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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莱斯特大学已进入新学期，但之前奋战考试
的场景，似乎就在眼前：灯火通明的图书馆里一天24
小时都有同学在复习功课，自习区人满为患，从平时
的隔一张椅子坐一个人到人挤人。但学校为缓解学生
的压力“请来动物们”，可谓意外惊喜。

2014年1月16日，英国莱斯特大学迎来几位特别
来宾：牛、羊、狗、鸡、鸭。他们结伴而来是为了

“慰问”因考试和论文期限将至而倍感压力的同学们。
据莱斯特大学学生会市场与流通部协调员柯丝蒂

介绍，爱畜动物园是学校考试季活动中的一部分。“这个
想法来自于莱斯特大学一名学生 （现在已读博）。他在
去年8月考试期间，因为压力太大写信给学生会提出这
个建议。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可以帮助学生
在考试期间放松身心，今年就做了安排。”

“爱畜动物园”进校园

“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消息！”有人在发布该消息的
网络上留言。1月 15日，莱斯特大学学生会通过社交网
络“脸书”发布了一则看似不太靠谱的消息：“明天上午
10时半到下午3时半，将会有可爱的家养动物和任何为
考试或论文感到紧张的人交朋友。”消息很快引来学生
的关注：有人热情地询问会有哪些动物；还有同学开玩
笑说：“如果有人看到我呆在那里超过1个小时，请你们
督促我离开并告诉我‘该学习了’”；也有人惊讶且略显
怀疑地问：“这真的可能发生吗？”

是的，它的的确确发生了。1月 16日上午，一则

新消息彻底消除了有些同学的质疑。莱斯特大学学生
会通过“脸书”发布消息称：“动物们已经到达，他们
将在上午 10时半准备好与各位见面。”有多位同学在
消息下留言，以各种形式表达着他们的喜悦之情。有
的说：“我热爱动物！天啊，我太激动了！我想给其中
的一只取名叫彼得，然后成为它的好朋友”；也有人不
发一语，用 8个惊叹号来表达兴奋之情；一位叫乔什
的同学说他想带走一只鸡雏，等它长成一只鸡的时候
再还回去，学生会也积极回复：“抱歉，乔什，可是动
物们必须准时回家上床睡觉！”当然也有人因为没有时
间参与，诉说着他们的失望：“这只会让我感到更加难
过，因为那段时间我有考试。”

留学生活中的美好记忆

得知这一消息后，我背起相机迎着冬日里午后暖
暖的阳光向“动物园”进发。

还没到近处，就听到羊叫声。很多人围在一起，
笑声不断从人群中传出来。在人群的外围，来自某媒
体的新闻工作人员正架起摄像机进行现场录制。在人
群中间，是一个用栅栏圈起来的约60平方米的临时农
场，里面有牛、羊、狗、公鸡、鸭子等。它们正各自
忙碌着：牛在徘徊，羊在吃草，狗在静养，鸡在散
步，鸭子在戏水，好一幅和谐景象。与它们的安逸相
对的是人群中难以抑制的喜悦情绪：所有人都举起各
种照相设备，拍下这些可爱的动物；也有的人摆着各
种姿势请朋友帮忙与动物们合影；还有人一心沉浸在
与动物们的交流中：喂它们，轻轻地抚摸它们，还说
着好像动物们可以听得懂的语言。工作人员们一边照
看着这些动物，一边把它们引荐给周围的人。

不知不觉，阳光渐渐退去，冷风袭来。然而这丝
毫没有消减人们欣赏动物的热情，一些人离开了，又
有一些人赶来了。

在这欢乐背后，有人直抒胸臆“太爱我们的学校”，
也有人愤愤不平。学习数学的戴同学因为等待他的是5
场考试，所以并未到现场观看，他觉得学校太无聊了。

不知这个充满奇思妙想的活动是否可以达到为学
生们缓解压力的目的，但是学校的良苦用心，至少让我
在异国他乡感受到别样的学习氛围。对我来说，它是一
件有趣的事，也为我的留学生活添上一笔色彩斑斓的美
好记忆。

近年来，婚恋题材电视剧和电视节目
在国内大受欢迎，相亲也逐渐走进太平洋
对岸的华人生活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和洛杉矶分校都相继举办留学生“非诚勿
扰”活动，各类以恋爱为主题的交友网站
也热闹地运作起来。前不久，北京大学、
台湾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在加州的校友会
联合组织了一次速配相亲活动，活动仅面
向三校校友和亲属。

活动在圣何塞城区一家酒吧举行，用
帘幕和其他物品隔开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区
域。参加者在入口处签到，拿到自己的名
帖和饮料券后可随意入座。当然，相对而
坐的必须是异性参加者。女生们大都精心
打扮，在柔和的灯光下显得妩媚可人。男
生们也尽力拾掇了一番，有的一身休闲，
有的西装笔挺，还有人戴着礼帽打着领
结，足见他们对这次机会的重视。

参加者的身份各不相同，最多的是在国内本科毕
业之后来到这边继续研究生学习的留学生。有几位男
生仅会有限的中文，神情和姿态也有几分外国年轻人
的感觉，大概是从小生长在这里的老校友的孩子。尤
其显眼的是几位看上去 50岁上下的校友，也许是一直
没有在这里遇到合适的人，也许是之前的婚姻不顺
利，我不得而知，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快找到属于自
己的那个人。

三校校友会负责人做完简短发言之后，活动便开
始了。参加者们都积极地和“约会”对象聊天，并时
不时记下些信息。主办方给每位参加者准备了一张打
印有所有人名字和号码的表格，他们可以标注出自己
有兴趣继续接触的人。主办方将在活动末尾收集所有
表格并进行比对，双方均有意向继续接触的，则为速
配成功，互换联系信息。

我看了看手机上的秒表，数字跳到五分钟时，赶
紧按响了手上的铃，然后和其他组织者一起，督促参
加的男士们换到这条 Z 字形“相亲长龙”的下一个位
置，开始和下一位女士的“浪漫五分钟”。

看着他们认真的样子，真的感到找个可心人并非
说说那样容易。我们总是希望能拥有一个各方面条件
都不错而且情投意合的伴侣，可是相貌出众的不一定
工作能力强，工作不错的不一定脾气好，脾气好的不
一定有感觉，你有感觉的人家却又不一定喜欢你。其
实我们都知道世间之事没有十全十美的，所谓好与不
好归根结底是合适与不合适的问题。可是合适这件
事，也是说来容易实现难。在人人追求个性的今天，
想找个愿意接受和包容自己的人，或者至少是愿意共
同探索、磨合的人，谈何容易？更何况对于海外华人
来说，人口基数小，选择范围窄，个人婚恋问题的解

决便难上加难。曾经在
网上看到留学生自嘲的
一句话，大意是说，女生
看不上男生能力不强还
挑三拣四，男生嫌女生
长相平平且性格太强，
于是大家就在相互看不
起中悲剧地剩下了。

相亲过程中也有些
小插曲。比如一对相谈
甚欢的约会对象对我们
的铃声毫不理会，相亲
长龙交通不畅，我们只
得派出两名秩序协调员
劝说才得以顺利向下进
行。还有的参加者本来
相互认识，我们设计的
一对一相亲便被他们发
展成了“双约会”，4个人
有说有笑，似乎忘了相
亲的主题。还有年龄差异带来的尴尬：当一个 20岁上下
的小男孩转到那个50多岁的女士面前时，女士默默地拿
出手机看起来，而男孩利用这个时间去了趟卫生间……

时间一分分过去，20 多轮的交谈已经结束。主办
方颇费周章才将表格收齐，因为参加者们似乎对自己
的标注和笔记表现出出人意料的“不舍”，最后是用手
机拍下了所有信息才勉强作罢。随后开始的是自助晚
餐和自由交流时段。因为另有安排，我没有等到活动
结束就离开了。到今天我依然很想知道，那一摞并不
厚的表格里，到底隐藏着多少美丽的缘分呢？

本文图片来源：tupian.hud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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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为缓解学生的压力“请来动物们”。
莱斯特大学学生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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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空巢家庭”如何不“空心”
穆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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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凭她自己的安排。”马年春节还没到，家住大连市的王女士就得知远在法国求学的女儿不会回家过年了，但
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的王女士表示能理解孩子。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相关负责人预计，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人数超45万。启德教育集团发布的数据显
示，在留学大军中，出国读高中和本科的人员总数占比增长迅速，低龄化趋势明显。

独生子女“出国留学热”催生出越来越多像王女士这样的“空巢家庭”，并导致家长“空巢期”提前和延长。

提起在巴黎第一大学读大四的女儿，王女士
难掩心中得意：“女儿高考考取的是武汉大学物
理学专业，参加了学校的‘2+2’项目，大三开
始到国外读书。”

今年是王女士的女儿在海外求学的第二年。
寒假时，看到别人家的学生模样的孩子拖着行李
箱回家，王女士难免有些失落。女儿从10年寒窗
考取大学到远渡重洋的求学之路虽然艰辛，但王
女士觉得可以理解。“现在这个时代，孩子的成
长环境很好，可以在学业上走得更远。像我女儿
以及公司里那些‘90后’的孩子，他们都很聪明
能干。”王女士对从小性格独立的女儿很放心，
给她充分的成长空间。

一年前，女儿初到异国他乡，求学过程并不
顺利，虽然经历了大学前两年的语言学习，但前
几次考试的成绩仍然不如意。“那时候我们除了
每周一次通话外，每隔两三天还会通过微信保持
联系。”有教师经验的王女士很会为女儿疏导心
理，“一两次考试说明不了问题，付出总会收到
回报。”经历了大约3个月的适应期，女儿的生活

步入了正轨，还不时与母亲讲起寄宿生活中的趣
事。“邻居家的‘月光族’会向政府要求领补
助，帮房东遛狗还可以领‘工资’……”王女士
笑着向笔者娓娓道来，仿佛她的亲眼所见。

“长时间的分离，想念是自然的。”王女士
说，“春节时和女儿在网上视频聊天，这边热气
腾腾的饺子、热闹的鞭炮声都可以给她‘现场直
播’，感觉和她在身边是一样的。”

女儿不在身边并未给王女士的生活带来太大
影响，她每天会照常上下班过自己的生
活。相比于陪伴左右，王女士更
希望女儿可以成长成才，在
社会中独立。“父母对
子 女 的 爱 以 ‘ 分 ’
为目的。如果她
选择在法国读
研，家里会
继 续 支
持。”王女
士说。

“空巢”不空虚

“这个寒假无论如何要回家过节。”走在从实
习单位回学校的路上，大四女生崔同学突然想到
自己已经连续三次没有在家过假期了。

升入大三以来，崔同学每个假期都在准备出
国考试以及实习中度过，即便回家，也来去匆
匆。完成了去美国读研究生的申请以及各种准备
工作，崔同学心中除了等待录取通知的焦虑，还
有另外一种担心，“如果真能出去，我将至少两
年不能回家，再回来父亲都 70岁了。”触手可及

的离别让她归心似箭，春节前两
周便结束了实习，赶回家

与父母团聚。
“ 是 我 坚 持
去留学。”谈及

自己的人生
选择，“准
留 学
生”崔
同 学
有 些

动情。当第三次托福考试的成绩终于达到了“高
分”，父亲说：“可不能耽误了孩子。”父亲的支
持也坚定了她的信念。

对崔同学而言，出国开销基本要靠父母的退
休金以及并不充裕的存款来负担，而且会失去陪
伴父母的机会。“现实地看，留学对于我自己的
就业，对家庭境况的改善并不一定能带来显著
的帮助。”实习期间崔同学亲眼所见，海归的起
薪并不高。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我相信留学
的整个过程中我所吃的苦，经历的各种波折，带
给我的历练是不能完全量化的。我相信留学深造
的回报随着时间会逐渐显现出来，它带给我的将
会是独立生活、独立思考的能力，是长远的提
升。” 崔同学向笔者倾吐着对留学最真实的思
考，“这才是家庭的希望所在，是父母最希望看
到的。”

“如果留学成行，我会尽量安排时间回家看
望父母。如果不能回家，也会与父母保持联系，
让他们不至于太孤单。” 崔同学说。

“女儿从高中二年级开始到新加坡留学，到
现在已经是第八年了。”家住天津的魏先生和林
女士夫妇笑称自己是“资深”空巢父母。“除去
每天的工作，每周末还会和单位的同事一起打羽
毛球。”女儿不在的日子里，魏先生培养起了自
己的运动特长。而林女士则表示，她会选择在工
作之余多去看望母亲，陪老人散步，更多地承担
起自己作为女儿的角色。

从女儿初到国外时的兴奋，到后来的担心、
失落，再到现在的习惯、坦然，魏先生和林女士
已经在“空巢期”找到自己生活的轨迹。

“父母与子女间的依恋关系是双向的，包括
物理上以及情感上的亲近。”复旦大学心理学系
博士陈斌斌向笔者介绍，“一旦孩子出国，最基
础的物理上的亲近被阻断了，他们提供照料的心
理满足就减少了，这时候就会有落差，甚至不知
所措，进入‘空巢期’。”

陈斌斌提出，分隔两地虽然做不到物理上的

团 聚 ， 但 在
春节等重要的
节日，应该有全
家心理上的团聚，
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
积极的沟通，采取的形式
也可以丰富一些。“例如，我
的一个同事的女儿在美国读大学。
女儿生日那天，他把女儿从小到大的照片都翻拍
下来传给女儿。这一过程在表达思念情感的同
时，也是自身对多年来养育子女历程的回顾，告
诉自己子女已经长大。”

陈斌斌建议，“空巢”父母应该由“对子女
的全身心照顾”转向“对配偶的照顾”。在陈斌
斌看来，子女出国留学，客观上给“空巢”父
母提供了宝贵的成长机会，也可以加强配偶之
间的依恋关系，为他们未来的老年期做充足的
准备。

孙时进：复旦
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孩子有条件出国留学是件
很好的事情，虽然客观上造成了家长

和孩子的被迫分离，但物理的隔离也可以催化父
母的成长，让他们戒除“孩子瘾”并变得独立成
熟。其实，孩子的离巢是和剪断脐带、断奶一样
自然的过程。这其中，斩断心理的连体很重要，
而现代的通讯工具又使这种心理上的斩断很困
难。我听说有的家长甚至会透过网络看着孩子入
睡。事实上，斩断这种粘连，孩子的成长反而会
更健康，莫让家庭之爱成为孩子成长的负担和羁
绊。

对父母而言，要自觉地问这种爱是不是孩子
所需要的，是不是健康的，尽管会有失落和困

惑，但要把这些负面情绪积极地克服掉，而不是
加强。先要觉察，再去克服，再有行动。

在我看来，真正的无私，是家长让孩子独立
成长。

家长应该建立自己的世界。首先要做到不要
把所有情感强加给孩子。父母给孩子和给自己的

“爱”应该是平衡的，要安排好自己将来的生活。社
会越来越成熟，养老问题不应该完全依靠孩子。

其次要注意沟通的原则，家长要清楚自己的
角色。父母可以与孩子分享自己的看法，但不要
强加，要适度。比如孩子关于学校、专业等的选
择，父母只提供建议，而不要替孩子做决定，即
使孩子走弯路摔跟头也是有意义的。

有条件的话，留学不失为一个让父母和孩子
都各自成长的机会。留学除了可以开阔眼界，还
可以给我们的健康成长带来帮助。（穆宏远整理）

“离巢”心不离

度过“空巢期”

家庭之爱莫成孩子成长羁绊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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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温州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