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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胤羽：
从零开始 登高望远

“我是从人力资源跨专业申请金融数学
专业的。全新的专业需要我推翻之前积累
的文科的思维方式，构建数学思维和逻辑
思维。这是一个比较难受的过程，也是从
零开始的过程”。目前就读于美国康涅狄
格大学的陈胤羽这样描述他从零开始的
留学生活。

一切从零开始意味着他需要在之前所
学专业的框架基础上，重构崭新的知识体系。
新的专业不仅需要重构知识体系还需要创新和
交叉式结合。这是他在过去一年多的学习生涯中
最大的挑战，也是他出国留学一年中最大的成长。

此外，真正地以一个能自理的社会人身份在异国他
乡生活一年多，是他在学习之外最大的修炼，这也需要

从零开始。陈胤羽说：“走出国门后，语言、文化
等的差异，融入美国的生活圈子，并没有想象

中那么简单。吃不惯西餐，也不可能总下馆
子，我开始迫不得已地下厨房炒菜做饭，
很多在国内从未沾手的活在国外倒显得
再正常不过了。从租房、做木匠活、安装
家具、修车，到和老外们打交道、照顾领
养的宠物猫等。”事无巨细，能自己干的
都自己干。在快节奏的学校生活和高密度
作业堆积的情况下，合理地分配好各方面

的时间配额是他必须要掌握的一个技能。经
过这一年多从零开始的留学生活，他能更好

处理学习、生活和运动的关系，也对自己的未
来有了明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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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国他乡求学的道路上，海外学子不

仅承载着自己的理想，也寄托着全家的希

望。在丰富的求学经历和酸甜苦辣的成长过

程中，留学生们怀揣着梦想，坚强、勇敢地

生活，在砥砺中不断成长。

他们从零开始，从学着做一顿家乡菜开

始，从不断提高自己开始。面对陌生的环

境，他们克服语言的难关与环境的不适，一

步步融入当地的圈子，独立地解决迎面的问

题。更重要的是，留学生作为中外文化传播

的桥梁，在成长之路上他们也不忘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播。

推开大门，展望海外学子的生活。未

来，留学生更会在期盼与梦想下自强。

在路上
齐 心

孙嘉伟 类晓冉

王莹：从克服语言关开始

“对我来说克服语
言关是我在国外成长
最重要的一部分。”对
于就读于
尼亚加拉
学 院 旅
游酒店管
理专业的

王莹来说，
刚到加拿大
的每一天对

她来说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考验。
国外完全不同的语言环境让她对周
围的人和事变得小心和谨慎起来。“第一次
坐公交车，第一次去超市，第一次去银行，甚
至第一次去学校图书馆借电脑都是要做足
充分的心理准备才去的，生怕从我口中说出
来的英语是别人听不懂的，也怕别人说的英
语自己听懂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虽然在国内考过了雅思，也做了相应的
口语训练，但真正融入这里的环境还是要花
很多的时间，幸好有朋友的帮忙。王莹说：

“一开始上课听不懂，作业不会做，但是好在
身边还有在这里待过一两年的朋友可以帮
忙，这时候总算是明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
朋友的意思了。想起之前在国内做的很多
傻事，才知道要多谦虚地面对身边的人才能
得到别人的认可。在国外的这半年，我迅速
成长。”

孙晓晨：从学会独立开始

在国外，期末成绩不是决定性的，无论
是日常的出勤、平时的作业、课堂演讲、期末
论文都是一样重要的。因此任何一门课想
拿到好成绩，都需要每一个环节的不懈努
力。对于就读于加拿大排名前十的达尔豪
斯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孙晓晨来说，进入新的
学期，课程难度有所增加，几乎每门课都需
要做陈述，写论文。身边的中国同学纷纷放
弃或者找国外同学代写，孙晓晨不免也有些
退缩。但是她没有忘记当初出国的目的，就
是想感受国外的学术氛围。“即使在一群外
国人中我没有任何优势，我依旧愿意付出加
倍的努力来修好每门课程。当然，我也收获
了很多，主动与教授交流的勇气，与外国同
学更多地接触机会，还有许多学术上的提
高。同时大量的阅读也使我的英语写作有
所进步。不论最后的成绩如何，我为自己的
勇气、坚持而骄傲。”

除了学习上独立刻苦之外，生活上独立
的孙晓晨努力地让她留学生活的每一天都
多姿多彩。在周末或小长假会与同学结伴
到周边旅游，领略加拿大的风土人情。孙晓
晨说：“学校时常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也会
提供各种有利的学习资源。在
业余时间，我会去琴房练琴，或
者与朋友去看场芭蕾舞剧，培
养艺术情操，丰富自己的生活，
让自己每天都能够灿烂开心地
生活。”

王甲：从做家乡菜开始

身处异国最难解的是乡愁，
“家乡菜”这三个字对海外的留学
生们来说是备感亲切的。在外留学
的学子们能吃到一次家乡菜，脑子
里回忆的是故乡景，嗅到的是家人
的气息。留学生大多会经历初到国

外对他国食物的不适应，下馆子的高花
费，快餐的不健康，这令不少中国留学
生感到苦恼。

因此，煞费苦心寻找自己合口的家
乡菜几乎成了每个留学生在海外的必经
之路。不仅仅解饮食之忧，乡愁之苦，
对于只身一人在异乡的留学生而言，也
是一种生活技能的学习和历练。 在加
拿大留学的王甲一说起家乡菜就特别激
动，他说：“来到加拿大后，一开始就
是吃快餐和学校食堂，西方人的口味与
我们中国人还是不同的，我肯定会想念
家的味道。之前我并不会做菜，但是我
回家的时候跟家人学了几手，回到学校
和同学们一起分享。”

现在，他与同学在白天提高效率复
习功课，晚上回来各做几样家乡菜，体
验不同家乡的各种味道。中国留学生的
聚会也吸引了很多平时上课很少露面的
外国学生。

王甲说：“我现在经常自己一个人
就能在宿舍做饭，有时不忙了，中国的
同学就聚在一起吃晚饭。包个饺子聊聊
天，买上几瓶啤酒，拌几个各自擅长的
凉菜。在加拿大的这几年，我品尝到了
来自中国五湖四海的同学做的家乡菜，
对我们而言，在海外做一道家乡菜不仅
是缓解思乡，也让我们认识了更多的朋
友，知道了更多风土人情和生活技能，
自己也在不断成长。”

虽然，口味的不同和距离的遥远让
海外的学子难以适应，但在学业压力大、
时间安排紧的求学生活中，有一群彼此
挂念和抱团取暖的亲朋好友，做一顿地
地道道的家乡菜，让海外的中国留学生
在自力更生的同时心中更是充满温暖。

许熙轩：从挤时间开始

就读于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的许
熙轩是严格的时间管理者，来到美国
后，语言交流是难关，在此之上，
还要应对严格又复杂的各类考试。

早 上 6 时 30 分 起 床 背 单
词，然后去上课，下午则要复
习当天老师讲的内容。“熬到
深夜学习是经常的事，但是
我觉得，既然有机会来到这

里学习，就不能辜负父母在家
的期望。要对得起自己，所以

要利用时间学习。”许熙轩说。
今年，许熙轩就放弃了回家乡过年

的想法。他说：“国内的朋友们都在欢天喜地迎新年，而我却在复习
考试，而且还要准备4门功课，写论文赶作业。朋友圈里的同学们不
是在讨论春晚就是抢红包，不断发来的祝福信息有时候我都没能及
时回复。”

平日里同学们的问
候，我都利用午餐的时间
与他们聊天，边吃饭边拿
着手机，这种交流方式应
该是最快捷也最省时的
了。有时候，家人也会抱
怨我说不与他们视频聊
天，但真的是感觉时间不
够用。我觉得现在最关键
的是如何提高效率，挤时
间学习，挤时间娱乐。”
许熙轩说。

许熙轩 来 到 美 国 求
学是为了圆自己的农业
梦，他也一直秉承着信
念 、 坚 持 学 习 和 生 活 。
在他看来，在外留学不
仅 使 自 己 离 梦 想 更 近 ，
也一步步地见证着自己
的成长。

身在异国他乡
不忘传统文化

杨晶茗 部景雨

撰联/书法：徐竹漪（91岁）

图为就读于俄罗斯联邦财经大学的各国留学生聚会合影 图为许熙轩（左一）与同学聚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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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留学生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之
一，在文化的继承和传播等方面发挥着不容小觑的
作用。留学生在国外各种形式的节日庆祝活动，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以及传播显得尤为可贵。

王凯：走得再远传统习俗也不能丢

“身处异国他乡，一个人过节难免孤单。虽然不

能回中国过年，但传统过春节的习
俗可不能少。”留学日本的王凯说
道：“不管在哪过年，新衣服都得
穿！新年第一天穿上新衣服祈盼着
在新的一年里能吉祥如意。”他来
日本三重大学读书已经两年了，其

间也没有回家过春节。虽然每天10小时的学习生活
让他很疲惫，但一想到过年，他还是充满热情。

“由于平时学习太忙，每周仅有一次休息的机
会，但一般情况下我们宁愿选择待在宿舍也不想出
去逛街。但现在不同了，以前在家过年的时候爸妈
总会给我们姊妹 3 个人准备新衣服，现在学习虽然

很累，但毕竟是过年了，还是应该把自己
打扮一下。我还特意买了条红色的围巾，
增添个喜庆的元素嘛。”王凯说道。

王凯还与同学校的几位中国留学生一
起准备了年夜饭。王凯说道，虽然他们几
个厨艺不是特别棒，但年夜饭不能少。这
次过年，该有的习俗他们都一样一样地准
备好了。

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国
门，接受国外的教育，也渐渐适应国外的
生活。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些留
学生心中的分量却只增不减。尤其遇上
中国的传统节日，这些海外的学子往往
是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化作对传统
节日的坚守，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属于自
己民族的节日。

张笑寒：展示中国特色是我们的责任

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有着过春节的
习俗，主要是指一些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东南亚
国家，例如越南、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
等。这些国家都把春节列为了法定假日，不过在不
同的国家，春节的庆祝方式有所不同。

“这里不仅有中国留学生，还有越南、蒙古的留
学生，他们也过春节！”在俄罗斯联邦财经大学读国际
金融专业的张笑寒在大年初一的聚会现场给我们发
来消息。来自中国、越南、蒙古等庆祝春节国家的留
学生齐聚一堂，特色的民族服饰、别具风格的节目表
演、亲手制作的各国美味小吃给了在俄罗斯联邦财经
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一个丰富多彩的大年初一。

“我们写了对联，还包了饺子，所有的学生都可
以来吃饺子，体验写春联，向各国的留学生展示我
们中国的特色。还有很多过春节国家的留学生在一
起，看到了其他国家不同的庆祝方式，虽然在庆祝
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是大家都很热情，好像是庆祝
共同的节日。”

在庆祝春节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凸显了其强大的凝聚力和包容性，海外的中国留学
生都在以不同形式庆祝着春节，将中国传统的饮
食、服饰、语言习俗等推向海外，以其强大的生命
力提升文化软实力。中国的传统文化扎根于每位海
外学子的心中，对传统节日的高涨热情、对传统习
俗的改革和创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无不鼓
舞着每位海外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