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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曾有一次乘火车赴苏格兰旅行。在
列车上，我摊开地图，尝试着查找一家事先预
定好的青年旅社的具体位置。几经查询，却没
有任何头绪，我只好向坐在旁边的一位中年男
士求助。这位男士告诉我，那家旅社离火车站
有些远，不容易找到。听了他的一番话，我有些
不安。这位男士似乎也看出了我的心事，又接
着对我说，等会儿下了火车以后，他的妻子会
开车来接他。到时候，我可以搭他们的车去旅
社。随即，这位男士掏出手机，将我的情况和所
要前往的旅社在电话里告知了他的妻子。

我和这位男士走出了火车站，看到他的妻子
早已在停车场等候。当乘坐这对夫妇的车来到青
年旅社门口后，我向他们表达了感激之情。这对
夫妇一直看着我，直到我走进旅社的大门，他们
才重新启动汽车。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苏格

兰人的热情，令我发自内心地感到温暖。
其实，旅行中还有很多难忘的画面闪现

在我的脑海中。当我来到一个小镇的车站
前，正在那里等候公交车的乘客会向我问
候；当我漫步在一座小城的街头时，偶遇的
当地居民会热情地与我聊起英国多变的天气。

那一年，我来到了本内维斯山，这里是登山
爱好者的圣地，因为它的主峰是全英国最高的山
峰。我抵达山脚下时已经是下午了。我定下冲向
山顶的目标后，很快便踏上了登山的小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但主峰依旧离得很远。在我休息了片刻并准
备继续前进的时候，一位下山的登山者来到
了我的面前，他关切地询问我是否准备要去
山顶，我点了点头。这位登山者立刻对我
说，天快黑了，继续往山顶走的话会有危

险。起初，我还是不肯放弃，但接下来遇到
的几位登山者也同样主动前来劝我停止攀
登，他们的体贴与关心使我不再固执。于
是，我转身沿原路朝山下走去。

我回到山脚时，有几名登山者正坐在路边休
息，他们看见我后马上问我是不是刚从山顶归来。
面对他们高涨的情绪，我决定撒个谎，回答“是
的”。顿时，这几名登山者为我的“成功”鼓掌欢呼。

如今，回想起在英国留学期间的旅行，我
不禁为那些给我带来温暖的陌生人而感慨。虽
然我与他们以前从未谋面，但那些陌生人和我
在旅途中的相遇却酷似多年好友重逢般的熟
悉而又亲切。其实，如果一个留学生在完成学
业的同时，能够适当地走进和深入英国社会，
体验和融入英国人的生活，那才能真正体会到
英国文化的内涵。

那些亲切而又熟悉的陌生人
陈 宁

近日，一组由美国留学生杨辰
歆手绘的《不要等时光也老去》漫画
走红网络。该漫画描绘了祖辈间的
日常生活，浓浓亲情戳中无数网友
的泪点。在国内时，学子的父母长辈
会为自己料理好一切；但是，到了国
外，学子的衣食住行都要靠自己解
决。身处异国他乡，海外学子的饮食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呢？

众里寻“家”肴

“刚到加拿大时，我有点不适
应，尤其是在饮食方面。后来，我
发现学校附近的中餐馆挺多的，也
有很多中国超市。”3 月 25 日，刘
筱接受了笔者的采访。今年已经是
刘筱在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求学的
第二个年头了。

“其实，我自己偶尔也做饭，
但是不好吃。虽然饭馆里的饭菜比
自己平时做的好吃，但还是感觉和
家里做的不一样。”刘筱说这话时
接连向笔者发来了好几张她和朋友
在中餐馆吃饭的照片。

“在外吃饭贵”是海外学子普遍
达成的共识，很多留学生都表示很
难接受中餐厅昂贵的价钱。同时，国
外的饮食结构与国内差别很大，超
市里面卖的菜少肉多。留学生为了
方便实惠，有时会将超市卖的半成
品直接带回家加热后食用。

“我现在吃饭都是自己解决。
我在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菜谱软件，
吃饭的问题基本就不发愁了。我的
手艺不能说好，但毕竟还算凑合。

起码我觉得至少比老外强多
了。”衣靖旸边说边向笔者展
示手机里下载的菜谱软件。

2014年12月，衣靖旸远赴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求学，所在
寄宿家庭的生活习惯与他的生
活习惯有着极大的差异。在“将
就”两个月之后，衣靖旸选择从
寄宿家庭里搬
出，独自居住。

“我搬出来之后，饮食
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
我还经常邀请我的外
国朋友一起聚餐呢。”

从当初“含泪”研
究各种菜肴的做法，到
后来“笑着”烹饪出各
种中外佳肴，衣靖旸只

用了不到
一个月的

时间。“可能我有做菜的天赋吧。不
过刚开始学做菜时，我也闹了不少
笑话。第一次做肉末粉条时，粉条没
熟透。当时是我的朋友先尝的，结果
俩人都说好吃。”衣靖旸发过来一连
串“笑哭”的表情。

“味”是故乡景

加拿大的高税收众所周知。目
前，王宇琦在加拿大圣克莱尔学院
就读，她所在的安大略省只一项消
费税就高达13%。不过，生活中需
要的一些必需品，比如牛奶、鸡蛋
都是免税的。“逛超市时我都尽量
买那些免税的商品。回家后，我会
尝试用做中餐的方法去处理这些
菜。出国前就掌握的做饭技能终于
在加拿大‘发光发热’了。”王宇
琦很自豪地说。

海外学子独自在异乡生活，最现
实的问题就是“吃”。不当家不知柴米
油盐贵，“体谅父母的艰辛”和“珍惜
自己拥有的一切”，是他们在独立生
活的过程中发自内心的感悟。

吕方舟在 2013 年夏天远赴加
拿大圣凯瑟琳市深造。“以前在家
的时候，总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现在每每去超市购物的时候总会在
意一下蔬菜是不是又涨价了，这盒
肉是不是够新鲜……每到这时我才
能体会到父母平时为我准备一日三
餐的不易。每次看到家乡的菜，都
会回忆起故乡的景色，这个时候也
尤其想家。”吕方舟说着叹了一口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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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9日，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主办的“2016英国杰
出校友大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圆满落幕 （上图）。经过几个月
的激烈角逐，来自中国的9位杰出校友从全球800多名申请者
中脱颖而出，成为大奖候选人。最终，凌一凡、肖盾和郑建
伟分别荣膺“职业成就奖”、“创业精神奖”和“社会影响力
奖”。

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视觉传达专业的凌一凡荣获
“职业成就奖”。她有着10余年的从业经验，在海内外共出版
了超过20本漫画，其中3本荣获国际大奖。她的在线日式漫
画故事 《渡灵》 已有超过 110 万人次阅读并将被改编成电视
和电影。凌一凡说：“这得益于在伯明翰城市大学的学习时
光，让我的艺术技能更加精进。”

“创业精神奖”则由英国剑桥大学理工硕士肖盾获得。凭
借在教育技术领域超过 8年的经验，肖盾联合创立了国内最
早的教育应用开发公司之一Dun & Huang Ltd。此外，他还
创建了在线作业平台 “一起作业”。剑桥大学的学习经历培
养并增强了肖顿的领导能力和商业判断力。“房子、车子是有
价的；但是，去英国学习的机会是无价的。”肖顿获奖后坦
言。

“盲人教师”郑建伟获得了“社会影响力奖”。郑建伟是
埃塞克斯大学“针对非母语人士的英语教学”（TESOL） 硕
士，是中国西南地区首位参加雅思考试并在国外深造的视障
人士。他不屈从命运的安排，以不同寻常的意志力完成了从

“盲人按摩医师”到“英语教师”的华丽蜕变。“要面对自己
的不足，用心和学生沟通。”这是独特的英式教育带给他的新
思维。

近日，美国《星岛日报》报道，中国学生蜂拥而来入读美国学府，骤
眼看来这股浪潮似乎对双方都有利。不过一些中国留学生发现，他们
仍然与美国同学隔绝或是自成一圈；一些人难以融入班级或跟上课程
进度。那么在异国他乡的海外学子应该如何融入当地社交圈呢？

交流时会遇到什么困境？

“在融入当地的社交圈时我遇到过很多问题。首先是语言问题。由于我发音不
标准，所以经常会闹笑话。个别国家的人对中国人态度不是很友好，这也给我的
社交带来了一定的麻烦。”目前就读于帝国理工学院的尚文龙严肃地说。

在英国理工学院读书的吕展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2015年10月，吕展远离故
土出国深造。当被问到初到国外遇到的交友困境时，吕展毫不犹豫地说“语言是
一大难题。初到国外还没来得及适应国外的语言环境，一开口讲英语会紧张。这
严重影响融入当地社交圈。”

留学期间是否会存在交友的困境，不同的海外学子有不同的回答。但是当问
及融入当地朋友圈是否存在困境时，接受采访的海外学子一致认为语言问题是一
大难题。

为什么会陷入社交困境？

“每天忙于自己的科研，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达到导师以及自己期望的学
术水平。作为帝国理工学联研究生会主席，我还需要策划主持一些偏学术科技创
业方面的活动，我的生活基本被学术和各种活动所填满。”当问及尚文龙为什么会
陷入社交困境时，帝国理工的博士生尚文龙沉思了一会给出了答复。

吕展也给出了相似的回答。“每天忙自己的科研，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奋斗。我
真的很忙，忙到没有时间去想融入当地社交圈。” 除了时间上的问题，中国人与
外国人在性格特征等诸多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 “我觉得，在国外交朋友更加简
单纯粹一些。而且，国外朋友经历各异，视野都很宽广，非常幽默。国内的朋友
比较偏严肃些吧。”尚文龙半开玩笑地说。

“相对国内的朋友，国外的朋友会比较幽默，也会更直接地表达他们的想
法。”吕展坦言。

语言障碍、娱乐方式不同、兴趣爱好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这些都可能会
成为海外学子与他人交流的“拦路虎”。

如何融入当地社交圈？

“在国外我也交到了两三个可以算得上‘知心’的外国好友。我是通过日常生
活和一些活动认识结交外国好友的。比如我和办公室里的希腊人共同遇到过相似
的困难，我们就经常互相抱怨、互相鼓励、互相开玩笑，也经常一起去喝酒，慢
慢就变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再比如我参加一些活动，会遇到一些对中国文化
感兴趣的人。我们互相邀请做客、经常聊天，也逐渐成为了朋友。”尚文龙一边回
忆一边说。

“我认为留学生切忌和国人扎堆，要主动地和英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交流，
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多参加他们的活动。融入当地的朋友圈有很多好处，可以
提高语言水平，学习英国人思考办事的方式，从而丰富自己的见解和经历。”尚文
龙说。

在融入当地社交圈时，要遵守对方社会的行为准则，尊重并理解不同文化背
景下的人们的生活和思维习惯，最重要的是，要熟练地掌握一门语言。可能的
话，多了解一些当地历史和文化，则有助于自己融入当地社交圈。

马贵珍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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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小长假将至，一些追求健康的人
会趁此机会前往国外就医体检。近几年
来，跨境医疗消费逐渐兴起。有市场分析
预测，未来10年，中国的海外医疗市场潜
力有可能超过数百亿美元。海外学子本就
身处国外，他们在海外就医现状如何？又
该如何正确就医呢？

海外就医费用高
买保险成关键

出国后，大多数海外学子需要支付比国内
更加高昂的教育和生活费用。因此，生病时医
药费用成为海外学子普遍关心的问题。“一句话
总结，国内外医疗费差距非常大。2014年的数
据显示，康涅狄格州非营利医院一晚的平均住
院费用是 2400 美元，相当于 1.5 万元。有的医
院费用更加昂贵，只一晚的住院费就在3000到
4000美元之间。”曾在耶鲁大学攻读医学管理专
业的彭斯说。

国内外的医疗体制不同，医疗费的标准也
各有不同。“据我了解，美国的绝大多数医院都
是私立医院，公立医院只占到总数的百分之十
几。牙科医疗费尤其昂贵。之前，我的一个同
学去看牙医，前前后后总共花了好几千美元。
据说同样的病，在国内几百块就能解决。”另一
位来自美国查普曼大学的留学生杨小丹向笔者
介绍道。

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学子出国留学时购
买保险是关键。在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尔湾分校
读书的章天艺说：“我一个朋友由于玩滑板摔坏
腿，在美国接受治疗。他在医院住了 7 天，一
共花费 7 万多美元。万幸的是他在美国购买了
医疗保险，保险帮他支付了 6 万多美元，最后
他只支付了8000多美元的医药费。”

正在荷兰读书的董汀滢告诉笔者，目前自
己的医疗费用保险可以全部报销。她说：“我的
保险是一天 1 欧元左右。去全科医生那里注册
时直接给他保险号，看病的钱就直接走保险
了。买药的话要填单子，再发电子邮件给保险
公司，之后会收到医药费。”

“澳大利亚这边必须要办理海外学生健康保
险。我的保险是中介办理的，挂号需要自己先
付钱，之后用手机APP申请支付。”在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读书的王航宇表示，有了保险，自己
去医院时心里会踏实一些。

看病需预约
自备常用药成习惯

与国内医院当天排队挂号就医不同，学子
在国外就医时需要提前预约。看病时，需要先
预约全科医生，待医生诊治完后才能决定是否可
以去专科就诊。“我记得第一次预约到皮肤科医
生时，需要填写一份 16 页的表格，包括各项病
史、家族病史和以前用药的情况。”彭斯回忆起自
己刚入学时的就医经历，露出了无奈的表情。

“效率低、预约慢，小病等到了预约的时间
可能都已经好了。”正在英国皇家霍洛威大学读
书的刘伟 （化名） 说道：“英国看病特别麻烦，
我一般不舒服时就吃从国内带的药。”

大多数留学生选择出国前备好常用
药，带到国外以备不时之需。“出国前
爸妈给我列了一个清单，包括治疗各种
疾病的药，感冒发烧、溃疡、止痛药、
清火药、跌打损伤，我拿了整整一大包
呢。”在视频采访中章天艺边说边拿出
了出国前精心准备的“医药箱”。

关于药物的准备，彭斯说：“我会
准备许多抗生素类的药，比如阿莫西
林。因为这些在美国是处方药，需要看过医生
有医生处方才可以买。”除此之外，很多中成药
也成为留学生备药的首选。

学会就近就医
寻求帮助

对于在异国他乡求学的学子来说，生病时
心理和生理都需要他人照顾和鼓励，生病时也
成了他们最想念家乡的时刻。“我平时过节都不
想家，朋友很多，大家在一起很热闹。但是，
有次我连着发烧 3 天，当时很想回家，很想爸
妈。”已经在海外留学两年的杨小丹说到这里，
还忍不住抽了一下鼻子。

“我们到了丹麦之后需要去办黄卡，黄卡上

面有医生的电话和诊所的地址。这些地址一般
都离住的地方不远，就近就医很方便。”在丹麦
奥胡斯大学读书的王琦玮说。

“如果因为某种情况需要就医的话，建议首
先联系学校的医疗部，详细询问预约的步骤，
他们会给出详细的解答。”彭斯告诉笔者，一般
学校都有自己的医疗部，对于留学生最为方便。

海外学子也可以联系自己学校的华人学生
团体，向学长学姐寻求帮助。如果遇到紧急情
况，学子可以拨打公共急救电话，告知其详细
地点，将有救护车来接到医院的急诊室。

英国留学期间，在学习之余我游览了英伦三岛的很多地方。英国各大城市的古老文化底蕴
让我充分享受着自己的旅行。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在旅途中与陌生人接触的点点滴滴。

图片来源：慧择保险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