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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色人等的留洋故事 异国经历的人生感悟

海外学子自拍留学电影
钟亚妹

近来，网上由留学生自编自导的电影作品越来越多，其制
作者有的是学电影出身，也有的是基于兴趣的电影创作。他们
创作的电影中，有不少反映了留学生在国外的真实生活状态和
精神状态。

“对留学最大的误解是以为它是通向成功与理

想的捷径”

《蔚蓝》是黄玮茜及其团队合作创作的一部微电影，通
过讲述 !个华人男生在澳大利亚的学习与生活来呈现澳大利
亚留学生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对留学的看法。剧本由真实故
事改编，以男主人公小白与兄弟们在感情与行动上的“共
行———离队———重归”的线索串联起整个故事。在剧终，主
人公们以成长的姿态，理智地看待他们的留学之路，并以一
句发人深省的话语点题：“我们对留学最大的误解便是以为
它是通向成功与理想的捷径。”生活没有捷径，无论在哪一
处，如果不曾努力、不曾奋斗，我们离成功与理想就会越来
越远。这是留学生们痛定思痛之后的感悟。
《漂泊洛杉矶》是由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留学生刘钊导演

的作品，用相当专业的水平记录了在洛杉矶学电影的中国留
学生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学电影的投入是巨大的，而目
前的投入与将来的产出能否成正比仍是一个未知数。片中人
物表示，来美国学电影看似离自己的电影梦近了，但实则感
觉自己离得更远了；学电影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但背后却
也充斥着种种无奈心酸。

生活习惯不同、文化价值观差异等问题都在考验着每一
个留学生，逼着他们不断调整自己适应新的生活，但好在留
学使学生们遭受了许多意料之外的艰难坎坷，也让这个群体
在困苦中渐渐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导演刘钊本身也是学电影的留学生，在拍摄本片时遇到
了种种困难，他一直很坚强地在解决问题，才有我们如今看
到的《漂泊洛杉矶》。
《毕业了温哥华》是由加拿大华裔学生王圣超和他的团

队成员共同创作的微电影作品。电影通过几位留加男生的生
活来表达其对留学、对人生的感受，反思是这部影片的主题
特色。电影将焦点集中在毕业这一天发生的故事，通过留学
富二代、留学宅男、留学学霸这三类学生对从前的反思、对
未来的迷茫来表达想法。看起来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不尽如意
的，来自家庭、感情、学业的压力时常加诸在他们身上。他们
的内心充满不甘与惊惧，如今的生活似乎不是自己所想象中的样
子。但尽管如此，满怀着希望向未来走去成为了主人公们的共同
选择。

以留学生为题材的电影见证的是一代人在异域他乡的共
同成长。曾在英国留学两年的赵同学说：“我觉得有的留
学生电影拍得还是蛮真实的。说到留学感受的话，我觉
得，其实留学就是那么一回事儿，不要以为出国留学
几年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留学其实只是换了一
个不同的地方继续生活下去而已。每个留学生的
生活其实都差不多，学习、打工、旅游，基本上
就是这样。我认为能在不同文化的国度里让自
己成长就是一种成功。”

曾在日本留学的郑贻彤也表达了相似
的观点并坦言：“拍电影来反映自己的
留学生活是一件不错的事情，我身边
其实也有一些人有这样的想法，我很
佩服那些能在课余时间拍出电影作品
的学生。”

学生们用电影记录自己的留学生
活这个行动也得到了某些媒体机构的
关注，他们也愿意帮助留学生完成他
们的电影梦。早些年由留日学生利用
业余时间、独立集资制作的《我们的
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便在拍
摄后期得到了日本富士电视台的帮
助。

用电影记录真实的留学生活，表
达不同的留学感受，成为怀有电影梦
的留学生当下选择的新的表达方式。
随着中国留学生的逐年增多，也许将
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留学生电影创作
这个大家族里。

“能在不同文化的国度里让自己成长就是一种成功”

记得以前读过一个随笔，对英国住房

设计有个独到的观察：英国大多数房子临

街的花园很小甚至没有，不像美式洋房中

宽大的前花园是向外人展示的重头戏。大

部分英国家庭的花园都在房子的后面，是

更为以取悦自己为目的的“私人”花园。

但我在坎特伯雷小镇上的家却是个例外，

因为正好在路口，它有个面积不小的前花

园，几年前房东沿着花园弧形的边界种下

了一圈薰衣草。

得益于英国今年少有的长时段高温，

我家的薰衣草开得特别旺，使小屋前终日

弥漫着淡淡的清香，几乎每天都会引来路

人驻足赞叹。起先我对这非己之功还颇为

得意，但最近我开始有点担心了，因为这

个小花园不仅吸引路人，也引起了蜜蜂的

兴趣。尤其窗外嗡嗡嘤嘤的不是路边偶尔

可见的小蜜蜂，而是常出现在儿歌中的那

种体积稍大的大黄蜂。前日我数了一下，

好家伙！最高峰时一个院子里差不多约有

"#只蜜蜂在同时忙碌。

由此我在家开窗户变得很谨慎，开窗

前先打探一下前院的情况，回避采蜜高峰

期。因为英国少有蚊蝇滋扰，窗户都没有

纱窗，但时不时仍会有个大黄蜂误闯进屋

来，引起我一番大惊小叫。每次看我左躲

右闪，先生小巴都看得乐不可支。他告诉

我说，这种大黄蜂其实是很友好的动物，

不蛰人的。

不过看那些蜜蜂威武的架势，我可不

信。在这点上，我和邻居家的英国大叔结成

同盟。而且邻家大叔比我更怕蜜蜂，还颇有

“维权”意识，看到蜜蜂连续几日不散，他决

定向小城的动物控制中心“报警”，认为蜜蜂

聚集妨碍公众出行，请求驱赶蜜蜂。我所居

住的小城不大，而且社区感很强，所以我们

想象着这一通电话打过去，居民的困扰一定

会促使控制中心立刻派出专用车辆，由训练

有素的动物控管员操纵特殊设备帅气又高

效地将蜜蜂“请”到居民区外，使这一“人蜂

纠纷”得到满意解决。

但动物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先对蜜蜂

种类进行鉴别，在确定非攻击性蜂种之后，

居然决定不进行驱赶！他们说社会机构应

保护居民，但也有保护动物权益及自然生

态的义务。不过为了使我们放心，动物控

制中心的工作人员进一步安抚说，此前他

们也接过类似的报案，因此这一地区大黄

蜂的行踪他们是有记录的，它们每年居所

和活动范围不定，比如今年它们筑巢在城

中那家超市的房檐下。

总之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我们拿这些

蜜蜂也毫无办法，因为英国动物控制中心

的答复是保护居民也得保护动物，两者的

权益都重要。但好歹我们掌握了这些大黄

蜂的“家庭住址”，想到此，我和邻家大叔

心里也就假装踏实多了。

在“美丽中国”今年招募的 $"%名中国
籍项目老师中，共有 &&名毕业于国外高校。
负责招募工作的魏杰彪称，虽然对所有人采
取相同的选拔标准，但的确希望招募到更多
的留学生：“他们能结合国外教育的优势和
我国教育实际，给山里的孩子们带来更加适
合他们的优质教育。”

魏杰彪提到的观点，恰好在黄思颖身上
有所体现。黄思颖高中在内地念，本科就读
于澳门大学，研究生阶段则
留学美国。她认为内地教育
对学生的评价标准主要是成
绩，而对比之下澳门和美国
便不太一样：“澳门的学生
很早就出来做兼职、打工，
他们到大学时，就比我们
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在
美国，我觉得他们看重经
历的多元性与观点的多样
性，看重学生作为一个社
会人所经历感知的社会。”
所以在黄思颖看来，国内
教育因材施教有所欠缺：
“比如山区的学生有很多优

势，对植物的了解、劳动能力等，就可以
引导。”

罗海岳也认为留学生参加支教活动具有
一定优势：“首先，留学生一般假期比较
长，所以可以利用假期时间去做志愿服务。
此外，国外大学的学习，尤其是社会科学，
对实地调研的重视程度很高，我们的很多志
愿者也能利用支教的时间做些与自己专业相
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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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中，留学生回国探亲访友、背包旅行、打工赚

钱、申请实习……而对于一些留学生来说，以上这些并

不是这个悠长暑假的重头戏。他们选择了另外一种充实

自我的方式：回国到偏远贫困的地区支教。

黄思颖从美国南伊利诺伊大
学毕业后，并没有忙于找工作，
而是参加了“美丽中国”（一个
招募中国和美国的优秀大学毕业
生到中国教育资源匮乏地区支教
两年的公益项目）组织的在云南
大理的支教活动。

促使她做出这一选择的，除
了一直以来对公益事业的热爱，
还有留美期间的所见所感。黄思
颖的一位美国同学曾做过 '年煤
矿工人，然后去通用汽车公司工
作了 &# 余年，后来又回到学校
完成了本科学业，而她的大女儿
靠打工完成本科学业；二女儿在
生了两个小孩后又回到学校完成
学业。“从这家人，我能看到人
生的多种可能性。”黄思颖说，
“我本科和研究生的老师得知我
会回国支教，都说非常棒，这对
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支持。”
“中国留学生爱心助学基金”

成立于 &##( 年，主要活动是招
募中国留学生回国支教，其创始
人罗海岳正是在英国留学期间萌
生了创立这样一个公益组织的想
法：“当时刚到伦敦上大学，发
现身边一些留学生花着家长的钱
过着铺张浪费的生活，感觉很不
应该。大一暑假时回国旅游，发
现有的贫困地区的学生连写作业
的本子都没有。”

曾在英国留学的黄鹃娟认为
国外的社会氛围一定程度上促使
她更热衷于做公益：“在国外
‘回报社区’的概念非常深入，
公益机构筹款方式也很成熟。这
样的氛围让我也很希望为自己的
祖国做点同样的事情。”黄鹃娟
在结识了罗海岳后便毫不犹豫地
加入“中国留学生爱心助学基
金”，如今已经成为了其中的一
位资深志愿者。

留学经历催生支教愿望

留学生们回国支教的美好愿望能够实
现，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近几年不断成熟和发
展的一些志愿服务平台。

支教是黄思颖在高中时就有的想法)回
国后，黄思颖得知国内有“美丽中国”这样
类似的项目，便马上报名参加了。
“支教是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但早一

些的时候并没有这个渠道可以去。”留学英
国的周宓同学说。帮助她实现这一愿望的，
正是“中国留学生爱心助学基金”这个专为
留学生而建的志愿助学平台。周宓在 &*$$

年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爱心助学基金”在四

川的支教帮扶活动，现在已经成为其全职工
作人员。

谈到“中国留学生爱心助学基金”的创
立初衷，罗海岳也表示，之前他发现周围有
很多留学生都想要奉献爱心，却苦于没有平
台：“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和自己距离太
远、太麻烦，所以我就想要搭建一个平台。”
经过五六年的发展，“中国留学生爱心助学基
金”为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提供了假期回国支
教的机会，招募的志愿者从 &**%年的 $*多
名增加到今年的 $***多名，公益形式也由支
教拓展到通过举办音乐会等形式募捐善款。

志愿服务平台日益成熟

留学生支教有优势

我家的“人蜂大战”
张悦悦

“中国留学生爱心助学基金”&*$&年玉树队集体照

留学贴吧故事多
钟亚妹

如今网络发达、资讯共享，各种新应用的出现使得人们能通过更多渠道、更多
人来了解具体可感的留学生活，而不必拘泥于自己有限的社交圈子。笔者近来通
过关注相关贴吧和微博发现了这样一种良性的互动现象：留学问询不再只是一种
单向的交流，而是体现出了双向交流的趋势。

关注各国留学生贴吧，我们会发现里面有形形色色的帖子，有几种帖子会特别
引起吧友们的关注，包括由正在留学或者已留学归国的中国留学生开设的留学生活
学习问答帖或展示帖。这类型的帖子特别受欢迎，因为其展示了留学生活模样，回答
了诸多关于生活和学习细节的疑问。百度留学生贴吧里有一个由中国小伙儿小杜开
设的帖子，获得了较多关注。在帖子中他事无巨细地展示了他在墨尔本的所见所闻，
详细记录了从房东到上课的状况，可以说是一本墨尔本完全生活指南。在接受采访
时他表示：他这样做是因有感于自己在国内时无法获得全面的留学生活细节指导，
因而出国后就想通过自己的经历开这个帖子给需要的人一些帮助，顺便记录自己的
生活。

除了生活学业指导型的帖子，留学心情这类型的帖子也是比较容易引起吧友
们共鸣的。其内容主要有留学生在国外时在交友、打工、文化融合等方面遇到的种种
问题，留学生在其中表达自己的各种心情并试图寻求解决的办法。这样的帖子为准
留学生先打下了心理预防针，使其能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应对未来可能会遭遇到的
问题。在帖子中，吧友们互相出主意帮助有困难的人解决问题，并带给心情沮丧的人
心理安慰，留学生和准留学生的友谊在其中慢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