域文化是主要的收获，那么，孙琪
子应该有一项更重要的收获：感受留学生活，她在
读懂自己。

两菜一粥品生活

初到英国，孙琪子与 /个女生合租房子，大家
彼此不熟，但也会互相关心一下。“留学生活挺苦
的，有时候课业压力很重。”有一次，她晚 (时半回

到家，正操心该吃点什么，推开厨房门，桌上摆着两
碟菜、一碗粥和一碗米饭，舍友也推门进来，“本来
想等你一起吃饭的，这么晚了，你也一定很累，就留
了一些给你。”
“很感动，都是在外的人，能对别人的生活感同身

受。”而这份感动到现在她还记得，“那两盘菜，一盘
是蚝油生菜，一盘是青椒炒牛肉。”琪子说，留学是一

种体验，也应该是一个享受的过程。两菜一粥里，她
在异国享受到了家的温暖。而留学中，那些不理想的
考试成绩、与小组成员的争吵和奔波、考试前的彻夜
不眠，她都当成一种生活的享受，所以她说：“这是
我人生中很精彩的一段。”

记者之梦犹在

本科时，琪子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国际贸易，留学
时，她选择了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学习管理学。从她
中外的学历背景看，很多同学或亲戚朋友都认为她应
该找一份证券、投资或者银行类的工作，“那是他们
眼中正常发展的一条路，但那不是我的，不是我自己
喜欢的。我不再刻意地追求别人所谓的成功，也不再
活在别人的眼光中。”

出国之前，琪子不喜欢独处，“觉得一个人特别
没有存在感。”而留学英国，从学着办电话卡，到跨越
半个伦敦买家具，学习和生活，常常都是她一个人，
从最初的烦躁到习惯，这种独立的空间教会她更加注
意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想当一名记者。通过采
访别人，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这是她自己喜欢的那
条路。
“生活应该充满更多体验和经历，让精神变得丰

盈。”采访中，这句话她不只说了一次，每次说得都很
认真，那应该是她心底的声音。

生活不能浪费了

英国的天气是出了名的阴沉多雨，“偶尔一个太
阳天，你会看到海德公园还有所有的公共绿地上，早
已坐满了人，打牌、聊天、烧烤，大家都在享受这难
得的阳光。”这种现时的享受也成了琪子的生活追求。

上大学的时候，琪子经常会担心，以后的工作会怎
么样，社会上的规则会不会不适应，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想得特别多，老是操心。”而现在，刚回国的她工作待
定，独自在北京生活，聊天的语气中却满是轻松和自信，
“顺其自然。生活不能浪费了。享受当下。”

去看生活，去看世界，去见证伟大的事件，去端
详穷人的面孔和伟人的手势，去看奇异的事物……这
段话记录在琪子读大三时写的博客里，在这条“去看
并去领悟”的路上，她告诉自己：好好修行。归来后
的脚步，今日走得更加洒脱！

孙琪子：

“去看并去领悟”
韩冬野

留学？还是挣钱？

莫让打工成留学主旋律
韩冬野 张 玉

图片来源：fglx.baike.com

延伸阅读
!!!

加拿大拟严打假签证学生
将调查是否真读书

不论冬夏，有太阳的日子，海德公园就会

有享受阳光的人。图为孙琪子在海德公园。
留学素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