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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10年前问我，从美国茱莉娅音乐学院
毕业是什么感觉？我一定会无可奈何地摇头：“于
我，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而此刻，我就坐在
纽约市林肯中心的广场上，默默地凝视着阳光下那
座白色大理石建筑，体味从茱莉娅学院毕业的离
愁。是的，内心有万般不舍与留恋，更有作为一名
远渡重洋的留学生对未来的憧憬。不舍的是在这里
的友情和度过的青春岁月，憧憬的是作为一名留学
生要怎样更好地建立中西方文化与艺术的桥梁。

回想2010年第一次下飞机独自面对新生活的挑
战，以及 6年来在林肯中心穿梭过的每一个春夏秋
冬。于我，这个被称为古典音乐家摇篮的圣殿，不
仅仅是使我受益匪浅的大学，更是我的另一个家，
一个为我遮风避雨的港湾和见证古典音乐大师传奇
的地方。

小时候只有在电视里才能看到的小提琴家帕尔
曼，钢琴教育家卡普林斯基，经常会和学生在走廊
里擦肩而过。以前只有在新闻里才能偶尔看到的卡
内基音乐厅与纽约爱乐乐团的演奏厅，经常向我们

发出合作演出的邀请。这样神圣的音乐圣殿对从安
徽蚌埠小城市走出来的我来说，简直就是霍格沃茨
魔法学校，只要魔法棒轻轻一挥，我的美梦就能成
真。当然，这美梦成真的背后是我20年的勤奋刻苦
的汗水，是茱莉娅音乐学院给予我的丰厚的全额奖
学金，更是父母给予我的最深沉的爱。与这里的许
多同窗不同，他们大都来自古典音乐世家，从小耳
濡目染浓厚的西方艺术气息与文学精髓。而我的父
母没有多少音乐素养，甚至在我来美国读书之前他
们也没有听过一场正宗的交响乐，他们的英语水平
也仅限于在毕业典礼上听懂校长念到我的名字；但
是，他们有的是最伟大、最醇厚的爱，竭尽所能地
鼓励、支持我在音乐的道路上奋进。上台领取毕业
证书的那一霎那，我回首看到爸爸妈妈目不转睛的
专注神情，看到他们最灿烂的会心微笑。

虽然上一个10年的梦想在毕业的这一刻已经成
真，下一个10年，还有待我们这些年轻的音乐家去
建立起中美音乐与艺术的桥梁。

（作者为美国茱莉娅音乐学院应届毕业生）

午餐后推开客厅的窗，暖风扑面而来，时光飞
逝，又是晚春时节。窗外偶见故友，一挥手，一莞
尔，心扉之门顿时打开。

上周我向学校递交了秋季毕业申请书，接着要
开始找工作了，而在行动之前，我还需要作一个重
要的决定：留下还是回国？此时此刻，我静下心
来，回忆梳理两年求学时光，认真思考规划未来。

这座宁静的小镇，给了我 600 多个静心学习、
用心生活的日日夜夜。在国内念本科时因机缘巧合
用3年的时间完成了4年学业计划，剩下1年来到这
边做交换生。之后申请了这所学校的工商管理硕士

（MBA） 项目，征得导师同意后，再次将两年的学
习计划缩短为一年半。

阅读量巨大是在这边求学最直观的感受。我们
MBA 项目以案例学习为主，每周要阅读 6-8 个案
例，同时要做案例分析、课堂展现。此外，教授几
乎不讲教材，他们都默认学生都熟读了教材才来上
课。再加上我提前半年毕业，课程量比一般同学要
多。如果不比别人更聪明，那就要多付出一些努
力。值得欣慰的是，辛勤的汗水获得丰厚的回报，
我到目前一直保持 GPA （累计平均学分绩） 满分
4.0。

You only live once （YOLO，你只活一次），
美国同学的这种生活信条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他
们把学习、工作和生活分得很清楚，该享受生活时
绝不错过，健身、运动、聚会一个不少；该学习时
也绝不含糊，应有的阅读材料一个不落，上课认真
做笔记、积极参与讨论，按时保质完成作业。在他
们看来，餐厅服务员和银行主管并没有区别，大家
都是真诚地为顾客服务，拿着应得的薪水，并没有
高低贵贱之分。

在国内时总听说美国学生不太注重成绩，来到
这边之后才发现，班上的美国同学每门课程都努力
争取拿 A，至于是看重成绩，还是只是做好该做的
事，不得而知。在国内时也听说美国人不太注重亲
情，后来才发现有家庭的教授、领导、上班地点的
员工，在他们的工作场所放着各种眷属和孩子的照
片；18岁后离开父母的同学们在感恩节、圣诞节给
他们父母准备各种贴心的礼物。或许只是大家表达
亲情的方式不一样，也或许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家庭
观念比其他文化更重一些。

可能是因为我所在的小镇 （美国就是大乡村，
这句话一点不假） 并没有其他超级大城市那么繁
华，竞争压力没有那么大，所以这里民风非常淳
朴，生活节奏比较慢。相应的不足是办事效率较
低，也消磨了太多本属于年轻气盛的我的斗志。

当然，也正是这种环境，让我能够静下心来感
受生活，安心学习。幸运的是，我找到并确认生活
的意义——帮助别人更深入认识自己，和自己和谐
相处。梁漱溟先生说，在关系这一层面上，要先解
决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然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最后是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我想做的，便是帮助
别人更好地解决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

为了让这目标落到实处，我将以职业生涯规划
为载体。同时，向内修心，向外修能。面对即将到
来的找工作压力，除课内学习，我将重心放到了专
业知识的积累以及专业能力的培养上。

因为“海归”话题，前两天我也追完了国内现
在热播的电视剧 《欢乐颂》。看的是别人的故事，
想的是自己的人生。我甚至想，毕业一两年应该过
着关小雎的生活，为争取留在大公司任劳任怨地加
班加点；再过几年便过着樊胜美的生活，表面看起
来收入上万，实际苦水只能往肚子里吞；再往后几
年希望能过上安迪的生活，不奢求豪华的办公室，
也不渴望有谭宗明那样的朋友，只畅想能有她那样
的专业素质，敏锐嗅觉，稳、准、狠。

最后，借用知名博主考拉小巫的一段话：对于未
来，我只梦想最好的情况，并定下最踏实的计划，而
绝不花时间在无谓的担心上，因为我相信，只要我将
自己的承诺付诸实践，我的未来将不仅是一个梦。共
勉。

（作者就读于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

17岁那年，我独自背上行囊前往加拿大，成为一
名留学生。那时候想法很单纯，只是想看看外面的世
界。高中毕业后，我没有马上进入大学，而是选择积
累社会经验，为成为一名大学生做好准备。20 岁那
年，我远渡重洋，来到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国立大
学攻读环境学学士学位，当时因为兴趣选择了这个
专业，但站在毕业的路口，我似乎懂得了更多。

出国后，对祖国的自豪感反而更强烈，我也不例
外，出国 5 年，心里魂牵梦绕的依旧是那 960 万平方
公里的土地。“身在海外，心系祖国”不只是一句口
号，而是成千上万海外留学生应肩负的责任与义务。

我从小在湖南长大，湖湘文化在我的心中留下
了深深烙印。除了学习外，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
了一个组织：澳大利亚首都地区中国学生学者联谊
会。也正是因为这个组织，我内心的报国之志愈发强
烈。从进学联的第一天起，“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

种精神一直引领着我们不断前行。
从一名普通的学联干事成长为团队的“班长”，

服务学生一直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和同事们希望，我
们的服务能让堪培拉的华人留学生在异国他乡感受
到家的温暖。中秋国庆晚会是我们每年活动的重中
之重，2013年与2014年，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权力之巅
——澳洲议会大厦，成功举办了“中国梦”与“中国
心”两台晚会。当《义勇军进行曲》在那里奏响时，观
众留下了激动的泪水。2015 年晚会上，当 9 米乘 6 米
的巨型国旗在堪培拉剧场伴随着《我爱你中国》这首
歌的结尾缓缓降落的时候，现场的观众无不起立，报
以最热烈的掌声。

当然，在国外误解难免，我们希望用行动让更多
人了解中国。2015年，我们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
全球中心举办了“从有为的中国到世界的繁荣——

‘一带一路’大型学术论坛”。希望用我们的方式传播
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记得活动
结束后，一位澳大利亚小哥跑来跟我说：“你们办得
很好，让我从不同的角度了解了中国的新政策、新思
想，今后如果还有类似的活动，我一定参加。”这种正
视和欣赏的态度也让我们感到无比欣慰。

5年的海外学习和3年学联经历，使为国家、社会
出力成为我的习惯。今年年初，当我在朋友圈中看到
一篇“湖南高速警察文化扶贫进瑶乡”的帖子后，深
受感动。我立刻联系了一些朋友，并提议通过“信息
与知识”来帮助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汇源瑶族乡中
心小学的孩子们，使其通过互联网了解外面的世界。
学联的干事们纷纷响应，为此，我们成立了学联扶贫
小组。我们在繁忙的学习之余来跑商家、拉赞助、举
办“夜市”募集善款。我们将于今年暑假为湖南的孩
子们添置新的电脑、投影仪、屏幕等设备，搭建互联
网网络。

再过约10天，我的留学生涯就要暂告段落，无论
回国，还是继续留在澳大利亚，我都将不变初心，继
续努力，积极承担一个公民对祖国的责任。

（作者就读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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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烂漫的时节，一袭学位袍、一张沉甸甸的
学位证书把满含笑靥的你变成一道最美的风景，而
远在大洋彼岸的我们愿做你最忠实的粉丝，为你鼓
掌，为你喝彩。

是的，我们应该把掌声、喝彩声献给值得自豪
的你。经历数百个、上千个黑夜与黎明，你以辛勤
的汗水把自己
幻化成斑斓的
彩蝶：从皖北
或者冀南一隅
之地小城的小
女孩变身世界
最高音乐殿堂
的少女演奏家或音乐研究专家，从湖湘懵懂少年成
长为世界顶级学府列宾美院的丹青新锐…… 这一
段段绚丽的华彩乐章组成了最动人的生命交响。

这交响是讴歌生命光华的礼赞声，更是诠释生
命长大的拔节声。回想那个夏季里，最后一个深情
拥抱之后，你挥手别离。一腔青春热血，万丈奋斗
豪情，你背起行囊，踏上通往机舱的连廊，去远
方。你忍着相思的泪，含着憧憬未来的笑，在异国
他乡的土地上，把留学生活渐次展开：结识了第一

个朋友，迎接第一场考试、交出第一篇论文、遭
遇第一次钱荒，或许也谈了第一场跨国恋爱……
陌生、新鲜、兴奋、羞怯、拘谨、无奈、无助、
柳暗花明、地老天荒，五味杂陈里品出了百态人
生，你变得稳重、自信、成熟、落落大方。

你令人欣喜的成长折射出一个国家和民族日
益宽广的胸怀
和日益开阔的
视 野 。 作 为

“我们”中的
一员，你以自
己的方式，带
着中华文化的
基因，全面参

与了跨文化、多语言的交往与融合，深切感受“人类
命运共同体”休戚与共的理念，培养了世界公民意
识，成为全球化时代新“地球村”的村民。你异乡成长
的故事是个人的、是民族的，也是世
界的。

毕业典礼上，学位帽就是你最
美的华冠！教授为你拨穗的那一刻
就是你人生神圣的“加冕”。

已经到了写毕业论文的时节，再过 3个月，我
们这些英国的留学生就要毕业了。大家讨论的话
题，已经从最开始的“哪里可以租到近校的房
子？”逐渐变成了“毕业你打算做什么工作？”每次
聊到这儿，大家都不免感叹 “时间过得真快”，但
我总是在盼着毕业快来。

期盼毕业，并不是因为我需要隆重的收尾。毕
业，是我思乡的解药，也是另一段旅程的启程票。
作为独生子女大军中的一员，远赴英国留学，免不
了记挂家人，更免不了家人的记挂。有一次，我微
信晚回复了半个小时，我妈又不知如何拨我的电
话，等我回过去语音消息时，我妈已经担心得泣不
成声了。我这一年都没回家，一是因为假期都交付
给论文了，二是因为爸妈总担心长途旅行的安全，
宁可要我不回。心疼亲人的时候就盼着毕业，盼着
快快回家跟他们说：“你们就知道瞎担心。看，这
一年我把你们这个宝贝疙瘩养得好着呢。”

来到英国伯明翰大学读硕士，我的专业方向是
英国音乐研究 （British Music Studies）。与大家普遍
理解的音乐专业不同，这个方向是音乐分析与历史
相结合，所以除了分析乐谱以外更需要读大量的文
献，所有的课程测评既没有乐器表演也没有考试，
全是论文。所以大家忙碌考试的时候，我是对着电
脑读读写写。大家考完了轻松的时候，我还是对着
电脑读读写写。听起来一直都是不紧不慢的节奏，
但实际上每个月都有好几个论文提交截止日躺在我
的日历上，所以鲜有时间能出去玩。约我外出的朋
友几乎次次失败，在她们眼里，我简直快“孤僻”
了，她们不理解一个“学音乐的”怎么整天比别人

还累。这个时候就更加盼望毕业
的到来。

眼看着毕业季真的被我盼来
了，但爸妈告诉我说，他俩应该
不会来英国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因为他们思前想后还是克服不了
对飞机的恐惧，也心疼飞机票
钱。虽然希望父母能坐在观众席
上像其他家长一样骄傲地举着手
机录像，看我在华丽的礼堂里从
音乐系系主任手中接过毕业证
书，但我也不打算说服父母来，
因为从挥别父母，一个人走向登
机口的那刻起，我就认为自己独
立了。从那刻起，我开始独立面
对人生，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千
方百计追求成功。

毕业在即，自然要说一说未
来的期待。近一点想，希望能在
就业前打工旅行。因为课业繁

重，留学的日子没时间到英国以外的国家去旅游，
英国境内的城市也只走马观花似地去过屈指可数的
几个。远一点想，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音乐文化
产业的一分子，因为这是我所学，更是我所爱。毕
业这一阶段性成就即将达成，接下来前往下一个目
标，那就是坚持自己的所爱，勇敢地去闯一闯自己
喜爱的行业。

（作者就读于英国伯明翰大学）

神圣神圣神圣“““加冕加冕加冕”””
张保淑

作别殿堂 放飞梦想
张妤箐

讲述中国 初心不改
陶品儒

一路向前 好梦花开
朱 明

期盼毕业 更盼未来
石珊珊

作者参加学校活动获奖后留影。

作者留英生活照。作者留英生活照。

作者留英生活照。

作者在毕业典礼上领取学位证书。作者在毕业典礼上领取学位证书。

作者 （右二） 在一次活动上介绍“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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