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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我放弃了安稳工作，放弃了看起来光明的前
途，带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对知识的渴望，到法国读
博。1000 多个日夜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流逝，静静流淌的
塞纳河见证了我这段挥洒汗水的青春岁月；流光溢彩的
埃菲尔铁塔记录着我一个异乡人负笈苦读的点点滴滴。

于我而言，读博恰似凤凰涅槃般的浴火重生，遭遇
的困难和挫折是始料未及的。语言障碍、专业跨度、文
化差异等这些都是困难的表象，最深层次的挑战在于我
所研究的课题，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让我竭尽全力
钻研之后，深感已经达到认识的极限，体味到一种彻头
彻尾的无力感。让我最抓狂的是，当我极尽精细地进行
实验，对所有可能的细节都深思熟虑，却还是不能重复
出之前的结果。失落、沮丧时常缠绕着我。

失败之后又是新一轮的探索、思考和求证，如此循
环往复。终于在不断刷新绝望的下限，觉得课题研究已
经进入了死角，再无继续下去的决心和勇气之时，不经
意出现的实验结果又让我重新点燃了探得真知的希望。
这种柳暗花明的转机给我以无穷的力量，让我踏上漫漫
征途，克服前进中的重重困难。

读博是一种修行。法国导师不断给我“灌输”一个
观点：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对真理的无限追求，而
发表文章、申报课题经费、找到好的工作、成就感，都
只是伴生品，并不是目的。不同实验室有不同研究方
向，或追赶热门前沿，或坚守基础攻关，实验设备和条
件也不尽相同，实验室能申请到的课题经费也相差甚
远，我们对获得的支持力度不能有攀比之心，要“安贫
乐道”、处之泰然。同时，我们习惯于科研评价所带来的
巨大压力，深刻懂得，科研人员“压力山大”在世界各
国具有普遍性，自己必须坦然面对。

读博的过程，除了系统科学思维的训练，也是一场
意志的考验，而“耐得住寂寞”的定力是磨练意志不可
或缺的，必须时刻做到坚持科研的初心不改，全神贯
注、全力以赴、不为任何外力所扰。法国人素以“懒
散”著称，但是他们一旦真正投入科研中，那种奋力拼
搏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10分钟解决三明治午餐，早出
晚归、加班加点。看到身边的法国同行个个都是科研

“拼命三郎”，我深
刻明白，探索新知
在哪里都一样，都
要有股子拼搏精神。

当 披 星 戴 月 地
走出实验室，坐上
最后一班地铁，我
倍感充实、踌躇满
志，因为一天的工
作让我又离真理近
了一步；当穿过寂
静的校园，抑或路
过喧嚣的路边酒吧，我宠辱不惊、淡定从容，因为心在
远方。我自豪于自己在最好的年华，在最美的法兰西，
用青春与激情书写着无悔的人生。

对真理探求的惯性让我不由得思考人生。人之于宇
宙，渺小如沧海一粟；人之一生较之斗转星移，就是短
暂瞬间，我们的努力奋斗，就是要使短暂的人生发出璀
璨如星斗般的光华。于是，怀揣着家人、朋友的牵挂，
在孤独的异乡不断地挑战自我，即使举步维艰，也要咬
牙前行，努力在这个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度，书
写别样的求知人生。

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我唯有倍加珍惜在这里的分分秒秒，才能不虚此行。如
果说读博的岁月是人生里程碑式的历练，那么这段刻骨
铭心的成长不会再有第二回。面对这不可重回的成长，
没有彩排的直播，我唯有始终保持一颗追梦的心，倾情
演绎出彩的求学人生。

前路漫漫，塞纳河流淌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髓已经
给我的留法岁月打下了深深印痕，我
深信，经过艰难的求索，在科学的征
程上，我终将收获相逢真理的欣喜。

作者为法国巴黎六大 （皮埃尔•
玛丽居里大学） 肿瘤医学博士生，巴
黎六大学术委员会委员，全法中国学
者学生联合会副主席。

——留英学子谈脱欧公投
本报记者 张保淑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
这句古话还真有道理！”

“房东大妈今天特别高兴，她终于如愿开始
‘脱欧’了。”

“这对全球经济很不利呀，真是大难临头各自
飞！”

“前阵子，德国默克尔大妈访华说不定就是为
应对这种局面做准备呢。”

“美联储会趁机加息吗？若如此，英镑的前景

就更不妙了。”
“脱欧启动后，雅思考试会不会变得更难了？”
“快换英镑！”
……
英国脱欧公投初步结果一出来，本报记者所在

的一个微信群里，海外留学生的讨论突然热闹起
来。虽隔着大洋和时区，海外学子们乐此不疲地纷
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尤其是那些身在现场，经历和
见证脱欧公投历史性时刻的留英学子。

“我通宵都在看 BBC 关于脱欧
公投的现场直播节目。”就读于英国
朴茨茅斯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袁涛
这样向本报记者讲述他对公投的关
注。在他看来，作为欧盟最重要成
员国之一，英国还是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其脱欧公投的结果将
产 生 非 常 深 远 影 响 ， 当 然 举 世 瞩

目。对英国人来说，是否脱欧与自
己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而诉诸公
投，就意味着英国民众通过行使自
己的民主权利，作出自己的选择。

与袁涛相比，就读于英国拉夫堡
大学的陈松恒对脱欧公投的关注甚
至更高。他告诉记者，由于自己所学
专业是国际政治以及媒体传播，所以
对脱欧公投这一重大事件非常感兴
趣，持续关注相关报道。为了解更多
信息，他参与过拉夫堡大学举行的相

关讲座，公投开始后，他还进入投票
现场，近距离观察投票情况。

就读于曼彻斯特大学的沈晨表
示 ， 自 己 对 脱 欧 公 投 的 关 注 比 较
晚，虽然知道这是一个重大事件，
但是认为，公投结果留欧应该是没有
悬念的，因为她一直有一个感觉，就
是英国民众赞成留欧的比例更高。

“直到那天早上，我的朋友圈被刷爆
了，我才赶紧去 BBC 看公投直播，没
想到结果是‘脱欧’。”她说。

从“留欧应该没有悬念”到“结果是脱
欧”，这一颇具“黑天鹅”色彩的公投事件的
确让很多人大吃一惊，留英学子们在人们的错
愕中迎来英镑短时间大幅贬值的欣喜。“学费
今天直接相当于打了个九折呀！”袁涛高兴地
告诉记者。的确，作为留英学生，他们虽然很
关心公投，但是对待结果无疑比较超脱。沈晨
说，还是趁着英镑大跌机会，换些英镑来得实
惠。

对公投结果，陈松恒评价说，这的确与预
期不同。投票前的基本判断是留欧派会以微弱
优势胜出。不过，毕竟两种主张的人数比较接
近，而主张改变的一方历来容易在政治选举中
更有优势，脱欧派胜出也没有太出乎意料。脱
欧这一结果对英国本土的大学生来说接受起来
的确有几分痛苦，陈松恒解释说，英国大学是
自由主义者大本营，学生们大部分是支持“留
欧”的，公投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校方甚至
群发邮件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我身边的同
学虽然支持留欧，但是也没办法，也尊重投票
结果。”陈松恒说。

对不同群体在脱欧问题上的态度，袁涛也

深有感触，他说，英国当地普通民众和老年
人偏向脱欧，而社会精英阶层和中青年人则
支持留欧。在与当地民众交流中，他听到他

们中很多人抱怨，自己没有从留在欧盟中获得
什么好处，而从东欧国家涌入的劳工分享了他
们的福利，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以选票作出
自己的回答。在袁涛看来，难民问题也是英国
公投脱欧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大批中东
和北非难民进入欧洲大陆，他们安家首选地之
一就是英国。就在与英国多佛尔隔海峡相望的
法国加莱，大批难民已安营扎寨，以期进入英
国。欧盟核心国家德国在接纳难民上的开放态
度使很多英国民众感到担心。他们不想让难民
打扰自己的生活，选择脱欧来筑牢“国境
线”、强化“主权”，获得安全感。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脱欧是一个颇具情绪化的决定。大数
据显示，公投结束后，英国人关于“欧盟是什
么”“脱欧会给英国带来什么”等问题的搜索
量大幅上升。不仅如此，一些之前投出脱欧票
的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悔意，要求举行第二轮公
投，而未参加投票者更是发出再次公投是发出再次公投，，行使行使
自己权利的请求自己权利的请求。。种种迹象表明种种迹象表明，，脱欧脱欧、、回归回归
和拥抱主权和拥抱主权更多是英国民众在发泄情绪更多是英国民众在发泄情绪、、表达表达
愤懑愤懑，，带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带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

脱欧意味着英国失去欧盟这个最
大贸易伙伴，据英国财政部公布的数
据，该国在 2030 年前全国收入将减
少30%。这部分损失只能通过上调物
价等手段获取，这意味着启动脱欧后
的物价应整体有所上涨。对此，沈晨
表示英镑对人民币贬值节省的下来的
学费看来还得“还回去”。她抱怨
说，英国的物价水平原本就比欧洲大
陆的要高一些，如果政府将来加大税
收的话，无疑会进一步推高物价，她
确实担心价格上涨，提高生活成本。
陈松恒说，英国物价特别是蔬菜价格

相对较高。现在物价上涨不只是一
种担心，而是开始变成现实了。实
际上，他已经注意到，英国亚马逊
上的部分在售商品价格已经进行了调
整，比公投前涨了一些。“我还剩两
个月就要毕业了，不用承受可能到来
的涨价了。”陈松恒庆幸道。袁涛则
认为，对物价上升没有必要过多担
心，他相信英国基本生活必需品会保
持相对合理价位。

有观察认为，对现在身在英国的
中国留学生来说，脱欧给他们在当地
就业带来好消息。因为同为欧盟成员
国，英国给予来自欧盟其他成员国的
留学生在就业方面有优待，而“国际
学生”则处于不利地位。脱欧后，英

国将把“国际学生”与欧盟成员国学
生在就业方面同等对待。对此，袁涛
表示，在英国没有脱欧之前，欧盟学
生比“国际学生”在就业方面有更大
优势，却支付更低学费，这很不公平。
脱欧后，在就业方面被公平对待，这当
然是件好事。陈松恒则认为，即使被
同等对待，也不意味着脱欧后中国留
学生在当地就业就会比以前容易，还
要看英国整体经济环境。他说，英国
经济近年来增长乏力，就业情况并不
乐观，即使是英国本土学生，就业也
不容易，对留学生来说就更难了。他
判断脱欧后，英国经济形势肯定更
差，企业将会削减招聘计划，中国学
生在英国就业也会受影响。

近日，英国举行了举世瞩目的脱欧公投，脱欧派胜
出似乎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意料。对这一结果，有的英国
人欢喜庆祝，有的则无奈摇头，甚至黯然垂泪。

如何看待英国脱欧及其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呢？
英国脱欧有诸多原因，一些文章给出长篇累牍的分

析，在笔者看来，除了骨子里骄傲的英国人对欧洲归属
感并不强烈之外，还有 3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一是英国
给欧盟缴纳高额会费，而每年数亿英镑的会费没有给自
己国家带来相应好处，却养活了一些欧盟内欠债国家。
二是东欧移民给英国人带来了恐怖袭击和难民等一系列
危机感，还造成了就业的竞争、教育和医疗等资源的瓜
分以及福利的降低。三是一些支持留欧的民众投票不积
极或者一些民众认为脱欧派不会成功，就试着投了脱欧
票。

事已至此，无论留欧派多么不舍，脱欧已是“箭在
弦上”。启动脱欧进程后，将会对中国留学生群体和英
国大学产生诸多影响。

1） 国际化环境、录取标准和奖学金政策
据统计，英国目前大约有12.5万的欧盟留学生，一

旦脱欧，到英国留学的这部分将会减少，预计英国会损
失 5万欧盟国家学生。同样，参与英国高校与其他欧盟
高校之间交换项目的学生也会减少。这将给中国学生带
来两种可能的影响：一种是增加中国学生被英国顶尖大
学录取的机会，增加博士生群体申请博士奖学金的概
率；另一种是英国大学为了平衡国际学生数量，相应缩
减对华招生，提高对中国学生入学的要求。

2） 签证政策
中国学生去欧洲旅游，仍旧需要申请申根签证。而

苏格兰的高校，目前更希望恢复 PSW 签证 （即英国
Post Study Work 签证，有效期 2 年）。这样，留英学生
在毕业后如果有两年工作的可能性，会增加英国留学的
红利。

3） 英镑汇率和留学成本
截至今天，约70家大学宣布今年已经注册的学生以

及今年即将入学的新生的学费不变，这就意味着中国留
学生的学费相当于无形中打了八八折。而脱欧成功后，
预计会有大批欧洲人离开英国，缓解住房压力，留学生
房租可能会因为东欧移民的撤出而有所降低；另一方
面，由于经济形势的改变，英镑贬值等原因，可能会导
致物价上涨，中国学生的其他生活花销有可能会增长。

4） 就业环境和形势
在英国这样一个非移民国家，在2012年取消了PSW

签证后，中国学生留英就业非常困难。这种状况是否会
得到缓解呢？在笔者看来，签证政策可能的改变会给中
国留英学生就业带来的有利条件。比如，苏格兰地区有
可能恢复PSW签证，这可以让中国留英学生毕业两年内
寻找在该地区就业机会。但是，就总体而言，中国学生
留英就业难不会因为脱欧而改变。因为脱欧意味着英国
的入境及移民政策可能更为严格，很多跨国企业有可能

考虑将欧洲总部移出英国，这会导致英国本土一些主要
行业，比如金融业紧缩，就业机会将减少。也许有人会
说，欧盟国家来的工作者少了，竞争者少了，中国留英
学生的工作机可能容易一些。我认为，考虑到近 100万
个工作机会即将因脱欧而消失，还有庞大的英国本土待
就业人群，中国学生留英就业的机会很难增加。

5） 大学研究资金、学术合作。
每年，英国大学都会从欧盟国家地区获得科研经费

的资助，来自于政府，工业和慈善，用于科研、奖学
金和学校设备、设施建设。脱欧会使英国高校在这方面
受到一定影响。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影响会被控制在
一定范围内。脱欧后的英国仍旧是欧洲乃至世界科研中
心中重要一员。

6） 大学教职员工流动
英国的所有高校中，都有大批来自欧盟国家的教职

员工，他们同样是各大学最重要和宝贵的无形资产，为
英国高等教育做出巨大贡献，所以我们不希望看到高技
术人才从英国大学流失，在意识到脱欧可能影响这部分
来自欧盟国家的教职员工继续留英后，英国大学会尽全
力降低这种不利影响。

英国是西方近代高等教育的发源地，拥有世界最古
老的大学和教育机构，为英国、欧盟乃至世界都培养出
大批杰出的人才。悠久的历史、完善的体制、高质量的
教育，含金量高和认可度高的文凭，我们有理由相信，
英国大学的教育、教学及科研水平不会因脱欧而改变。
英国大学也会尽全力保持英国高等教育不受政府脱欧政
策带来的一系列影响。

（作者为罗伯特高等大学中国区负责人、欧美同学
会留英分会理事）

密切关注公投

结果始料未及

脱欧后有喜有忧

脱欧对中国学子影响几何？
王 佳

作者近影作者近影

塞纳河畔的读博岁月
刘源辉

作者近影

6月25日，一名抗议者身披欧盟
旗帜坐在伦敦街头，抗议“脱欧”。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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