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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日下午，我们
澳大利亚首都地区中国
学生学者联谊会一行 6
人冒着绵绵细雨，翻山
越岭抵达了位于湖南省
永州市的蓝山县汇源瑶
族乡中心小学。此行的
目的是为了给汇源中心

小学捐赠电脑教室，学联干事希望这里的孩子也
是互联网时代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甚至成为创造
者。让孩子们通过网络去了解山外的世界，同时
让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通过网络关注和帮助在瑶
山深处的留守儿童。

初到瑶山，就感受到了瑶山孩子们的那份天
真与善良，他们没有太多的话语，就一句：“哥哥
姐姐好”，让人如沐春风。据汇源中心小学冯校长
介绍，这里的孩子 80%都是留守儿童，父母都在
沿海打工，大部分的孩子寄宿在学校。很多都是
一年甚至两年才能见到自己的父母。

这里的孩子除了那份本有的天真与善良外，
创造力与才艺天赋也让我们赞叹。在汇源中心小
学随处可见孩子们用树叶、大米等普普通通的材
料制作而成的手工作品。一幅简单的作品，不仅
折射出孩子们超强的动手能力与想象力，更展现
了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的向往。虽然身
处瑶山深处，但是并不影响他们那一颗求知的心。

瑶族小朋友能歌善舞果然名不虚传。2 日上
午，举行完简单的捐赠仪式后，汇源中心小学的
20多位小朋友为我们一行表演了湖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瑶族传统的瑶歌、伞舞、鼓舞以及竹

竿舞。简单的动作、简单的旋律却令我们这些海
外学子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下午，两位汇源中心小学的孩子通过学联捐
赠的电脑教室视频系统与远在广东东莞打工的父
母进行视频聊天。一句“爸爸，我好想你”，让在
场的学联干事热泪盈眶。与父母在一块，对于城
里的孩子来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但是对
于这里的许多孩子来说却是一种奢侈。

视频结束后，来自学联的郭小航、王希、黄
翔宇、陶静雯和陈伟良等同学通过精心制作的
PPT，向孩子们介绍了澳大利亚风土人情。瑶山
的孩子们也分享了他们发生在瑶山深处的故事。
随后，学联代表们在冯校长带领下走访了就读汇
源中心小学一年级的盘丽萍小朋友家。虽然年纪
很小，但是小丽萍特别懂礼貌。生活条件艰苦并
不影响丽萍勤奋学习，墙上挂满了她的奖状。小
丽萍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每月微薄的工资是这
个家庭唯一的生活来源。在交流中每每谈及孩
子，父亲总是露出欣慰的笑容。学联代表们带去
了油和米等生活必需品，并表示如果小丽萍以后
读书遇到困难，学联干事将全力帮助她度过难
关。

在欢声笑语中，我们结束了此次短暂的瑶山
之行。短短 24个小时，我们与这里的孩子们建立
了深厚的友谊。临行前大家依依不舍，互相拥抱
告别。“哥哥姐姐，你们还要再来呀！”让已经登
车的我们久久不愿离去，只想多看孩子们一眼，
再感受一下那份瑶山深处的淳朴与善良。

此次爱心之旅还得到了湖南省高速公路警察
局永州支队、永州电视台、广东省联泰集团和广
州舒信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等爱心单位与企业的大
力支持。

我们作为澳大利亚首都地区最大的中国留学
人员社团，将充分利用团结大多数留学人员这一
优势，并联系澳洲本地学生，形成长期有效的定
向帮扶机制，通过知识、文化与信息援助蓝山县
汇源瑶族乡中心小学。签订长期援助协议，把汇
源瑶族乡中心小学作为澳大利亚首都地区中国学
生学者联谊会社会实践基地。每年冬天安排2至3
名留学生到该小学短期支教。定期通过视频系统
与结对学生进行沟通交流，解决留守儿童在学习
上、心理上遇到的问题，并希望通过此次活动，
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关心与关注留守儿童，缩小
城乡教育的不平衡，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与生活环境。

（作者就读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环境系，现为
澳大利亚首都地区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执行主席）

一转眼，就要递交自己最后一份作业，大学
时光就要在几个星期后画上句号。

还记得在大学开始之前的那个暑假，爸爸与
我聊他的大学岁月。他说，大学于他最大的收获
不是增长知识，而是弄明白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大学是他梦想开始绽放的地方。几个星期后，17
岁的我，第一次远行，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到机
场。在出海关时，工作人员在我手中崭新的护照
上盖了第一个戳，并微笑着对我说：“再见！”

我记得海关后面的那段路好长好长，心里空
空荡荡。但我却没敢再回头看一眼来送我的同学
们，怕他们看到我不争气的泪从脸颊滑落。

在飞抵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那一刻，刺眼的
阳光让我头晕目眩。我告诉自己，一定要独立应
对好接下来的一切：学会怎样用银行卡，怎样坐
公交车，怎样找到去寄宿家庭的路……

刚入校时，我特别羡慕本地学生。他们大都
在本州上学，依然住在家里，衣食无忧；他们用
母语学习，无语言障碍；身边有很多中学同学，
一起玩耍聊天。而我呢？课堂上要想着回家收起
早晨晾晒出去的衣服，要惦记着准备晚餐。找个
机会与朋友凑钱吃顿火锅就是十足的奢侈。

此时，那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开学第一堂
课，面对老师提问，明明知道答案的我，却担心
发音不准被笑话，犹豫中举起手而后胆怯地放
下；一次公开课上，面对老师飞快的语速，我们
4 个中国学生一脸茫然，却没有人有勇气告诉老
师我们的感受。终于，我鼓足勇气，举起手请老
师重新讲解一遍。那一刻，我的心扑通扑通直
跳。

能用英语流畅自由表达该有多好！为此，我
奋发努力，利用一切机会学英语，就连每天坐公
交时，我都带着耳机练习听力、纠正发音。大量
阅读原版读物，从流行的少儿读物开始，我一口
气读了《爱丽丝漫游仙境》《哈利波特》《小熊维
尼》 等。后来，我下了狠心，在原有专业基础
上，干脆同时攻读英国文学学位，广泛阅读了英
语文学大师狄更斯、莎士比亚、伍尔夫、雪莱
等人的作品，一路下来竟然有数百本之多。英语
当然也获得了大大提高。

在学校，我参加了义工组织的支教活动。澳大
利亚虽然是发达国家，但是也有很多偏远地区，那

里的学生数学和
计算机编程方面
的知识贫乏。我凭
借在国内接受过
的数理化良好训
练，在支教中，既
发挥了特长，又锻
炼自己，还获得了
学校和社区的好
评和认可。特别值
得自豪的是，我从竞争激烈的评选中脱颖而出，获
评“2013年度澳大利亚全国最佳留学生”。

参选并胜出成为阿德莱德大学学生会主席的
经历是我留学生涯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这
不仅实现了我个人的一大突破，而且创造了包括
中国留学生在内的亚裔留学生在该校的历史。阿
德莱德大学有悠久的留学生传统，并且出过两任
新加坡总统和澳大利亚首位女总理。但是，在该
校 100 多年历史上，从来没有中国留学生或者亚
裔学生当选过学生会主席。我和朋友提起这一点
时，他鼓励我参选，并指出我的竞争优势，希望
能放手一搏，不留遗憾。

当我宣布参选时，支持者之多令我意外、令
我感动，那些与我平时意见不一致，甚至截然相
反的同学向我表达支持。最终，我以最高票数当
选，非常荣幸地与前任学生会主席们，包括澳大
利亚首位女总理吉拉德、现任联邦工业创新科学
部长佩尼、前任民主党党首迪斯波嘉、前大法官
约翰斯顿等一起载入该校历史。

临近毕业，归国之情愈浓，我下决心回国创
业，而身边的不少中国留学生也作出了相同选
择，大家相约毕业后一起回国工作，用自己的真
才实学和满腔热情，参与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
事业中去。

如果青春是一张 CD，大学时代，我们用汗
水和激情在澳大利亚刻录
下 这 张 CD 的 A 面 ； 那
么，我坚信，回国后，我
一定能用勤劳的双手在 B
面刻录下更精彩的未来。

（作者就读于澳大利亚
阿德莱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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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杨祺轩这个名字，也许你会觉得陌生。
但谈到日前专访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中国学子，你
一定对他印象深刻并充满好奇。他，就是从鹭岛
厦门走出去的中国男孩儿杨祺轩，目前就读于德
国康斯坦茨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专业。近日，
本报专访了杨祺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留学生
活，倾听他采访背后的故事。

“她确实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政治家。当时我
所提的4个问题都相当复杂与敏感，但是默克尔的
回答直接且耐人寻味。”谈及日前受邀专访德国总
理默克尔的最大感触时，杨祺轩这样回忆道。今
年6月，62岁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第9次访华，与李
克强总理共同主持第四轮中德政府磋商。出发
前，她特地安排时间，在德国总理府接受了“95
后”中国留学生杨祺轩的独家采访。

杨祺轩所参与的节目叫做 《总理直通车》。在
节目里，来自社会各界、各阶层的代表就特定话
题向德国总理提问。杨祺轩就中德网络安全合
作、中欧钢铁产能之争、访问沈阳行程和中国立
法这4个问题向默克尔总理发问。杨祺轩谈到，在
默克尔总理访华期间他仍继续关注这些议题的进
展，认为德国在网络安全和法治建设议题上取得了
相当不错的成果，在中欧经贸关系上的表态也相当
坦诚。“我感到非常幸运的地方在于，能够比新闻社
提前获得第一手的消息，而且亲身参与了一次外交
事件中的信息政治，非常奇妙。”杨祺轩说。

今年3月至5月，杨祺轩在德国联邦新闻局实
习，正是这个身份，使他获得专访默克尔的机
会。杨祺轩是首位受邀参与 《总理直通车》 节
目、向德国总理发问的中国人。在当时，他也是
整个新闻局唯一的一个非德国籍工作人员。“当时
我在德国联邦新闻局的网站上看到了他们的内部
分工，发现有舆情分析处。由于我的研究兴趣就
是在定量舆情分析方面，所以当时抱着试试看的
心情公开申请了。”杨祺轩这样谈到自己申请这份
实习的初衷。

杨祺轩感慨在舆情分析处的实习对他影响很
大，“我要阅读非常多的德语报刊，要参与问卷设
计，而且还为总理府写了一些舆情报告。我觉得
我们的工作是非常严谨的，注重每一个细节，毕
竟我们要向联邦政府反馈相对准确的舆情以作为
决策的参考。”

“在海外实习并不难，不过很重要的一点是语
言一定要过硬。”杨祺轩起初很惊讶为什么联邦机
构会招聘外籍实习生，不过，当他真正融入这个
集体后发现，“他们只把语言当作最基础的条件，
而专业性、思考和学习能力才是最关键的，非母
语者的语言瑕疵并不是问题。”他建议留学生在申
请实习时，如果没有国籍限制，你对此又充满兴
趣，就一定要大胆地申请，没必要因为是非母语
者而退缩。

从厦门到康斯坦茨，从高中到大学，杨祺轩谈到学
习上最大不同大概就是学习的自主性更高了，而且学的
不是“知识”，而是一种“可能性”。“康斯坦茨大学政治
系定量实证研究的传统使得我非常注重方法论，理论的
成立与否要与方法论相对照，也就是说所谓的‘知识’
不再是确定的，而是具有丰富的可能性。”杨祺轩说。

杨祺轩在厦门外国语学校学习了 6年的德语，决定到
德国留学是在 2013年的暑假。当时他夺得“青少年德语辩
论赛”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冠军而被奖励到德国参加夏令
营。在那期间，他所结识的朋友为他提供了很多留德信息
和材料。杨祺轩坦言自己对政治科学比较感兴趣，尽管当

时很多人不看好他选社科，但他认为大学专业的选择必须
以兴趣作为支撑。杨祺轩告诉笔者，选择康斯坦茨大学正
是因为“政治科学及公共管理”这个专业，“这种结合模式
在全德国仅此一处，而且3年的本科有半年需要实习，课程
紧凑且注重统计学和方法论，所以就选择来这里了。”

“实习和学业之间的关系其实不好平衡。”杨祺轩
说。不过由于专业所养成的习惯，他会进行大量地阅读
和写作翻译。新闻局舆情研究处的实习经历，还让他有
幸加入康斯坦茨大学一个研究“政府主导的舆情分析”
团队，他说这段时间也重新复习了一些统计软件的算
法，非常充实。

聊到业余爱好，杨祺轩说自己
很喜欢写作，“现在我经营着个人博
客，之前也有为自媒体写过专栏的
经历。”杨祺轩很喜欢用这样的方式
来表达观点、与人交流。“国籍在很
多交流中只是很外表的东西，交流
讲究的是思想和内涵。不要让自己
和别人的交流只停留在‘中国人口
有多少’这种很浅的问题上。”杨祺
轩说。

作为一名留德学子，杨祺轩同许
多中国学子一样关注了李洋洁的悲
剧。他说看到新闻时非常震惊，也很
疑惑。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媒体扭曲

事实，他觉得受害者不论是哪国人都
不应该受到这样的侮辱。现在只能期
盼司法公正，愿逝者安息。谈及近日
大热的“英国脱欧”话题，杨祺轩打
开了话匣子。他认为英国现在内忧外
患很严重：国际上占下风，即使能够和
挪威、瑞士一样签特殊协议，也无法享
受之前的特殊地位；而在国内政治危
机已经很明显，执政党和反对党内部
存在分裂。“欧盟有一种‘试验性’的价
值——这样的政治实体算是对民族国
家这种政权组织的一种挑战。而欧洲
的右倾化趋势表现出民族主义甚至是
民粹主义的复兴，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欧洲一体化的趋势，很可惜。”
5月底，杨祺轩和“青少年德语

辩论赛”创始人之一 Tim Wagner一
起给难民小朋友培训德语辩论。他
说，虽然小朋友们学习德语不到一
年，在语法和词汇上有很多瑕疵，但
是非常勇敢也非常理性地针对很多复
杂问题进行了辩论。杨祺轩继续说，
这些难民小孩历尽艰辛，社会上也有
些人对他们恶言相向，但他们很努力
地融入——不是单向地融入，而是将
自己的思想拿出来和他人进行讨论。
他表示，这是他近期遇到的最震撼的
事情。

杨祺轩说，大学的学习就是要
享受知识和生活上的未知性。首先
要清楚学习的原因和动力是什么，
无论是在国内读大学还是在国外读
大学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生活上
就是要逼迫自己彻底地独立 （不一
定是经济上的完全独立）。独立意
味着自己对自己负责，社交和自我
都要自己完全管理，要掌握收支的
平衡，要控制生活的节奏，要努力
拓展社交面等。

“本科毕业之后我会继续读研
究生，我想在定量研究方面更深入
地学习。未来也可能从事相关方面
的工作，如数据分析、社会调查
等。”对于毕业后留德还是回国，
杨祺轩表示并没有过多考虑，希望
一切顺其自然。

如今，杨祺轩仍然过着“朝九
晚五”的生活，他笑道：“很多朋
友觉得整天看到我的名字挺烦的，
我也觉得有点过度曝光了。不过在
德国媒体上，我的采访并没有像在
中国掀起这么大的舆论波澜，所以
我按照原定计划结束政府部门实习
后来到了私有经济领域实习。”

杨祺轩，何曾想过自己的名字
某一天能与这位“世界上最具权力
的女士”联系在一起，但正是他不
断地进取与努力，为自己的留学生
活创造了可能性，并勇敢迎接各种
可能性，使他最终拥抱了绚烂多彩
的留学时光。杨祺轩说，自己很喜
欢一位德国朋友常说的一句话：

“大学不是全职工作。”学业之外能
够锻炼自己的可能性非常多，欧洲
好玩的地方也很多。比起努力学习
出 人 头 地 ， 他 更 倾 向 于 work
hard，play 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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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飞情激月岁长成
杰仁杜

扬飞情激月岁长成
杰仁杜

作者近影

④论当下：
学会用思想进行交流

⑤看未来：
大学不是全职工作

③谈学习：
“知识”不再是确定的

杨祺轩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采
访后留影

②聊实习：
大胆申请 提升能力

①忆经历：
面对面对话总理

毕业
感言

留澳学子们与蓝山县汇源瑶族乡中心小学学生合影

杨祺轩就读的德国康斯坦茨大学

学子
剪影

故土
回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