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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美国的留学生都会面临语言
学习与应用这一难题，尤其在中美文化
差异较大背景下。在和老师同学多次探
讨后，我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
法：翻译和听写。两种方法都需要英语
基础，同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简单说，
翻译就是中译英，英译中。选择感兴趣
或者适合当前水平的材料，每天花一定
时间翻译，翻译完后对照原文检查。中
译英检查时着重语法和结构，时间富裕
可以研究语义；英译中时着重语义，揣
摩如何表达得更地道更规范。

备考托福时便练过听写，吃透一分
钟长的材料一般需要两小时。第一遍只
听不写，第二遍到第五遍开始听写和补
充，到第六遍还听不出来的，就对照原
文检查，找出是发音方式不熟悉，比如
吞音、连读，还是单词或短语本身不熟
悉。接着录下自己朗读该材料的语音，
逐个音节与原文发音作比较，以此纠正
发音，重复两到三遍。最后再次听写这
段材料，直到正确率在95%以上。

语言学习的同时，专业学习上也有
所感悟。教授们经常强调按要求做事。
如果问题是“1+1=？”，无论用多少种方
法证明了“2+2=4”，结果也只会是0分。
保证大方向正确，在限定条件内充分发
挥你的主观能动性。日常学习和工作生
活中，丰田“五问法”和“按要求办事”的
结合使用会让我们受益颇多。目前我正
MBA（工商管理硕士）在读，课程开始
前，教授们会让我们做各种测试，从霍
兰德职业倾向测评到MBTI职业性格测
评。测评不一定 100%正确，但却能在一
定程度上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

周国平先生说，在一定意义上，
“认识你自己”就是要认识附着在凡胎
上的这个灵魂，一旦认识了，过去的
一切都有了解释，未来的一切都有了
方向。认识自己，不仅要认识先天素
质 （智能心理、身体素质等），还要认
识自我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在教育和
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世界观

和人生观，认识自己的特长和喜好
等。只有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地认识
他人和社会。

网络的迅猛发展让我们能够多层
次、宽渠道地接触到更新的知识和信
息。微信公众平台的文章推送，朋友
同事之间的讲座推荐，让大家欣喜于
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共享便捷性，但同
时也会让人陷入看后即忘的困境中。
没有相关领域的基础知识，一个个前
沿观点，一篇篇新颖文章犹如竹篮中
的泉水，即便营养丰富却在不经意中
逐渐流失。如果已经具有或者能够自
学相应基础知识，便可以在基础知识
和前沿知识中，以及前沿知识之间构
建“点-线-面”架构，从而更好更快
地理解吸收。

读书究竟有没有用？命运能否掌
握在自己手中？这些问题也曾困惑了
我很久，幸运的是如今都有了答案。在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读大一外出采访时
请教了清华大学某教授第一个问题，他
的回答我至今记忆犹新：不是知识没有
用，而是你没有使用，或者不会使用，说
明你自己没有用。或许并非所有的知识
都需要被使用，但不能因为自身原因而
去否认读书或者知识的价值。

抛开不可控因素，命运或许真地可
以掌握在自己手中。找到你擅长或者喜
欢的领域，通过不断的付出和足够的刻
意练习，使它变成你的核心竞争力，同
时让自己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当你专注
某一领域并且深入研究时，你的内心会
享受到无法言说的精神快乐；当你成为
该领域的专家时，你也会获得你应得的
物质报酬。如果没有意外，同时兼具专
业能力、物质财富
和精神富足，你掌
控自己命运的那一
刻 便 不 再 遥 不 可
及。（作者就读于
美国圣克劳德州立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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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纽约的前一天，我去了洛克菲勒大厦。站在露天的高层观
景台，透过厚厚的透明玻璃和光影幻魅的落日余晖，看中央公园在
眼底葱郁地铺陈延展，静谧地等待夜的叩门。环绕它四周的“水泥
森林”也渐次换上了晚宴的灯火盛装。在如此梦幻安宁的景象下，
我的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之旅画上了句号。

一直想写纽约，却迟迟没有动笔，因为印象中的它，就像一部
好莱坞大片，太纷杂、太壮阔、太不真实，生怕平白直叙的笔触勾勒
不出它倾世的盛名。纽约不是一座没有污垢的城市：随处可见的无
家可归者，破败老旧的地铁站，种族阶级的明暗冲突。这些已然说
明了它暗淡的一面。可即便如此，它有着光鲜艳丽的第五大道和百
老汇，有着野心勃勃的华尔街和常青藤盟校，有着安祥静谧的中央
公园，也有着活力四射的唐人街。

而正是在纽约这影片般的万种风情中，我发现了属于自己的
那一份恬然和自由。在纽约留学每一天也如纽约本身一般百味杂
陈。学业繁重，背负着每天百页的阅读量和隔三差五的论文考试，
整日整夜埋在书里，身心困乏。偶尔得闲便急切地四处转悠，在时
代广场各种肤色汇成的人流中迷失方向，在康尼岛细软的沙滩上
奔跑跳跃，一心想把纽约的风景看尽。可我真正读懂纽约肆意自由
的味道，在纷繁的世事中找到自己，是在一个人的一场漫步中。

某个落雨的日子，结束了一天的课程，走出了绿植爬墙的教学
楼，我突发奇想，不再按原定计划钻进图书馆写作业，而是踏上了
离学校不远处的一条公园小道。公园紧邻着哈德逊河，抬眼便可以
看到河对岸的新泽西州。一旁是车水马龙，一旁是静静走着的我。
独自彳亍着，忽然在一座哥特式教堂前遇到了一群人。小车幕布灯
光摄影，疲惫的心情立刻被好奇心俘获，是在拍电影吗？我在远处
张望着，只见一群身着风衣的黑衣人从肃穆的教堂内狂奔而出，空
气中弥漫着惊诧慌张。虽然目力所及，不能捕获更多信息，我却迟
迟不肯离去，期待着吊威亚之类的高技术动作也许会登场亮相。可
在环顾四周后，发现与我一同围观的人少得可怜。我猜想也许是因
为旁观者的存在会打扰到摄制，只好一步三回头地悻悻离去。

离了教堂，我重新踏上了公园的石阶小路，却不再沉浸在繁琐
的学业带来的困倦中。我揣测着，这拍摄的场景背后会是怎样一个
精彩的故事，会不会有一天在荧屏前我能看到今天摄制的这一幕？
思绪连绵起伏，我又联想到自己。自己之后的人生会是怎样？会在
怎样的城市生活？也会像电影一般精彩吗？如此自顾自地走着想
着，看着路旁欧式建筑雕刻着岁月的痕迹，灰褐色的树干虽未萌新

枝却依旧独自挺立。现世的安稳似乎并没有被我波澜起伏的思维
打搅，正如时光的逝去没有因为电影摄制时的纷扰而改变预先的
轨迹。我突然明白，与其汲汲然地去看遍纽约的每一个角落，不如
随遇而安，静静地在错综复杂的大世界里感受自己的存在，坚守心
底的宁静。

即便自由的释义因人而异，甚至牵涉着政治学概念的纠葛，
但在早春的纽约的这一番漫步，无疑让我嗅到了自由的味道。第
一次让自己占据全部的思维，第一次感悟到存在是一次奇幻的旅
程，即便没有少年派的惊心动魄。在这匆匆逝去的孤单中，我把
握住了当下的自己，吐纳着自由，吸吮着生命。

多年之后，若我再忆起纽约，会把那一场漫步定格成影片里的
一帧，细细的雨丝作景，近处是雨雾朦胧中若隐若现的摄制组，而
远处则有一个逐渐远去的悠长背影，气定神闲，只身恬然。

（作者系浙江开化人，曾留学于哥伦比亚大学。现就读于外
交学院英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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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枪手奥马尔·马丁携带了一把手
枪、一把攻击型步枪及其它可疑装置，“独狼
式”袭击造成重大的伤亡让人唏嘘不已，也把

“控枪”“禁枪”这类纠缠不清的老问题再次加
热到沸点。虽然涉枪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枪支
泛滥广受诟病，但解决“枪祸”不易。美国宪
法第二修正案明确规定“人民持有并携带武器
的权利不可侵犯”， 无论是禁枪还是控枪都面
临这道难以逾越的宪法障碍。

奥兰多枪击事件之后，笔者采访多位留学
生，请他们谈谈对美国允许民众持有枪支的看
法。在美留学生张小帆认为，枪支泛滥是个越
来越严重的问题，她赞同美国禁枪。而其他几
位留学生则从美国民众的视角出发，认为禁
枪、控枪均很难实现。在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
学留学的朱明虽然认为枪支会带来危险，但他

并不太赞同禁枪。因为民众可以携带枪支是美
国历史延续下来的习惯，一旦禁止，短时间会造
成更大的恐慌。他的许多美国朋友都有枪支，在
他看来，“虽然中国人认为枪支很危险，但对于
美国人来说，带枪就像带手机一样平常”，朱明
认为这体现了中美生活方式的不同。

在俄亥俄州留学的 Diana 认为，枪击事件
层出不穷的根源当然不在枪，而在于人，但不
能否认的是，枪的泛滥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增加
了犯罪几率。即将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
的李伯阳发现，身边会有留学生买枪，但他认
为，留学生买枪大部分是为了扮酷和好玩，真
正为了人身安全防卫的很少。说到美国有些州
允许学生携带枪支进入课堂时，他表示反对，
他认为枪支这类物品不应该出现在校园这类公
共场合。

枪击案发生在一家名为 “脉
动”的同性恋酒吧，被怀疑是针
对同性恋群体的恐怖袭击，因此
该案发生后，美国多地都发起了
对同性恋者的支持活动。美国多
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前都为奥兰
多事件悬挂了同性恋的标志——
彩虹旗，并半降彩虹旗表示对遇
难同性恋者的哀悼。“伊斯兰国”
的推特账户被黑客入侵，将原本
的恐怖主义信息换成了支持同性
恋的图片和文字，包括彩虹旗图
片及相关文字等。

谈到获悉奥兰多枪击案新闻
时的第一反应，朱明表示，除了
为受害者及其家人感到悲痛以
外，还感叹道：“社会何时才能真
正宽容 LGBT （性少数群体）！”
他介绍说，他所在的明尼苏达州
和大部分北部州一样，对 LGBT
比较宽容，比如，他就读的学校
设有 LGBT 中心。但是美国南部

“反同”情绪比较高。美国的LG-
BT群体依然会受到不同程度歧视，面临很多阻
碍。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李伯
阳认为，美国社会存在很多灰色区域，同性恋
是其中之一。他觉得，社会还没有完全容纳这
一群体。在西部和在纽约、芝加哥这些大城
市，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比较高，然而在南部
的一些小城市，同性恋者往往被主流社会排
挤。因为那些城市的移民比例相对较高，而他
们往往思想保守。笔者采访的其他留学生普遍
认为，因宗教信仰而歧视同性恋在美国是个比
较严重的问题，此次枪击案中，不能排除枪手
马丁是因为极端思想而仇恨同性恋。

Diana也有类似的感受，她认为，同性恋者
在美国是弱势群体，一些人表面上对同性恋者
很尊重，并与之和平相处，但其实背后很反感
同性恋。根据她观察，美国与中国有一点不一
样，大部分中国人倾向于管好自己就可以了，
但美国人不是，他看你不顺眼就一定要告诉
你，让你不好过，很多美国人都会这样。因
此，美国同性恋群体处境更艰难。她认为，法
律包容不代表民众包容。比如，关于男女平
等，美国已经有充足的法律保障，但抱怨歧视
女性的声音还是不绝于耳。这些问题很复杂，
与宗教、受教育程度都有一定关系。

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让此案变得更加复杂。马丁今年 29
岁，是阿富汗族裔美国公民，其父母是阿富汗移民。在枪
击案之前，他曾向警方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的领袖，枪
击案之后，“伊斯兰国”也宣布对此事负责，但目前尚没有
证据证明他和“伊斯兰国”之间有直接联系。马丁生前也
曾多次在社交网络上发布激进言论，甚至曾被联邦调查局
列为调查对象。

马丁的作案动机目前尚无定论，但恐怖主义是大家一
致谴责的。张小帆说：“恐怖行径让那么多无辜的生命逝
去。更让人忧心的是，这些恐怖分子就隐匿在我们身边。
不仅是我，我身边的人都颇为震惊，大家都在哀悼遇难
者。” 她表示，强烈反对和厌恶恐怖主义，希望全世界的
人一起打击恐怖主义。

除了恐怖主义之外，移民和宗教问题也受到关注，并
成为了美国大选候选人之间争夺的热点。如共和党参选人
特普朗在奥兰多枪击案之后，主张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
国，猛烈抨击民主党在移民问题上的“政治正确”。而希拉
里团队则认为，特普朗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有可能妖魔化
穆斯林，甚至进一步激化矛盾。同时，她继续坚持“控
枪”的立场。

笔者采访的留学生一致认为，此事虽然会对美国大选
有一定冲击，但不会突然改变民众的支持对象。同时，他
们对美国大选有着自己的看法。朱明开玩笑说，美国这边
经常有个笑话：如果特普朗当选，大家就要移民加拿大。
他认为，比较理性的民众会支持希拉里，感性的会支持特
普朗，因为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不喜欢有太多外来移民和其
它宗教因素打扰自己的生活。特普朗靠一张嘴挑起了大家
的愤怒，容易获得感性者的支持。他说，作为中国人，朱
明表示，他会希望特普朗当选，因为特普朗的对华政策相
对和缓友善；作为地球人，他会支持希拉里，因为希拉里
从政多年，有化解国际社会矛盾，促进全球稳定的能力。

而 Diana则表示，希拉里和特普朗她都不支持。她觉得
希拉里是典型政客，给人矫揉造作之感，同时，她还陷入“邮
件门”危机。Diana认为，虽然特普朗观点有其合理性，比如
非法移民确实是美国社会的一大问题，但太偏激，其提出的
应对政策，对正规移民、本国民众往往不公平。

奥兰多枪击事件是场悲剧，暴露了美国社会深层次问
题，深刻影响该国政治走向。受访学子认为，美国政客们
应该对此次袭击中逝去的无辜生命保持应有的尊重，不能
用他们来推介和兜售自己的政治理念。今天的美国无疑又
一次纠结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十字路口”，
不同政治力量对“枪祸”这同一“病症”开出的“药方”
迥异，甚至截然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说，“脉动”酒吧刺耳
的枪声也正撕裂着美国社会。

同性恋遭歧视 枪支日益泛滥 “独狼”恐袭上升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这是
“9·11”事件后美国死亡人数最多的恐怖袭击”，
美国奥兰多枪击事件之后，关于此事件的报道铺
天盖地，“最严重”“极端”“激进”等字眼频繁地
在新闻里出现。这起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

多市的枪击案，导致50人死亡，53人受伤，犯罪
嫌疑人奥马尔·马丁被当场击毙。此事件在美国引
起轩然大波，也震惊了国际社会。在美中国留学
生是当地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和零距离观察者，他
们对此事件有哪些思考呢？

枪对于很多人来说像手机一样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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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众悼念奥兰多枪击案遇难者。

美国民众悼念遇难者，呼吁枪支管控。

学 子

观 察

异 域

行 走

学 海

泛 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