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海外学子
责编：齐 欣 邮箱：andy-news@163.com责编：齐 欣 邮箱：andy-news@163.com

2016年5月19日 星期四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西方年轻人都特别爱玩，教室外的校园生活
应该是大大小小的嘉年华，奔放、肆意又热闹。因此在很多中国留学
生的潜意识里，去派对上拍上几张和欧美朋友花花绿绿的合影，是个
需要完成的一个“项目”。换句话说，对于派对的各种想象使这项娱乐
活动也成了不少出国学习的人的一种隐形“社交压力”，参加派对也在
某种程度上成了留学生“融入”当地文化的一个标志。

记得在伦敦生活了三四年之后，我有一次在会议上偶遇一位刚到
苏格兰某大学读硕士的中国女孩，对方找到我这个“老留学生”很兴
奋地说初来乍到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但她听说我住在伦敦后，第一个
问题居然是：“平时伦敦都有什么派对？”我被问得一时语塞。脑子里
飞速检索，但不幸我参加过的派对真是屈指可数，而对方惊讶的表情
让我自己都对自己的留学经历产生了怀疑，好似忽然被人揭穿，才发
现自己的人生如此“不完整”。

我这个“老留学生”被问得委屈，但怎么才能让她相信“酷小孩
未必去派对”呢？有类似苦恼的不止我一个，我有个学妹曾跟我说，
国内的亲戚朋友常叮嘱她一人出国在外，要经常去派对才能交到更多
的朋友，尤其是男性朋友。“可是”，这位呆呆的萌妹子苦笑着坦白
说，“我真不明白在派对上怎么才会结识新朋友，尤其欧洲的派对几乎
晚上9点左右才开始，而那个时候我都已经开始犯困了呀！”

朋友的困惑让人忍俊不禁，不过也说出了现实。其实即便是欧美
的年轻人，也未必都是无条件的狂欢动物。比如我在读研究生时候的

意大利闺蜜琪凯拉，她在西西里老家可是有名的派对女王，一
周不和朋友组织两三次聚会好像都对不起西西里的天气似的。
除了上班，用“不是在狂欢就是在去狂欢的路上”形容她再合
适不过。但是到了伦敦，她却矜持起来。我俩去过几次规模中
等的伦敦各校研究生的派对，但似乎也只是入场喝了一杯饮料
吃了一点小食，便悻悻地溜了出来。不过这倒也不奇怪，派对
要有死党与半生不熟的朋友混合搭配才开心，面对一屋子“陌
生人的热闹”，连派对女王都有发怵的时候呀！

即便对于处于张扬年纪的欧美学生来说，参加派对有时也
存在一种出于“融入”的压力：比如对于大一新生，没有什么
能比一张聚会上快乐的照片更直观地向父母亲朋证明自己已是
能把持大学独立生活的成人啦！“努力”去派对和努力去学习似
乎一样重要。但也不乏剑走偏
锋的，比如前几年我的几个学
生就针对那些天生没有派对细
胞的同学，组织起了“禁酒俱
乐部”，而且因其提倡“真成熟
的人不放纵”的观点，一下子
成为新生中最时髦的社团！所
以你看，交朋友的方式很多
种，酷小孩未必去派对！

媒体有偏见 真实掩不住

勤俭自主，中国学子刷新形象
耿一宁

2015年3月，李满在留学期间专
门感受红酒文化。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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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三大“红利”
郭广燚娟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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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三大“红利”
郭广燚娟文／图

近年来，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持续增长。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政
策的调整，出国留学的门槛降低，越来越多普通家庭的孩子成为出国留
学大潮中的一员，他们塑造了海外学子的新形象。

最近，美国一家新闻网站THE DIPLOMA发
表了一篇文章，从美国人的视角解读中国留学
生，介绍了他们的种种优势以及能够带给美国
社会的各种好处。几年前美国舆论的一大话题
是“亚裔化”，如今讨论焦点变为“中国化”。

留 学

素 描

“对青年人来说，旅行是教育的一部
分。”在瑞士的课堂上，李满读到了培根的这
句话，也和古老的“大游学”理念不期而遇。

从沙漠起飞

“大学的阿拉伯语学习给我打开了一个窗
口。”大二时的突尼斯暑期实习之旅是李满人
生的第一次远行。她只身一人深入撒哈拉沙
漠，风餐露宿，与贝都因人为邻。在这两个
月的时间里，她经历了“对世界和对自己认
知的启蒙”。

本科毕业以后，李满成为阿联酋航空公
司的一名空中乘务员。3 年的“空姐”生涯
里，她的足迹遍及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北
至冰岛冰湖，南至南非好望角；曾在布宜诺
斯艾利斯的探戈街上与舞者共舞，也曾在坦
桑尼亚的塞伦盖蒂草原上驱车寻找狮群。”云
游世界的经历，也促使她重新思考自己的未
来。

“从美景、美食之旅，到文化之旅，再到
自我探寻之旅，旅行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
方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李满说，“我希
望能以一个新的角度和高度，以学术和事业
的观点，来重新审视旅行。”于是她辗转来到
瑞士小镇布里格，成为恺撒里兹酒店管理大
学旅游管理专业的一名研究生。

落脚在欧陆

在瑞士读书期间，李满的旅
途生活也在继续。她利用暑假时
间，为国内赴欧洲旅行的家庭提
供行程设计和陪同服务。

有着3年空乘经验的李满对这
一兼职工作得心应手。“一个在意
大利随母亲旅行的学生让我十分
欣赏。小小年纪不仅精通围棋和
数学，更对周围的一切历史文化
都充满求知欲，一路上不停地向
我提问。”耐心解答着问题的李满
忽然对旅行和教育的意义有了更
深刻的思考，“如果只让这样聪慧

的孩子看看美景、拍拍照片或
者 尝 尝 意 大 利 面 就 算 一 次 旅
程，那在我心里，这就是对孩
子求知欲的不尊重。”

李满的这种困惑在课堂上
得 以 解 决 。 初 次 接 触 “ 大 游
学”的理念，她便与之一拍即
合。所谓“大游学 （the Grand Tour） ”，指在 17
世纪的英国，大学生为学习外国语言，观察外国
的文化、礼仪和社会，前往欧洲大陆学习游历的
一次“热潮”。在李满看来，学习的意义在于自我
成长，而自我成长不一定全靠书本。“‘边游边
学’的方式，可以给孩子的好奇心一个机会，让
他们得到实在的收获。”

带“大游学”回家

慢慢地，受“大游学”理念启发而萌生的想
法在李满的心中逐渐清晰起来。她认为，青年学
生在海外“边游边学”的模式，不仅可以让他们
欣赏到自然和人文景观，也可以方便他们与当地
人深入交流，或者到当地的知名学府里听课，获
得更好的机会去学习地道的语言和文化。

“在中国，从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就有游学的
精神，然而到了今天，国内旅游行业的理念则显
得有些滞后了。”回忆起在突尼斯遇到的重走中国
古代“丝绸之路”的日本背包客男孩，还有在伊
朗遇到的自己联系大学、设计游学路线的中学
生，李满心生感慨。“太多美好而有趣味的地方鲜

见中国旅行者的身影，只在一些大城
市和中规中矩的景点、商场，才有中
国旅游团熙来攘往，匆匆经过。”

“好的服务就像空气，让人感觉
不到你的存在，同时又不可或缺。”
已经回国的李满仍在感慨自己从“大
游学”中受益很多。实践和理论学习
的互补，完善了她的知识体系，也给
了她实现自己理想的底气。

据有关数据显示，至2015年底，中国赴美留学生超
过 30万，成为美国高校最大的外国留学生群体。对此，
美国人的想法是怎样的呢？

拉动当地消费

目前中国留学生稳居在美国际生人数的榜首，截止
到 2015年，已经占到了总人数的 31.2%。事实上，美国
有近4000所学校需要依靠招收大量的国际生来维持自身

的运营。面对这一情况，很多人可能会将美国高校大量
招收国际生定义为“圈钱行为”。然而美国院校在学术
水平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广招国际生对于学校和
学生而言，其实是一种双赢的局面。留学生的到来，对
于美国教育来说是一笔不小的“生意”，这单“生意”
中，留学生花费高额学费来交换美国高校的教育。

到美国念书的中国留学生拥有中国人特定的消费习
惯，这就会催生和带动高校附近一系列的消费。在美国
东南密苏里州立大学读大三的陈晓同学说：“中国留学
生的消费能力还算不小，特别是我们不同于西方的生活
习惯，会带动和促进附近一系列市场的消费。从我个人
而言，每个周末都会进行大采购，假期回国的时候还会
给亲戚朋友带很多礼物。这也是对当地消费做的贡献。”

提供高端人才

“大部分中国学生在美国人眼中是勤奋、聪慧的代
表，他们学习刻苦，踏实肯干，在学术方面毫不示弱。面对

文化差异，中国学生同样展示出了强大的适应能力，积
极地融入美国社会，在异国他乡努力实现自己的价
值。”就读于美国西北大学的刘哲 （化名） 说道。在美
国结束学业并顺利进入美国职场的人不在少数，这部分
人能留下来就证明了他们拥有较高的能力。进入美国社
会各界之后，他们往往会成为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因
此，国际型人才也是中国留学生带给美国社会的人才

“福利”，他们的存在对于提升美国在全球技术领域的竞
争力十分重要。

密切中美关系

“到美国念书后，经常会有之前国内的同学咨询我
关于来美国留学的问题。每到假期，爸妈的朋友或是亲
戚总会有人来问我，觉得自己都快成美国留学顾问
了。”陈晓说。陈晓的经历代表了很多留学生，这无形
中就给美国教育打了小广告。

更重要的是，选择去美国留学的人，大部分都对美
国持正面评价。这些人学成回国后，以各种身份参与到
社会工作中，他们的言行对于中美之间的交流与认识会
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这种影响短时间内看不到成
效，也很难用数字证明，但它的存在不容忽视。

刘哲表示；“留学生就像中美关系的活性剂，让我
们的了解更快些、更多些，两个国家的误解、隔阂也会
少得多。”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大学学习，他
们的经验也为后来者认识美国做出铺垫。这些都将有利
于中美关系的和谐发展。

作为2016年中国—中东欧国家人文交流年的重要活动之一，由中国文
化部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6年中国—中东欧国家艺术合作论坛
日前在北京闭幕。艺术一直是国与国之间交流的重要内容，也是留学生求
学的热门领域之一。近年来，我国艺术留学生数量呈增长趋势。

申请时注重什么？

“因为我学设计类专业，所以申请学校所看中的除了英文成绩外，就是
作品。”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类学院读书的杨兰慕之介绍。“作为学
音乐的学生，在递交申请材料时，还要包括作品集或者个人最高水平演奏
CD。材料审核通过后，还有些学校会要求面试。”在英国学习音乐的陶迪

（化名） 说。作品集对于艺术留学的申请十分重要。根据不同学校的不同要
求，作品集类型也比较多样，包括设计稿、演奏CD、图集、视频等多种形
式。“我觉得作品集的排版和装帧其实未必那么重要，其中包含的想法和逻
辑思考对申请更有帮助。”杨兰慕之坦言。

作品集是学校对学子艺术基本功、艺术感受力和发展潜力的考察。
王诗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她坦言：“国外学校除了考察国内

学生一般都很在行的技术活，更看重的是思想，是背后的故事。我看过一
个韩国大叔的作品集，他做了8年的会计，转行读建筑，作品集只是没什么
功底的素描，但他的个人陈述和其他材料讲了一个很动人的故事。所以
说，潜力往往比技术更重要。”在设计专业申请方面，国外老师在审材料
时，不会用对待设计专业本科学生的标准去衡量一个非建筑专业的同学，
而是重点考察学子的设计潜力。

好处在哪里？

艺术需要天赋和灵感。学子选择去国外学习艺术，好处在于可以接触
其他国家的文化，中西结合。“尤其纽约，是艺术思想交流非常密集的地
方，大大小小的展出从不间断，不光是在学校，城市里也展览不断。每天
看那么多展览，接触先进的思潮，眼界会开阔很多。”诗云在美国学习期
间，看展是她业余生活的重要内容。“在英国学音乐期间，我的感受是艺术
氛围非常好，大师级音乐会和交流会很多。导师在教学过程中给予非常大
的自由发挥空间，并且提供非常多的实践机会。”陶迪十分珍惜在英国学习
音乐的时光。

国外院校注重人文素质与专业创作技术和能力的结合，强调学生的独
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在大多数国外大学校园里，都有浓厚的艺术氛围。不
少海外学校有很好的文化交流平台，学生能有机会看到很多国际化的展览
和作品，开阔眼界和社交圈，这对艺术留学生至关重要。

能收获什么？

留学生在学习艺术期间，除了利用海外学习艺术的优势提高专业技
能，开拓眼界，收获灵感之外，也能丰富自己思考问题的方法。杨兰慕之
说：“之前我参加了一个孟加拉项目，从那次经历中我体会到，设计是为人
服务的，也是从那时起，我对建筑从关注形式转变到关注内在。”陶迪留学
期间曾经与一个残疾音乐家团队合作，她回忆：“他们的谦虚，对音乐的热
爱和执著，以及与他们磨合与合作的全过程都让我难忘。”

诗云告诉笔者，在美国学了建筑后，她的最大的改变是看世界的眼
光。以前不喜欢或不懂得欣赏的事物，现在她都可以用设计的眼光去分
析。“看到冰川、河流、岩石的时候，会很激动地去分析它的几何形态，感
叹自然雕琢的功力；看 《星球大战》 的时候，会为虚拟效果的精致而感
叹；看到医学X光照片，也会感叹人类构造的美。很多东西现在都会从建
筑设计这个角度去联系起来。生活也因此更有意思了。”

艺术没有对错，重要的是挖掘潜能，创造出更多的可能。艺术就像一
个理想的乌托邦，应该带着热情和信心去搭建。

靠打工、节俭实现自立

“‘炫富’的中国留学生真的太少见了。”来
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传媒学院的李俊杰介
绍道，“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来自普通家庭，一般
情况下，家里只会负担学费，所以打工是我们日
常生活的常态，同时也是众多留学生生活费的来
源。”李俊杰在留学生群体中家庭条件处于中上
游，但他平常依然需要打工。他乐观地表示，打
工不仅可以为自己赚点零花钱，更可以帮助自己

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
小杰 （化名） 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研究

生，她对于中国留学生形象有自己的看法。“很多
媒体往往只着重报道吸引眼球的留学生个例，它
们炒作留学生负面形象只是为了点击率，而非客
观现实。”小杰一周需要打工3天来贴补自己留学
期间的生活费，平常只去学校的中餐厅吃够分量
的7美元盒饭。“我平常生活很节俭，从不乱买东
西，除了打工，就是泡在图书馆学习。”小杰希望
媒体少一点炒作，正视留学生群体的现状。

中国留学生打工、兼职出现多样化现象。“在
美国打工时需要 SSN （社会安全号码）。”亚利桑
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的孙鸣谦解释道，“我和几
个朋友合伙干中餐外卖，因为送外卖不需要
SSN，也比较赚钱。”韩国建国大学经营管理专业
的小悠 （化名） 则表示，自己通过化妆品代购为
家庭减少了不少经济负担。

出国留学的大众化、普遍化使得平常人家的
孩子也踏上了出国路。他们不是富二代，不能仅
仅依靠家庭来负担全部的生活费、学费等。中国
留学生不是挥霍无度、奢侈生活的代名词，他们
依靠自己的能力，通过打工、节俭实现自立，塑
造了独立自强、节俭生活的海外学子新形象。

靠好学、勤奋获得真才

“国外大学不同于国内大学，考试挂科没有补
考，只能重修。留学生学习课堂知识比当地学生
要困难得多，所以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勤
奋。”孙鸣谦介绍了凯瑞商学院的强制转院规定：
连续两个学期因为同一个原因挂科将会被强制转
到其他学院上课，甚至有被勒令退学的风险。

“来美留学，只要你想毕业就不可能混日子。

我们学校每天上课都要点名，课业也很重，每周
要写 2000 字的论文，月末还要再写 5000 字的论
文。”李俊杰经常待在学校的图书馆写作业、复习
功课，“临近期末考试的时候，我经常学习到凌晨
6点，然后早上8点起床继续看书或者去上课。”

李俊杰还表示，在美留学生勤奋好学、脚踏实
地，一般学习成绩都比较优秀。其中善于沟通的中
国留学生深受老师的喜爱，很多成为老师的助教。

出国留学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越来越多出
身于普通家庭的学生去国外留学，他们不是去混
日子，而是去学真本事，他们塑造了勤奋好学、
积极向上的海外学子新形象。

靠爱心、行动帮助别人

“每年中国留学生组织都会举办各种公益活
动，通过活动募捐资金帮助需要的社会群体。我
参 加 的 、 印 象 最 深 刻 的 公 益 活 动 是

‘SONG’—— 一 个 给 全 美 癌 症 儿 童 捐 款 的 活
动。”李俊杰介绍道，“做公益可以将自己的爱心
贯彻到行动上来，既帮助了他人，又温暖了自
己，何乐而不为呢？”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郭宁（化名）和她的朋友
们加入了“帮助饥饿儿童”志愿者公益组织。“我每
周都会作为志愿者参与这个组织的公益活动。我的
工作是在工厂为贫困家庭的儿童包装食物。想到能
为挨饿的孩子做些事情，真的很开心。”

不难看出，中国留学生热心公益事业，也积极
参加公益活动。许多人对中国留学生存在“富二代”
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爱炫富，不务正业。但事实
上，真正的中国留学生是一群善良有爱真性情的群
体，他们在海外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塑造了富有爱
心、助人为乐的海外学子新形象。

20162016年年22月月2626日日，，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帮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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