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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环保是每一个人的使命

去年冬天，雾霾笼罩了半
个中国，部分海归无法适应国
内的环境。海归申一说：“在澳
大利亚待了十多年，已经习惯
了当地的清新空气，并不觉得
有何特别之处，但回国之后，
发现自己逐渐患上鼻炎，去北
方城市出差时，更是被满天的
乌 云 和 混 浊 的 空 气 吓 了 一 大
跳。”

有感于国内环境状态的急
需改变，今年 3 月 21 日，欧美
同学会主办了主题为“PM2.5
应 对 与 创 业 创 新 ” 的 学 术 论
坛。与会人员共同探讨 PM2.5
的成因、预防办法及紧急应对
措施，同时，鼓励海归在创新
创业过程中，低碳出行，低碳
生活。目前，环境保护部修改
草案工作已基本完成，近期将
报送到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新

东方创始人徐小平在出席欧美同学会主办的“未来三十年
——海归使命论坛 ”时发表演讲：“促进环保、清新空
气，这是每个人的使命。”

为治雾霾利用所学大胆创新

海归作为我国精英人才的主力军，面对国内日益堪忧
的空气质量，纷纷献计献策。海归不仅主办学术论坛，而
且积极使用各种方法，努力改善环境。

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后徐海研发出一种炭基新材料，获
得美国的发明专利。据介绍，PM2.5 带正电荷，用炭基新
材料做成的维舍卡颂石永久携带负电荷，能持续有效地吸
附 PM2.5，且吸附有害气体的效果比同类产品高出 20 倍，
并作为环保装饰的新材料可实现回收再用。

与此同时，留学加拿大的梁知伦则带来净化PM2.5雾霾
的“立体绿化门窗系统”。梁知伦采用全新的材料和新型的窗
扇窗框设计在门窗上栽种各类长青和时令花卉植物，使其能
对窗外空气中的 PM2.5 颗粒物以及各种气态化学类污染物
进行吸附降解，净化入室空气，同时减少城市噪音污染。

创新创业抢占环保市场先机

如今，越来越多手握尖端技术和专利的海外人才回国
发展。针对国内如今重视 PM2.5 数据的现状，在美国工作
创业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带回关于空气检测方面的最新技
术。某风投公司负责人了解海外精英的回国创业项目后
说：“这些项目都很尖端，而且很多具有可操作性，一旦产
业化，能够较快产生效益。”

目前，聚光科技 （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处于环
保领域领头羊的地位，身为该公司执行总裁的姚纳新是一
名海归，多年的生物工程学识让他看到未来国内环保产业
的广阔前景。海外归来后，姚纳新专注环保和安全监测领
域，研发生产适应中国市场需求的分析和测量产品。尽管
目前国内环保市场并不旺盛，但姚纳新表示：“只要企业坚
持走创新发展之路，提升核心竞争力，抢占国内环保产业
的先机不是没有可能。”

6月22日，历时20载的北美棕榈泉国
际短片电影节，迎来其最佳短片大奖的首
位中国获奖者——李雅弢。获奖短片《活
下去》 将被报送明年奥斯卡最佳短片奖。
5月底，他从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学院电影
制作专业顺利毕业。

合适时“离开”

2005 年，这个想读中文系的理科生
“误打误撞”进了北京师范大学影视系。
接受了 4 年的“鼓励式”教育后，2010

年，李雅弢自信地离开中国“看一下外面
的世界”。

走进国外的课堂，他发现，老师并不
“好说话”。“每个作者要向全班推介项
目，如果你的项目不够吸引人，对不起，
不让你拍。”李雅弢笑着说到，“但我们组
经常被选上。”

“观众会喜欢你这么拍吗？”老师还会
在创作过程中一再追问。渐渐地，观众的
重要地位在李雅弢心中确立。

在创作心态上，与早些年出国学电影
的“前辈”明显不同，李雅弢不再觉得外
国什么都好，也不再紧盯“中美文化冲
突”这一类题材。他喜欢尝试不同类型的
影片，观众也总能在其中发现“真善

美”，《后台的秘密》便是如此。

作品先“归来”

随着中国视频网站兴起，微电影火
了。这意味着，可供年轻人自由发挥的机
会更多。2011年，李雅弢把入学后的首部
作品《后台的秘密》（7分钟） 传上了优酷
网，成为向国内投片的最早一批留学生。
很快，他的作品被放在首页推荐，除了赢
得网友的一片好评，他还获得了回国拍摄
短片的资助，也就是 《催眠者》（15 分
钟）。“拍的时间越长，露怯的机会越
多。”结束国内的工作，李雅弢很快回校
潜心学习。

两年后，他再次回国筹备毕业作品，
也接拍一些宣传视频。相比于刚走出校园
的学生，他“把自己的心态放得比较
低”，努力平衡着客户的要求与自己的追
求，他相信“好的东西是谁都觉得好
的”。那些不断修改的过程加强了他对作
品的判断力。

还不是“导演”

近年来，出国学电影的人越来越多，
国内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对像李雅弢这样
想在编剧和导演方面有所发展的年轻人来
说，回国运用母语创作是很自然且必然的
事。

交谈过程中，他常把“挺好”挂在嘴
边，却从来不把这两个字用在自己的作品
上。创作 《活下去》 时，李雅弢改了 17
次稿，“还不算满意。”

“现在看好电影经常哭。”李雅弢笑着
说，“它怎么这么好，我什么时候才能编
得这么好？”与优秀的导演相比，他自认
为差了一大截，“ （我的作品） 还没进电
影院，我还不是导演。”

李雅弢在《活下去》的花絮里写道：这
是我8年来的梦想，那就是拍一部电影，即
使它很短，它仍然是一部电影。

近日，由来自上海不同行业的白领精英组建的
国内首个美式脱口秀喜剧中心——茄子喜剧中心，
在黄浦区卓唯创意园陶艺谷正式挂牌。随着华裔脱
口秀表演者黄西的走红，起源于欧美酒吧文化的脱
口秀渐渐被大众所了解，并逐渐在北京、上海、深
圳等地流传开来。

工作之余开创品牌栏目

一个人、一个麦克风，用各种幽默的技术把台
下观众逗笑的脱口秀，虽在欧美已盛行多年，但在
中国却刚刚起步。

从芬兰留学归国的俞振中在一次社团活动中认
识了同样喜欢脱口秀的刘洪伟、Pencil、倾诉哥、万
彼得，他们都是来自上海的白领精英，有着稳定的
工作。开始，5 个人经常聚在一起讲段子，说脱口
秀。慢慢地，几个人开始琢磨着能不能开创属于自
己的脱口秀品牌栏目。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一
支属于他们自己的 “茄子脱口秀”诞生了。俞振中
解释说：“茄子是照相时摆出欢乐口形常说的话，希
望观众听脱口秀时也能笑口常开。”他们每周六都会
聚在一起表演脱口秀，两三个月会举办一场大型剧
场。现在，他们的团队从“居无定所”到今天已经
有了固定的演出地点和一批忠实的粉丝。

将生活过程“段子化”

“因为受众都喜欢听真实而非虚构的故事。”俞振
中总结道，“脱口秀不是讲段子，而是把生活过程段
子化。”在队友万彼得眼中，幽默是每个人看待世界
的不同角度。一个有趣的段子，让观众每 20 秒就笑
一次的同时也让大家学会如何换角度观察生活。

为了寻找更加贴近观众生活的段子，他们每天关
注新闻热点，也注重对生活中点滴的观察。俞振中还
在微信里建了一个笑话爱好者群，并且制定一条规
定：想要保留群成员资格就要至少每天写一条有趣的
段子。如果谁能一周出5分钟有趣的笑话，就有机会
在“茄子周末秀”的“开放麦”环节做表演。这种方
式不仅为“茄子”团队积累了不少素材，也让 “茄
子”队伍开始不断壮大起来。

探索“中式”脱口秀理论

目前，脱口秀在国内刚刚起步，一切还都是“摸
着石头过河”。 他们自费学习相声等喜剧表演形式，
而几本英文版的脱口秀理论书籍则是他们“啃了又
啃”的经典教材。

在国外的时候，俞振中所接触到的脱口秀都是非
常注重逻辑和观点的美式脱口秀，但脱口秀想要真正
深入到寻常百姓中，除了内容要贴近生活以外，还需
要去探索中国人的幽默思维。其实“茄子”还有另一
个目标，就是摸索出适合国内脱口秀文化发展的理论
和体系后，复制更多的脱口秀俱乐部，培养更多的喜
剧幽默人才。

海归组建脱口秀团队组建脱口秀团队

在家门口在家门口

感受另类幽默感受另类幽默
牛俊梅牛俊梅 姜国玺姜国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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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雅弢：

在合适的时候离开
在最好的时候归来

孙彤昕

学会和社会相处
齐 心

6月 26日，媒体报道了一名常州籍海归男子回国后遭遇爱情
事业双失败，为筹措生活费三次持刀抢劫，最终被依法逮捕的新
闻。一些海归因为回国后面临国内外文化、人际关系差异与求职
方面的不顺遂，从常人眼中的“明日之星”成了“问题海归”。

近来，听到一些有关海归的负面新闻，大抵
都不离社会失意这一事实前提。

带着出去“镀金”的初衷，有的海归回来却
发现与国内众学子相差无几，各种不适应与随之
而来的社会压力，使得海归群体心理上承受更多
负担。

我们默认海归为精英。然何为精英？怕不只
是智力上的超群吧。情商的高低，或许能够决定
一个人走多远、飞多高，而这才是更可给予期许
的精英。

现实的骨感，教给海归精英的应当是勇敢直

面、努力上进，而非怨天尤人、自暴自弃。面对
社会现实，海归应当能够把握好自己，处理情
绪，找到位置。这也适应于社会中的其他人。

失意海归失意海归如何自我调适如何自我调适
徐 鹏 刘 璐

近日，欧美同学会
关于 PM2.5 的建议，引
起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
资源委员会的高度重
视。环资委法案室将建
议转至环境保护部法规
司，该司法规处在修改
大气法时采纳了相关意
见。海归们参与环境问
题日益积极而有效。

“我们的目标是：传递快乐，让1亿人笑”。图为
茄子脱口秀5位主创。 图片来源：中新网

理想丰满 现实骨感
海归回国落差大

2014年毕业季，预计有35万海归同国内727万应
届毕业生一起竞争就业。原本含金量十足的海外文
凭，在国内外学生扎堆学习的热门专业上，并未成为
海归找工作时能够加分的砝码。海归本想出国“镀
金”，提升自我实力，回来却发现自身所学成了“普
遍技能”，归国后，自己的留学经历没能起很大作
用。实际上，国内教育逐渐同国际接轨。在国内大学
生各方面的素质都有了较大提升的同时，海归数量的
递增与整体质量下降，这使国内招聘单位对海归并不

“感冒”，而更看重个人潜力和岗位需求。
出去留学，社会各方面本身就对其抱有更高期

待。这种高期待与回国适应期碰撞在一起，加剧了海
归工作、生活、社交等方面的压力。理想与现实的落
差下，一些本是社会重要精英的海归沦为职场失意、

社交失联、文化融入困难的弱势群体。

量体裁衣 不乱跟风
提升自我最重要

“地球村”的出现极大地缩小了国内学生与海归
之间的知识沟与视野差距。国内国外的课堂所学已然
没有太大差距，这时候，家长和孩子就要从实际需要
出发，理智决定留学的必要性。国内某著名高校的李
明 （化名） 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学习金融，但因为无
法适应国外的课程设置与学习节奏，两年的课程只学
了一半就偷偷地跑了回来，靠着爷爷的资助跟着狐朋

狗友混日子。被父母发现后，家里通过关系给他介绍
了很多工作。但因为一年浑浑噩噩的生活，高不成低
不就，与社会脱节严重，从一个高材生变成了一事无
成的“逃学海归”。

某教育机构的咨询师徐毅认为，海归在国外学
习、生活时就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借鉴前人经验教
训，不能单纯为了满足家庭、社会的期待，或是为一
纸文凭而学习。同时，不能割裂与国内的联系，时刻
把握国内市场动向、理清国内雇主需要什么样的能
力、求职时突出自己的职业目标等。总之，海归们不
仅仅要分清自己的优劣势，还要树立起自己的信心，
保持一颗平常心，脚踏实地，相信自己的事业会朝着
理想的方向发展。

放低身段 调整心态
高智高情助成功

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功利教育虽在短时间内催生
了 大 批 专 业 技 术 人
才，却忽视了高智商
群体的情商教育。海
归 杨 女 士 为 换 工 作 ，
托人找关系，最后工
作没解决，10 万元的
所谓“疏通费”也跟
着所托之人一起消失
了。国外相对简单的
工作与社交环境教会
留学生不同于国内的
处事方式。归国后文
化环境的突变，要求
海归在贡献智慧的同
时，能尽快融入新的
社交圈层，建立新的
人脉关系，找到归属
感。情商与智商的不
匹配，使得一些海归
缺乏社会经验，无法
处理好归国后的种种
不适。长此以往，价

值观念冲突加剧，人际关系越发疏离。这种因为心理
调适能力缺失导致的海归与社会生活的格格不入，不
仅使海归本人承受孤独郁闷等痛苦，也为社会埋下了
不安定因素。

某消费品行业的业务总监于丽娜在谈到海归的心
态调整问题时说：“企业在雇佣海归人才时，已经不
再把学历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就职后对团队的融
入、面对压力时的自我调节都非常重要。”因此，海
归应适时褪去“身份”光环，放低身段，对自己和他
人有一个客观的认知与评估，用一个成熟的心态应对
新环境中的各种问题，靠智商，也靠情商，更加从容
地适应自己的工作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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