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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是中国文化的
标志。一把琴，寄寓了许多的文化象征。琴的长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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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和一个闰月。琴体上下用两块不同
属性的木头制成，象征着阴与阳的平衡，同时，上面
板成弧形，代表天空；下面板平直，代表大地；整体
是‘天圆地方’。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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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琴弦，代表着金木水火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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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国文化中最基本的元素，后加文、武两弦，成
为完整的阴阳五行的哲学理念。古琴作为古人与自然
鬼神乃至先人沟通的工具，其意义是远远大于乐器的
本身。”杨天林说起古琴，头头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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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应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及孔子学
院邀请，来自北京人大附中的高中生杨天林边演奏
古琴，边做古琴专题讲座。古琴的天籁之声吸引了所
有的听众。阿尔伯塔大学常务副校长卡尔·阿姆雷特
博士主持完音乐会后，激动地跑到后台，尝试着弹
奏古琴。还有一位老教授一直盯着古琴说：“找到
啦，我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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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美妙音乐，原来是中国古琴。”
这位先生痴迷古琴音乐，年轻时偶然得到一张唱片
后，每天都要听，却不知是何种乐器。

加拿大之行，因古琴，让杨天林选择了到阿尔伯
塔这个世界著名的科研大学读书，阿尔伯塔大学也看
重这位年轻的“中国古琴传承者”杨天林。

今年夏天，将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地质系读二
年级的杨天林回到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和安徽电视
台的古琴专场演出。另外，他还参加了中国剧院举办
的中国古琴和西洋乐小号的合作演出。

杨天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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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参加全国青少年文化
遗产知识大赛，夺得国艺使者冠军称号，应邀去美
国参加联合国第七届青年大会。那时，我想去美国留
学，也考察了一些美国的学校。但是，在阿尔伯塔大
学开了两场古琴讲座之后，加拿大人对古琴的喜爱，
对中国文化的尊重，感动了我。我意识到古琴应该
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一个有力载体。同时，阿尔伯塔
大学也是一所世界著名的科研大学，我在那里找到了
我喜爱的地质专业。”

说起与古琴结缘，杨天林露出孩子般的顽皮笑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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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我就师从古琴泰斗吴钊先生。最初，
家长想用古琴磨练我的性情，陶冶我的情操。我却
被古琴背后的文化底蕴打动了，从伏羲制琴到俞伯牙
钟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我觉得古琴不仅是中
国最古老的乐器，而且是离神话最近的乐器。”
“学琴久了，知道古琴是一种礼器，与中国儒释

道密切相关，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体现。纵观
中国历史，也很难找到一种乐器，能够贯穿华夏大半
段历史，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人文上
能有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书
生儒士，都必须终生研习琴艺以修炼心智。三国时，
诸葛亮仅凭一首古琴曲，击退司马懿数万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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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美国旅行者号飞船从地球飞向太空，携带两
部世界名曲：一部莫扎特的作品，另一部就是中国古
琴演奏的古曲———流水，这美妙的音乐传达了人类对
银河的问候，希求在遥远的太空中寻觅知音。”

杨天林接着说：“学古琴很难，旋律需要老师口
传心授，琴谱主要功用是记指，不能直接完整地反应
出音高。现在会古琴、懂古琴的知音很少，这不仅激
发了我对古琴的热爱，还增加了我的自信和骄傲。我
希望在海外能通过古琴传承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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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杨天林背着一把古琴和一把吉他，
来到了加拿大，进了阿尔伯塔大学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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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班，开始了他出国留学的历程。他说：“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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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课程涵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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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科学领域和大量的实验。选
拔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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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同学，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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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毕业。我作为唯
一的国际学生，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我每天都保持
练琴的习惯，古琴成了我课余生活中最好的放松和
调剂方式。”

在加拿大求学期间，杨天林对用古琴传播中国文
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每到中国国庆和新年，加拿大
华人社团聚会时，杨天林的古琴演奏是必须的节目，
华人作家、画家到阿尔伯塔大学访问时，杨天林必会
古琴伴奏。古琴在那里已是中国文化最典型的象征，
为此，阿尔伯塔大学中国学院还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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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杨天林
为中国学院的中国文化初级研究员。

谈兴正浓，杨天林抑制不住顽皮的天性，笑道：
“我给你们演奏一首被称为《中国人的圆舞曲》 的嵇
康《酒狂》。”古琴声刚落，杨天林说：“古琴太过于
曲高和寡，比起演奏，通过讲座，将其身上的文化内
涵直接呈现给听众，更易于古琴的传播。”早在

&'%'

年
%'

月
*

日，还是中学生的杨天林就在北京中国大
剧院举办了 《高山流水———古琴艺术展》 专题讲座，
从谈琴说器、琴器留声、减字成谱、琴士风流、斫琴
工艺、文人场景等方面，普及古琴文化。讲座受到大
剧院的高度好评。

杨天林若有所思地说道：“在加拿大时，我们曾
讨论哪种乐器最能代表中国，最后认为是古琴。因为
它最悠久，典故最多。从琴身到每一个零件的设计都
富有中国哲理，凝聚着中国智慧。琴棋书画四艺中，
围棋、书法、绘画已走向国际，古琴作为四艺之首，
现在越来越引起世
界关注。我在加拿
大演奏古琴，讲古
琴故事和文化，就
是想借此弘扬中华
文化。”

杨天林：用古琴传播中国文化
本报记者 田晓明

特长成留学“敲门砖”？

采访中笔者了解到，北美的大学非常重视体育，学校各个运动队每年会按需求招收数量
不等的体育特长生。来自辽宁的王怡雯同学便是其中一位。

王怡雯最初申请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告败，最终一项特长帮她拿到了这所
大学的录取名额：“说起来我也挺幸运的，刚好我参加了美国青少年射击锦标赛并拿奖了，
校队教练找到了我，我就被破格录取了。”王怡雯出国前曾是辽宁省射击队的专业运动员，
但是学习成绩并不突出。而优秀的射击成绩不但帮助王怡雯上了心仪的大学，更使她连续两
年得到体育生全额奖学金。

加拿大籍的吉莉安同学在申请大学时也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体育特长。“我最擅长的运动
是足球，所以在申请大学时，我总会把我的优势展示出来，主动跟学校足球队的教练联系；
如果有教练看过我在夏季联赛上的表现，他们也会主动联系我。”吉莉安曾在加拿大新斯科
舍省内排名第二的球队踢球，由于运动成绩突出，她被邀请到多所大学进行提前参观：“有
一所大学很想让我为他们的校队踢球，承诺给我奖学金。”

不能弥补成绩劣势

但是，要真正练就一项申请优秀大学时能为自己加分的“特长”，学生们往往需要多年
的刻苦练习、家庭持续的经济投入以及过人的天赋。王怡雯从小学起就在专业运动队练习射
击，多年训练同时需兼顾学习的生活使王怡雯感到十分疲惫：“之前我没考虑凭借体育特长
出国留学，因为我已经不想练了，太累了。”

此外，体育特长生在申请环节还需耗费更大的精力。在美国，大学运动队的教练会主动
去观看高中或俱乐部之间的比赛，挑选优秀的“苗子”，而中国学生并没有这样的机会。他
们不仅需要主动联系国外校队教练，并且要在大型的、国际化的比赛中取得名次，才能证明
自己的实力。

美国特拉华大学垒球队的焦晨曦就经历过曲折的申请历程，她先是进入美国一所社区大
学打垒球，在一年半后才成功申请转学到特拉华大学：“我在国内比赛拿过北京市冠军，全
国第四，但是在国内拿过什么奖用处不大，因为两国高中的垒球水平差距很大。”

除此之外，大学本质上重视的是学术培养，想要进入好大学，申请人也要保证良好的学
习成绩和语言成绩：“常青藤学校对运动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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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要求也很高，”焦晨曦说，“那里都
不是最好的运动员在打比赛，而是好学生在打，入学的基本要求是不会因为你是运动员而降
低的。”也就是说，“特长”的作用是为一个已经很优秀的学生加分，而并不能弥补学生在
其他成绩方面的劣势。

进一步来看，即使进了名校，学生还要继续“耗力”。特长生在大学的基本身份是学生，
他们兼顾学业和训练，要承受比普通学生更大的压力：“训练比赛占用学习时间是肯定的，
我们一三五早上的训练时间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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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到考试周，一天睡两三个小时还要训练是很正常的。”王怡雯说。

莫让“捷径”变“曲径”

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国内的家长和学生来说，不论是强调学习成绩还是培养特长，目的
都是为了能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如果一项特长能在升学转折点上助学生一臂之力，让他
们多一种选择，顺势借力也是理所应当的。

吉莉安便很庆幸足球特长能够帮自己进入加拿大名列前茅的蒙特艾莉森大学学习：“我
从小就在努力练习各种运动，这让我上了很好的大学，我很开心。所以如果你有一项很擅长
的运动，今后能帮你得到更好的教育，那当然是值得从小培养并且努力练习的，但这必须以
孩子真正热爱运动、享受这项运动为前提。”

王怡雯所在的校射击队中，多数队员是得不到奖学金的，但也一直坚持训练，面对压力
也鲜有人主动提出退队：“我想是因为他们真的喜欢射击。”

但是，为了出国而专门去培养一项特长，这无疑是将本来应作为强身健体、兴趣爱好之
用的活动工具化了。毕竟，培养特长需要大量投入，也需要学生承担一定的录取风险和入学
之后的巨大压力，“捷径”到头来很可能反而变成“曲径”。

近日有媒体报道，为了让孩子更顺利地上一所

美国的好大学，有中国家长开始有意培养孩子的体

育特长。看来，“体育特长”似乎真的有点儿留学

“敲门砖”的意思，而这是否意味着准备出国学习

的学生们有了一条新的“捷径”可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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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出国学习生活花销较大，很多留学生都会选择
打工增加收入，以补贴生活用度。对留学生来说，打工
赚钱为自己支付学费或者为自己的旅行做准备是一件再
正常不过的事情，最常见的工作地点是餐馆。笔者有幸
采访到了两位曾经有过打工经历的留学生，听他们讲述

了自己的故事。

补贴生活用度

徐淦是一名留法学生，他在法国西
北一个小镇的中餐馆做服务生。对他来
讲，打工使自己能够独立生活而不需要
求助于家里，同时也可以减轻自己的生
活压力。

据他讲，在法国找工作并不困难，
只要把求职帖发到网上或者在网络上看

一下雇主发的帖子，然后去应
聘就好。通常情况下，语言能
力强的学生更容易获得工作。
在假期，雇主很乐意雇佣留学
生，因为相对于职业人士，留
学生更单纯、勤劳，更好交
流。

从日本归国的张同学也在留学期间做过类似的工作，
留学一年在餐馆打工的收入让他没有花过家里一分钱，
反而用结余在日本度了个小假，去了大阪、京都等地。

了解当地生活

除补贴学习生活开支外，通过打工的方式还可以让
留学生了解当地生活。张同学在距家乘车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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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时的一家拉面馆打工，虽然往返时间很久，自己
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店面，但这家餐馆的氛围很吸
引他。大家平日相处非常融洽，店长和同事都对
他照顾有加，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很多事情让他
对日本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他而言，这是
一个融入当地生活的好方式。

日本人的认真负责尤其令他印象深刻，“为
了不让客人久等，店里常常会提前煮面，但从面
煮好到端上餐桌的这段时间有着严格的规定，因
此如果当时没有客人，这些面就会被倒掉。店长
从来都严格遵守这项规定，不会因为损失而欺瞒
顾客。并且，如果让客人等待超过一定时限，店
长就会主动给予免单。”

对于留学生而言，在工作中感受当地社会，
也是十分宝贵的体验。

提到英国人的个性，你首先会想到什么？你脑

海里会浮现出的几个词也许会是：拘谨、认真、内

敛或者礼貌？大概很少会有人把英国和幽默两个词

连在一起吧。但在英国呆的时间越长你越会发现，

英国还是个很喜欢玩笑、喜剧行业特别发达的国

家。比如世界知名的爱丁堡戏剧节的喜剧表演及其

由公众投票选出的最佳笑话都是每年的一大看点。

而平日里英国各类媒体除了“阿波罗剧场”、“新

闻问答”这类以笑星为主体的节目外，即便“谁来

掌厨”这类社会生活类节目也是靠其编导的诙谐搞

笑评论而广受欢迎。所以别看英国给人的印象是严

肃缄默，其实是个每年笑话吞吐量极大的国家。

当然，英国幽默自有一套风格。记得刚到英国

时，我每每听着电视广播里的笑话都一脑门子的问

号，死活想不明白其笑点到底在哪里。不过在英国

呆的时间长了，也就逐渐发展出了对冷幽默的热

情。比如说，如果美式情景喜剧是“一看就明白”

的话，英式逗乐的方式则更像是“看看才明白”。

而且英国人不喜欢拿别人做笑料，但特别喜欢拿自

己开涮，嘲笑自己的优点、缺点，甚至自己的理

想。因此听英国朋友们聊天，我这个老外在开怀大

笑之余，不由得也佩服说笑背后的那份豁达坦荡。

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在严肃的英国人看

来，讲笑话这件事的地位可不可小觑。比如前几天

我在一本官方发行的文化小册子中就看到其很是自

豪地定论说：“能够自我嘲讽，是英国个性的重要

组成部分”。这也难怪，因为英国的喜剧传统可以

一直追溯到中世纪。当时国王和贵族们就经常供养

弄臣，以讥讽作弄宫廷大小人物为乐。后来莎士比

亚更是将戏剧及喜剧从贵族生活扩展到平民生活。

而十八、十九世纪，平面媒体的发展使政治漫画开

始流行，“笑话”就不仅是为了愉悦心情，更多了

一份制衡政治和道德生活的作用。

不过对于我来说，英国的单口喜剧有另外一种

实际用途。每年新生入学的时候，总会有学生问我

社会学到底有什么用，我总会让学生们去看几段笑

星迈克尔·麦金泰尔的单口喜剧，留意他是如何把

那些显而易见却又常被忽视的生活细节剥离出来，

让观众看到这些公

众习惯的可笑、滑

稽甚至是无奈的地

方。我觉得喜剧表

演家都是业余社会

学家，他们和学者

其实都热衷于同一

件事：挑战沉睡于

我们思维定式里的

理所当然。

英 式 幽 默
张悦悦

留学生的“打工经”
王嫣然

“琴棋书画四

艺中，围棋、书法、

绘画已走向国际，

古琴作为四艺之

首，现在越来越引

起世界关注。我在

加拿大演奏古琴，

讲古琴故事和文

化，就是想借此弘

扬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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