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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留学生在海外最想念什么，他们的回
答大多跟“吃”字沾边。中华美食文化源远流
长，闻名海外，中国人喜欢吃，也讲究吃。为
了能够经常吃到钟爱的中国菜，留学生往往自
己动手当起大厨。不少人在大快朵颐的同时，
还邀请外国同学、朋友一起品尝。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想要吃上一顿地道的
中餐还真不容易。“我对德餐真的很难适应，
而且在德国的中餐馆推出的饭菜也都针对德国
人的饮食习惯进行了改良，所以也不符合我的
口味。”孙斌是康斯坦茨应用技术大学的留学
生，他介绍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德国
餐饮比较贵，味道又不正宗。所以我平常想吃
中餐的时候，就会去超市里买菜，回家自己掌
勺。这样不仅能减少开支，还能小小地满足一
下自己的味蕾。”孙斌前几天还做了一锅香喷

喷的麻辣香锅犒劳正在实习的自己。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许怡如坦言：

“我很羡慕国内的朋友，可以随时随地吃到自
己想吃的中餐。”李若予也是加州大学圣地亚
哥分校的留学生，她表示：“我非常喜欢吃中
餐，更喜欢做中餐。以前在家经常去吃外婆家

（餐馆），现在在美国只能和几个朋友聚在一
起，做做中餐、解解馋。”李若予边说边和笔
者分享了一张她和朋友们聚会吃中餐的照片。

老外爱中餐 趣事一箩筐

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懂得分享，也乐于分
享，他们不仅自己动手做好吃的中餐，还不时
邀请老外一起吃中餐。“我平常一有时间就会
给我的美国朋友做一些中餐小便当，他们总是
夸我的便当健康又好吃。”许怡如解释道，“美
国人的饮食结构单一，而中餐注重营养搭配，
因而很受他们的喜爱。”孙斌介绍说：“德国人
很喜欢中餐。我有一个朋友嫁给了德国人，她
公公第一次吃韭菜馅儿饺子时赞不绝口，说从
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由于中西饮食文化存在差异，所以，虽然
老外爱中餐，但在吃中餐时不免会出些糗事。

“老外吃中餐总是会闹出一点笑话。”许怡如经
常和美国朋友一起吃中餐，她回忆道：“有一
次，我们一起去吃水煮鱼。因为花椒长得很像
美国西餐里吃的一种香料豆，所以他们毫不犹
豫地把水煮鱼上面漂着的花椒都挑出来吃了，
结果被麻得一边吃，一边喝水，一边感到诧
异：中国人怎么会吃这种东西。”

“老外忌口的东西很多，比如鸡心等动物
内脏他们是不会吃的。可是很多好吃的中国菜
却是由这些食材做成的。”孙斌谈起他带德国

朋友吃中餐的趣事，“有一次，我的德国朋友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一大盘炒鸡胗，吃完后
问我这是什么，竟然这么好吃。”孙斌笑着
说：“当我告诉他们吃了整整一大盘鸡胗的时
候，感觉他们脸都绿了。不过，更让人哭笑不
得的是，因为他们不认得鸡胗，所以下次吃鸡
胗的时候应该还是会很爱吃。”

电视系列片《舌尖上的中国》之所以一经
播出就引发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是因
为饮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中蕴含
着中国人对于自然的理解、对于养生的经验、
对于乡土的眷恋。留学生负笈海外，在求学的
同时，带上围裙，下厨操练一回煎炒烹炸，做
出一顿地道的中国餐，在一饱口福的同时，也
聊解思乡之情。若邀请外国同学、朋友一起享
用，则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一回文化传播的使
者。一举多得，何乐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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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在国内过完暑假，回到英国迎接新学期的
到来。我的大学坐落在英格兰北部小城普雷斯顿市，下
飞机后还需转乘火车才能到达。在离开伦敦希斯罗机场
来到火车站时，发现买票的窗口前已排起长队。我拖着
行李来到队尾，不一会儿，一位英国女士排在了我的身
后。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可队伍前进的速度依旧缓
慢。我等得有些着急，开始不由自主地向四周环顾。这
时，一句发音不标准的中文“你好”传入我的耳中。顺着发声把头转向后方，
只见身后的英国女士正一边好奇地打量我，一边继续尝试着用汉语问：“你是中
国人吗？”我笑着向她点了点头。

实际上，眼前的这个场景我早已熟悉。留学期间，我不止一次在街头遇到
不相识的英国人，他们用简短的中文和我打招呼。但在刚下飞机不久就遇到英
国人对我说中文，还是令人倍感温暖。

开始时，我以为这位英国女士只是想与我闲聊。但当她用英语告诉我，她
其实算是半个中国人的时候，我有些出乎意料。我仔细地端详这位英国女士才
发现，虽然她有一张典型的洋人面孔，但神态却像极了中国人。这位女士大约
40多岁的年龄，戴眼镜。她身上显现出的中国气息使她看起来像是一位在学校
教书的老师。这位女士停顿了片刻后告诉我，她的父亲是中国人。遗憾的是，由于
她的中文水平有限，所以尽管一直向往着中国，却从未去过。只见这位女士从手提
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并翻到空白页，用笔在本上写下了“黄七女”3个汉字。尽

管字迹不很工整，但能看出一笔一划都十分用心。她向我解释说，这是她的中
文名字。由于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七，又是家中的女儿，所以父亲给她起了

“黄七女”这个特殊的中文名字。说到这里，这位女士的脸上洋溢出幸福的笑
容。我将她的中文姓名念了一遍后，她又模仿着我的发音重复了一遍。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这位女士得知我马上要去往普雷斯顿，她连忙提醒我
应该去其他窗口买票。原来，也许是时差的影响，头脑有些糊涂的我竟然排到
了预定车票窗口的队伍里。我买好票又回到预订车票的队伍前，准备向这位女
士道别。当我称她为“黄女士”时，她没有马上反应过来，可能她对这个称谓
还不熟悉。但我相信，从今天起这位女士会十分希望人们称呼她为“黄女士”。

与黄女士的短暂接触使我联想到我的一位英国大学同学。那是我第一次走
进英国大学课堂，对周围的一切都十分陌生和不适应，也不知道该如何融入异
国学生中，孤独感油然而生。作为班里唯一的一名外国学生，这更使我感到茫
然。然而有一天，上课前我突然发现教室里有一个女孩长得酷似中国人。与此
同时，她也关注到了我。

下课后，我与这个女孩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经过相互介绍，我得知她叫
卡洛琳，家在北爱尔兰，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来自中国广东省。虽然她讲话时
带有浓浓的爱尔兰口音，甚至有时我得请她多重复几次才能听懂她的话，但她
身上的中国气息顿时拉近了我们彼此间的距离。特别是当卡洛琳戴上墨镜的时
候，俨然就是一个中国女孩。从那以后，每次上课，卡洛琳都特意坐在我旁
边。当我不明白老师讲的内容时，她会为我解答并指导我做重点记录。在完成
团队作业时，我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卡洛琳小组的成员，她也尽可能多地给我提
供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以此来获得好成绩。卡洛琳的出现让我不再觉得孤
单，她也是我留学路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向导。有了卡洛琳的热心帮助，我逐渐
适应了英国大学的学习。我也通过卡洛琳慢慢地走进了英国学生群体，拥有了
很多的朋友。卡洛琳是我那段留学生活中最亲密的伙伴。记得在一次聊天中，
我和卡洛琳都惊讶地发现，我们竟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冥冥之中更让我觉得
这个混血女孩和我有着难解的缘分。

在火车站遇到的黄女士和我的大学同学卡洛琳，她们都是拥有华人血脉的
“混血儿”。她们生在欧洲，但始终对于中国怀有一份特殊感情。所以，每当她
们与中国人相遇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萌生出亲近之情。从中，我也深深地感触
到了她们内心深处的那份中国情结和父母辈心中那永远割舍不去的乡情。

留 学

素 描

随着留学的大众化趋势，高考已不再是学生及其家长的唯一选择。
留学，成为越来越多普通家庭的选择。那么，高中阶段出国留学是为了
逃避高考，还是为了寻找出路？过早开始留学生涯，对学生的身心发展
有益吗？在申请留学时，有什么需要特别关注的吗？

是退路还是出路？

对于做出放弃高考直接出国留学的决定，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读
书的何鹏程认为：“高考像是一个成人仪式，但是成人仪式有很多。大
多数人选择高考作为自己的成人仪式，而我想试试走新的、不同的
路。”有这样想法的并非何鹏程一人。如今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读
本科的张卓群也是在高中阶段就申请了美国大学。尽管张卓群依旧参加
了高考，但是对于她来说，参加高考纯粹是为了体验一把。她把高三阶
段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申请出国上。在她看来，出国留学不是为了逃避
高考，而是为了体验不同的生活和经历。

相对于孩子的单纯想法，家长的考虑要更多一些。李娟 （化名） 的
孩子正在重庆某重点中学上高一。留学存在风险，留学的孩子中有发展
好的，也有发展不好的，她一直为此纠结。今年上半年，李娟最终下定
决心在孩子读完高二后就送他出国留学。“一方面确实是担心孩子目前
的成绩可能考不上国内太好的大学；另一方面，我觉得国外的教育还是
相对好一些，出国留学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比较有利。”

准备送孩子出国留学，并非是在仓促之下做出的决定。何鹏程高中
就读的宜昌市夷陵中学每年都会组织冬令营，带领学生去海外进行游
学，感受国外的风土人情。何鹏程在高一时曾跟随老师去美国进行短暂
的游历。“我发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不无感慨地回忆说：

“当时在路上的陌生美国人都跟我打招呼，他们会把积极健康的生活态
度传递给遇见的每一个人。”经历了这次游学，何鹏程萌生了要出国读
书的念头。高二时，他一直在为出国留学做准备，他的父母也向生活在
美国的华裔朋友进行咨询。经过一年的详细考量，何鹏程一家才最终做
出决定，让何鹏程去国外读两年高中，然后再申请国外的大学。

早去早受益？

让孩子在高中阶段就申请出国的家长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在高考
前就申请，做高考和留学两手准备；一类是在高考后才开始申请，一般
是由于孩子高考发挥不理想，不能就读理想的国内院校。李娟认为：

“更早地接受国外教育，会更早受益。比如在人格塑造方面，可能更为
有利。”她还透露，她身边抱有此想法的家长不在少数。

而何承鹏对此的态度是：“因为我的目标是去国外读书，所以晚去
不如早去。”他表示，两年的美国高中教育，对继续读大学有帮助。“美
国大学之前的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兴趣，找到兴趣所在。学
校课程设置比较灵活，很多时候只是规定一个大的框架，比如必须修一门
关于生物类的学科，至于具体选什么科目则主要看学生自身的意愿。”

与何承鹏同校、也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读书的尤镐鹏，他在初中时就
曾提出留学美国的想法，但被父亲否决了。“父亲不希望我通过花钱的

方式去接受教育，认为我应该凭自己的实力去申请。”最终，尤镐鹏在
国内读完两年高中后才申请出国留学。如今看来，没有在初中阶段去留
学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尤镐鹏说：“在国内念过两年高中之后，我的学
习能力明显有所提高。”

近年来，留学低龄化的趋势愈加明显。众多学生在身心尚未成熟之
时就被家长送出国门。他们面对着文化差异巨大的陌生环境，再加上心
理素质不过关、自控能力差，往往容易引发各类问题。对此，新东方前
途出国咨询有限公司的留学指导老师认为，如果学生不善沟通、独立性
较差、依赖父母，那么过早出国可能不利于其身心发展，也起不到提前
融入当地环境的作用。建议家长可以先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和
沟通技巧，也可以参加一些留学机构的培训指导课程，为留学做好充分
的心理准备。

花钱可以开绿灯？

在申请出国留学时，家长往往有这样的误区，认为钱可以解决一切
问题。事实上，留学申请主要还是依靠学生高中阶段的平时成绩、语言
成绩以及课外活动情况，而不会仅仅因为“出钱多”就开设绿色通道。
国外高校在招收学生时，通常会考察学生的平时成绩、语言成绩、个人
成长背景等，部分国家的大学在招生时会参考中国学生的高考成绩，总
之，都是以学生个人素质为首要标准。如果学生的其它成绩都符合要
求，仅语言成绩暂时不合格，通常可以先就读预科，待语言成绩达标后
再正式入读。

是否出国留学，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讲究的是学生的适合
度。独自奔赴海外求学，需要具备独立面对困难的心理素质。如果孩子
尚不具备这种素质，则需要家长有意识地提早引导和培养。此外，海外
学校比较认可对某一领域有独特兴趣、并能专注于该领域学习的学生。
在应试教育模式下只会考试得高分的学生并非外国大学眼中的好学生。
所以，若准备出国留学，就要认真分析自己的所长所短，变被动学习为
主动学习，全面综合发展。

来高考来高考？？还是去留学还是去留学？？
周继凤 文/图

暑期将至，学生将暂时放下繁重的
学业。很多留学中介抓住学生的暑期空
档，推出丰富多彩的游学项目。学生也
希望通过游学，直观地了解外国学校，
开阔视野，同时为今后可能的留学做些
准备。

游学为留学做准备

“读高二时，我去美国做过一段时
间的交换生。当时住在当地美国人的家
里，到现在我们还保持着联系。”目前

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传播学专业的于淼
说，“我已经在学托福了，也有几所心
仪的美国院校。高中那段游学经历，对
我做出留学这个决定意义蛮大的，从那
以后我就一直盼着去美国念书。”

“我们今年又新增了两大暑期游学
项目：‘留学背景提升’和‘百年营
地’。‘留学背景提升’就是为准备申请
国外名校的学生提供一些与名校相关的
比赛资讯，通过参加比赛获得证书，增
加未来成功申请名校的几率。”北京新
东方前途出国咨询有限公司王寅介绍
道。据有关资料统计，有将近 1/3 的留

学生有短期留学经历。新东方前途出国
常务副总裁孙涛说：“这可以说明，出
国的人群已经开始着手做更充分的准备
了。无论家长还是孩子，如果提前去看
过、感受过、比较过，那么，在选择留
学时，这些体验将帮助他们做出理性的
决定。”

想留学的中学生越来越多

据有关调查，今年赴英国留学的学
生最低年龄为 7 周岁，突破了 2015 年之

前的记录。2015年至2016年，初中阶段家
长就开始萌生送孩子出国留学念头的比
例从28%涨到35%，从小学开始考虑送孩
子出国留学的比例也从15%提高到18%。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目前已
经在国外的留学生，他们可能从小学或
初中起，就已经有留学设计了。我的孩
子现在还没到上幼儿园的年龄，但是我
和家人已经开始讨论‘让孩子上国际幼
儿园还是传统的公立幼儿园’这个问
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在家长
对于孩子发展的设计越来越提前，也越
来越理性。”留学专家范宇解释道。

留学生“厨娘”才貌双全，个个都
能露一手。 （本文摄影：许怡如）

别小看了短期游学
郭广燚娟 文/图















































































 

又到一年高考季，各地考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最后冲刺，留学市场也即将迎

来一轮小高峰。高考，已不再是考生全家的唯一选择。

黄女士和我的大学同学卡洛琳黄女士和我的大学同学卡洛琳，，她们都是拥有华她们都是拥有华
人血脉的人血脉的““混血儿混血儿”。”。

带老外吃中餐
乐趣真不少

耿一宁

海外学子当大厨 煎炒烹炸全精通

难忘的难忘的邂逅邂逅
陈陈 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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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怡如和中国留学生，分分钟能
“变”出一桌色香味俱全的中国佳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