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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志愿者
致信俄总统

特别热情的中国留学
生丁逸卿给我的印象很深，

不光是因为他帮助我办理了很
多采访手续，比如我采访为开闭

幕式服务的唐晨，须要提前一天办
理网上预约手续；更因为小丁来当志

愿者有很多传奇故事。
小丁是安徽铜陵人，从小养成服务他

人、结交朋友的习惯。3年前，铜陵举办举
重亚锦赛，读高三的他就去当英语翻译志愿

者。2011年，丁逸卿赴美留学，就读于美国普
渡大学航空工程专业。留学期间他更是志愿服

务的积极分子。每年学校迎新他都会去，特别是
热心为一些来自中国的留学新生提供咨询引导。

这次到索契来当冬奥会志愿者让他费了一番周
折。2012 年 2 月冬奥会官网开征志愿者，小丁第一
时间报了名，并通过电话面试，但一直没收到索契组
委会的回音。2013 年 3 月底，他又被要求接受面试。
他本以为马上就如愿了，结果又过了 5 个月，实在忍
不住的小丁给组委会打电话。他对记者说，“因为美国
和俄罗斯有时差，半夜为不打扰室友休息，我把自己关
在卫生间坐在马桶上给面试官打电话。”这期间，心急
的小丁给组委会打过几十个电话，发过上百封邮件，但
都没有回复。10月下旬，小丁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办公
室写了封信，讲述了申请志愿者的经历。结果，一周后
就收到组委会的邮件，他的申请终于通过了。组委会告
诉他：“总统办公室已把你的信转给我们了。”

丁逸卿的志愿岗位换过好几个。开始要他在奥运村
搞接待，后又换了冰球馆等 3个岗位，最后他选择了在
主新闻中心做媒体接待。小丁很喜欢这个岗位，每天工
作远超 8 小时，他说：“最多一天在 MPC 工作了 16 小
时。特别是开幕前几天，媒体都来了，头绪很多，工作
量极大，要处理的事情成百上千件，快累趴下了。”

很多不归他管的事情只要找到他，他也热心去
做。2月3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主新闻中心举
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他想到那里去服务顺便见

见巴赫。但他
的岗位不在那里，他只得向更高一级主管申

请。刚巧那里正需要中文翻译，他获得了许可。因为中
文同声传译临时出了故障，在那里采访的 《新疆日报》
记者姚彤见着他就像见到了亲人。他帮姚彤给巴赫提
问：“像新疆这样冰雪条件好但冰雪运动发展较缓的地方
如何改变现状？”巴赫回答说：“北京正在申办冬奥会，
我相信，如果成功，将对整个中国的冰雪运动的发展有
一个大的推动。”小丁把这些翻译给姚彤，姚彤很满意，
小丁也很高兴。

服务开幕式
保驾运动员

来自澳大利亚堪培拉澳洲国立大学精算专业的唐
晨，是参加开闭幕式的志愿者。我请丁逸卿帮忙填表申
请，采访了他。我们坐在媒体中心二楼的俄罗斯文化茶
座里侃侃而谈。

刚刚获得荣誉学士学位开始研究生学习的唐晨，从
小就有一个体育梦。要是索契来不了，他还会申请做纽
卡斯尔特奥会的志愿者。索契志愿者网申的过程都差不
多，但唐晨说他这次能获得这个机会要感谢一个校友、
博士生杨寅大哥。杨寅在北京就开始争当志愿者，他参
加过夏奥、冬奥、青奥等7次志愿活动。当2012年初索
契网上招募时，杨寅就鼓励唐晨一起参与。唐晨最后是
经过一波三折，迎来柳暗花明，以候补名单进入；而杨
寅未能进入，因为杨寅申请的岗位已满，但杨寅依然来
到索契，尽量地为冬奥会做些工作。

说起参与开幕式工作，唐晨说得眉飞色舞。他主要
是参加跟国旗方阵表演相关活动和运动员入场后的引
导。他们 250 人每人穿着 3 公斤重的衣服组成飘逸的方
阵，每件衣服亮出不同的灯光，从而组成三色或飘动或
伸展的俄罗斯国旗。他给我看手机上存着的他在开幕式
现场的很多照片，兴奋地一一讲解：怎么通过耳麦接受
指令做出动作；怎么协调一致跑步到位；怎么通过游戏训
练基本动作；国旗是怎么变化的，等等。他说，排练开幕式
真不容易，很投入很辛苦，谁也不愿意有失误。所以有点失
误引来众多吐槽，他们觉得很委屈，难以接受。

他说，引导运动员上看台的工作，说起来简单做起
来难。彩排时很简单，运动员由志愿者模拟，很听指
挥。而实际上各国团队有的人多有的人少；让他们坐成
一排，他们却要坐成一团；有个代表团坐了别人的位
置，别人就没有座位了；要他们尽快坐好，他们却都要
同举牌的礼仪小姐合影。为此真的费了不少口舌。

老家在山东东营的唐晨是1月16日告别父母从北京
飞往索契的。他没在家里同父母一起过年，除夕那天下

着雨，几个来自中国的志愿者一起聚聚。
说到这里，他有些停顿和哽咽。但他父母
对他的志愿行动非常支持，他们知道唐
晨从小就是个体育迷。悉尼奥运会时，
10 岁的他天天守着电视看直播。这几
天，他父母每天都关注着冬奥会，那天
从电视直播中在花样滑冰馆看见了儿子
的身影，马上就兴奋地打电话给唐晨。

谈到感受，这几天正忙着闭幕式彩
排的唐晨说，结识了朋友，收获了友
谊，更体会到无私奉献精神。有个朋友
每天忍受着背痛工作，纯粹是因为对开
幕式表演的热爱。他说：“经历这么一次

奥运会，不仅使我这个体育迷跟体育有个
零距离接触，更重要的是学会了不计回报

地付出，再苦再累也快乐。”

热心为他人
享受相聚时

那天我要去“中国之家”，听说路途遥远且不好
走，我就请教新闻中心咨询台的姚波，她也说不清，

带我去找了一个熟悉地理的俄罗斯志愿者。通
过 来 回 的 翻 译 ，

我
终 于 搞
明 白 了 。 我
要采访中国志愿
者，姚波立刻带我去
申 请 台 帮 我 填 写 预 约
表，后来又将我希望采访
的志愿者的微信联系方式发给
我。看上去总是笑眯眯的姚波，
就是这样一个热心的女孩。

姚波在给我的微信中述说了来索
契当志愿者的激动：“1 月 18 日，经过
36 个小时的旅程，我从圣彼得堡来到了
俄罗斯的黑海明珠索契。来车站接我们的
工作人员在去住处的路上一直在兴奋地描述
我们即将开始的新生活。看到路边按大洲命
名的五环，我暗暗对自己说：冬奥会，我来
了！”

在圣彼得堡大学上学一年半的姚波，是第一
次参加这样大型的活动。前台咨询工作对她也是
一种挑战，需要大量的信息储备，即时的语言转
换。她说，好些人因为她这个亚洲面孔的女孩儿可
以用基本没有口音的俄语交流而十分惊奇，她感觉很
自豪。来自各国的志愿者都以奉献精神感动着自己和
大家。她告诉我，信息台不光是脑力劳动，也有体力
劳动。为媒体记者装 3000个纪念背包时，大家开玩笑
说，这个打包现场就是一个“中国工厂”。

索契有专门的志愿者村，在这里，他们有新鲜的生
活，奇异的体验。姚波对我说：“我们在志愿者村4人住
一间房。我的室友是两个俄罗斯女孩和一个瑞典女孩
儿，她们都很开朗。来到阿德勒好多天都没有看到中国
人，没有机会讲中文。每天从一睁眼到睡觉，大脑随时
都要在俄语和英文之间来回转换，于是，我开始了没有
汉语的生活。以至于后来看到同胞的时候，感受到了从
来没有过的亲切。”

姚波对我说，这次志愿工作是她非常宝贵的经历。
因为冬奥会，才有机会享受索契的沙滩、阳光、空气，
还有温暖的冬天；也因为冬奥会，也才有机会和来自
世界各个国家的志愿者成为朋友。他们团队的负责人
是位细心的领导，不论是志愿者的生日，还是中国志
愿者的春节，都会别出心裁地为大家庆祝。她说，
那天她们组的德国女孩儿工作结束，返回德国。分
别时大家依依不舍，相约在以后的奥运会中再相
聚。姚波也希望在两年后的里约夏季奥运会、4年
后的平昌冬奥会还有机会去当志愿者。

走在埃及开罗大学的校园里，修蕊
流泪了。泪水的来由非悲非喜，仅仅是
一种生理反应。

“选择不因局势动荡而退却”

“示威游行大部分在学校外面，对学
生影响不大。”修蕊平静地向笔者讲述，

“有一次在做论文提纲答辩的时候，外面
开始游行。还有一次我正在大学图书馆
学习，又遇到游行。”

2012 年 9 月，修蕊来到开罗大学文
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当时，埃及的局势
并不稳定。在“非常时期”的异国求学
经历里，当地的示威游行令她印象最深。

学生游行的事发地点往往在校园里
面，而修蕊的泪水正是源自“不由分说
便迎面而来”的防暴辣椒水，即催泪瓦
斯。“学生游行时，警察会进驻到学校
里。”

谈及留学选择，修蕊直言，“神秘
的”埃及是学习阿语专业的学子们“最
向往的地方”。而大三时在突尼斯做交换
生的经历也促使她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自己选择的路不能因为局势动荡就退却
了。”修蕊一笑。

“千塔之城”的简单生活

“做好心理准备也就不觉得苦了。”
在突尼斯一年的生活经历帮助修蕊很快
地适应了新的环境，“说实话，这次出来
并没有感觉在异国，很习惯。”

住合租的公寓，乘巴士上学，课余
时间看美剧当做消遣，周末去在当地工
作的朋友家串门聊天，修蕊的留学生活
日复一日地简单重复。即使是春节，也
不过是“到中餐馆吃顿饺子”。

作为留学生，修蕊亲历了当地的宗
教文化。“斋月里，白天街上没有人，夜
里开斋以后人们才开始活动。开斋时，
清真寺或者富人家门口会摆几张桌子，
给穷人、路人准备开斋饭。街上也会有
免费的食物和饮料发放。”

在开罗，宣礼塔是随处可见的建
筑。修蕊耳边清晰而准时的“宣礼声”
提示着城市里的居民做礼拜的时间。修
蕊觉得，在对象国的“亲身体验”和

“感性认识”对语言学习的帮助是无处不
在的。

“标准语”和“方言”

“平时说‘标准语’会被笑话，但是
‘方言’又不会说。”据修蕊介绍，阿拉
伯语分为“标准语”和“方言”，“方
言”迥异于常用在正式场合及书面的

“标准语”。
4 年本科，3 年研究生，修蕊虽然在

国内经历了7年的阿拉伯语学习，但“方
言”的存在仍然给她造成困扰。“文学院
本科是用‘方言’授课。研究生毕竟人
数少，在办公室上课，老师应我们这些
留学生的要求尽量用‘标准语’讲课。
课堂讨论则完全用‘方言’，很难听懂。”

“虽然有时上课会听不大懂，但是只
要学习态度好，多追问，就会渐渐被老
师重视，同学们也很愿意提供帮助。”与
身边的人日渐深入的交往，让修蕊体验
到了他们的温暖，“阿拉伯人很热情，老
师课下会直接把我的本子拿过去帮我写
一些笔记，同学们下课也会借给我课堂
笔记，并为我解答问题。”

在校期间，修蕊选修了文学方向的
专业课，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等。

“每门课期末都会有论文作业。”在一个
月之内完成 10页的学术论文带给修蕊的
不仅是“痛苦的修行”，更是“真真切切
的语言水平的提高”。

毕业在即，短暂的寒假里修蕊顾不
上休息，积极地与她的导师沟通，投入
到毕业论文的写作之中，享受着最后一
段“苦中作乐”的留学时光。

修蕊：
“非常时期”的
埃及留学之旅

穆宏远

百年留学 邓小平:邓小平:

留学素描

1920 年 9 月 11 日，邓小平 （1904 年—
1997 年） 和其他近 200 名勤工俭学学生，
从上海坐邮船驶赴法国。抵达后，他被送
到法国西部诺曼底的巴耶中学，补习法
语。

按照原定计划，他们将在掌握了充分
的法语知识之后，再学习正常的中学课
程。但是，邓小平在这里只读了 5 个月的
书。为什么？没钱了。

为谋生，1921年4月，邓小平来到一家
名为施奈德的钢厂工作。他的雇佣登记卡
片上注明，日工资是 6.6法郎，比学徒工还
低，一个星期至少要工作50个小时。

邓小平在施奈德工作时是当翻沙工或
去“拉红铁”，戴上石棉手套，将火红的钢
板拉出来轧钢，再通过传送带，把沉重而
炽热的钢板运到车间的另一处。同学王若
飞在日记中写道：“连日天气甚热，厂中尤

为干燥，遍地都是泥沙，大风过处，沙即
腾起，着手面上，为汗水所粘凝，偶一拂
拭，其状怪丑怪可笑。”

干了3个星期，邓小平辞职。后来他到
巴黎东南约100公里的一个城镇的橡胶厂工
作。在此，邓小平做的活很简单，就是把
鞋子的各个部分粘合起来。工资每日 10 法
郎，星期日休息，星期六只做半天工。每
月净收入为240法郎，付出90法郎伙食费之

后，还剩下150法郎。
最难得的是工余之外还有了正常的享

受。有一次，邓小平为了看一场国际足球
比赛，狠狠心，花了5个法郎买了一张最便
宜的门票。

橡胶厂有 40 多个中国学生。工厂搭了
一座木棚，作为他们的栖身之地。就是在
这个工棚，邓小平认识了蔡和森、周恩来
等革命者。

1923年6月，邓小平被选入旅欧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在开始革命生
涯后不久，他就得到了一个雅号：油印博
士。这从许多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中都
能看到，主要是因为邓小平非常认真地在
蜡板上刻写旅欧支部的半月刊 《赤光》 上
的每一篇文章，并且负责油印工作。有时
候，邓小平也为《赤光》撰写文章。

留学岁月和“油印博士”
熊 建

留学岁月和“油印博士”
熊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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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红深

索契冬奥会新闻中心，左侧咨询台一长排有十来个位置。走到第

一个位置前，我听到了中国话，原来这是一个中文服务工位。听到家

乡话，我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后来在很多地方，我都会碰上那种熟

悉的乡音，大多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或学中文的俄罗斯等国的青年

在说中文。比如在“中国之家”，就有来自俄罗斯几个大学的12位志

愿者。索契冬奥会共有25000
名志愿者，这里讲几个在不同国家留学

又同时在索契当志愿者的中国留学生的故事。

直击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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