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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尊重 达成共识

在留学的决策上，父母与孩子应
该互相尊重。胡松 （化名） 目前在悉
尼大学上大三，他当年参加高考，考
上了国内某大学，但是所学的是生物
类专业，而他更倾向于学习建筑学。
最终他凭借出色的高考成绩获得了悉
尼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父母很支持他
出国学习自己心仪的专业。张昭 （化
名） 现在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当初在高中阶段，父母受同事
的影响，希望张昭参加托福补习班。
在补习班学习过程中，张昭对于留学
一事开始认真考虑，且越来越倾向
于此，于是向父母提出了想要去留学
的想法，父母也尊重他的选择。

而在申请的过程中，孩子往往是主
力，父母则更多地起参谋的作用，并非
家长全程包办。“申请出国其实就像是

考研。”现在在韩国外国语大学读书的
孙林同这样比喻，他进一步解释说，留
学与否会和父母商量，但是就像考研得
自己上阵一样，如何申请，还是得靠自
己。不过父母有时候也会给出意见和建
议。张昭最初申请的专业是物理学，父
母并不看好这个专业，认为这个专业并
不好找工作。张昭在物理学专业学习一
年后，发现物理学确实没有想象的那么
容易，最后，他接受了父母的意见，转到
了与计算机有关的专业。

交流沟通 理性决定

毋庸讳言，家长与子女会从各自
的立场出发去考虑问题，所以交流和
沟通对于最终达成共识十分重要。胡
松回忆说，最初决定让我出国留学，
是家人坐在一起商量之后才决定的。

“毕竟这个事对任何家庭来说，都不
是小事。它不仅关乎孩子，还关乎金

钱、时间等。” 对于家长来说，孩子
无论去哪个国家，都是离开家乡，远离
故土。胡松是独生子，父母的担心与思
念可想而知。为了打消家长顾虑，他努
力说服父母，保证每年都会回家，也会
定时和父母进行视频通话。

为了让父母更放心，胡松提前进行
了职业调研，也形成了初步的职业规
划。他发现，澳大利亚有很多基础建设
项目，也有很多不错的建筑设计事务
所。学习建筑，就业前景比较乐观。决定
到澳大利亚留学，也是考虑到家庭的经
济承受能力，毕竟与美、英等国相比，澳
大利亚的费用相对低些。经过这一番讨
论之后，全家才最终共同做出了让胡松
到澳大利亚学习建筑的决定。

学会承担 不忘初心

父母牵挂、思念孩子，孩子也同样
思念父母。离家之后，学子们开始以成

年人的视角思考问题，学会承担责任。
孙林同当初选择留学目的地时，

一来考虑到父母对自己的思念，二来
自己对韩国比较感兴趣，就没有考虑
美国、英国等地，而是选择了离中国较
近的韩国，“毕竟这里离家近一些，回
国也方便。”

胡松则努力尽着自己作为一个家
庭成员的责任。“家里除了父母外，还
有姑姑和伯伯等长辈，一旦家里有什
么事需要我，我会尽快赶回去帮忙，
这是义不容辞的。”谈到毕业后的去
留，他说，最终的决策还是需要考虑
家人。“我回去也好，父母来澳大利亚
也好，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行。”胡松
如是说。

张昭也考虑过类似的问题，“每
个学生离开家外出求学，不仅改变了
自己，也改变了家庭，而且对于家庭
的改变更大。况且我们大都是独生子
女，对父母、对家庭的责任更大。”

关注留学家庭系列（二）

留学不只关乎学子个人，常常影响了一个家庭的未来生活。因

而，去不去留学？去哪儿留学？往往不是学子一个人说了算。

留学是件大事情
还得全家多商量

周继凤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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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远方”是一种内心深处
的召唤，是一种内心真切的梦想，
是一种对远方世界无法言说的渴
望。留学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总有
那么一些人为了“诗与远方”，跟
随内心的召唤，踏上留学之路。

丰富了阅历 改变了想法

段玉琪去年在上海财经大学工
商管理专业毕业后，选择了去美国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攻读会计专
业硕士。谈及出国留学的原因时，
他说：“选择出国留学，除了学业

的原因之外，我的内心总有一种想
去远方的冲动。”

段玉琪留学的学校并不在大城
市，那里地广人稀，交通不是很方
便，跟他想象中的美国很不一样。
他说：“到了周日，公交车、餐厅
竟然都会歇业。圣诞节的前几天，
街上就看不到人了。”但令他欣慰
的是突破自己，开始接受不同地域
之间的文化差异，接受不同的观
念、不同的偏好、不同的习惯。

在这一年中，他一直没有停下
自己的脚步。他去旅行，为的是了
解不同地方的文化，感受不同的风
土人情。他说：“美国东部的一些
大城市历史与文化气息十分厚重，
城市精致而低调。纽约的各大博物
馆，让人有一种想整天泡在里边慢
慢看的冲动。美国中西部的大峡
谷、拱门、羚羊谷、黄石公园等自
然风光，则让我感受到一种原始的
文化气息，拥有了‘无限风光在险
峰’的体验。还有美国的湾区，那
里华人特别多，有数不尽的中华名
小吃，去了那里，仿佛回到中国。
国外的文化令人向往，在国外接触
到了中国文化更能激发共鸣。”

虽然这种追求不一定会有结
果，但是这些经历却丰富了他的阅
历，改变了他的想法。如今，他能
够多角度地理解一个人或一件事，

评价人或事的标准变得更加多元
化。

大胆追求 大胆经历

“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
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
的书籍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
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
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
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包浣
钰从中学时便开始喜欢三毛。这是
她最喜欢，也是影响她最深的一段
三毛的文字。“我想象三毛一样去

追求‘诗与远方’，想象她一样脚
步遍及世界各地。”包浣钰说。

包浣钰今年暑假过后即将赴英
国伯明翰大学攻读卫生管理与政策
专业的研究生。她内心一直有一种
说不清的梦想与冲动。她说：“我
身边有些朋友高中或者大学就出国
读书，看到他们在微信朋友圈和微
博发的状态，有时候，自己也很想
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
的文化以及不一样的上课方式。”
在她眼里，英国是一个古老而又骄
傲的国家。她想去探访英国的文
化，看那里的风景。她也想去欧洲
其它国家旅行，感受各个地方不一
样的风土人情。“我们年轻的时候
去过的地方，居住过的城市，它会
一直深深地影响我们。”包浣钰说。

她希望自己能够大胆一些，大
胆地追求内心的“诗与远方”，大
胆地去经历和体验。在 20 多岁的
年纪一个人去国外生活，包浣玉更
希望自己能做些刺激的事情，比如
和朋友们一起爬雪山、蹦极以及潜
水等。她说：“虽然这种追求也许
是没有终点、没有结果的，但如果
心怀‘诗与远方’，就要勇敢地去
追。”

在青春的年纪，以留学的方式
打开对“诗与远方”的追求，又何
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呢？

有一种留学有一种留学
是为了是为了““诗与远方诗与远方””

刘智强

有人为了爱好有人为了爱好、、有人为了爱情有人为了爱情、、有人为有人为
了镀金……但是了镀金……但是，，还有一些人留学还有一些人留学，，只是因只是因
为心怀为心怀““诗与远方诗与远方”。”。

奥运风采共体会
参与分享快乐多

要说能够最直观地感受里约奥运的氛围，应
属在巴西的留学生们。

“奥运会氛围非常浓，巴西人本来就很热情好
客，现在更加热情了。”赵娴是巴西圣保罗大学的
一名交换生，这是她对里约奥运会最直接的感
受。“无论是开幕式还是比赛，总是让人有一种大
聚会的感觉。”与赵娴同校的王婧 （化名），也感
受到了里约奥运的独特魅力。

不少在巴西的中国留学生都直接参与了里约
奥运会。赵娴在一个直播平台兼职，主要任务是为
中国国内直播里约奥运，介绍巴西风光。朱宇婧在
中国中央电视台实习，有更多的机会亲临比赛现
场。坐在观众席上，王婧深深地感受到里约奥运会
的欢乐气氛，这种欢乐传递到每一个观众的心中。
她在微博上这样写道：“比赛前有海洋球状物飘落，
坐在欢乐的人群里，自己的心情也会快乐起来。”

尽管身在异国他乡，“中国留学生们仍关注中
国代表团的情况，时刻留意着中国队的赛绩和相
关的新闻报道。”王婧说。赵娴透露，为了表达对
中国体育健儿的关切之情，有的中国留学生还利
用精通语言等便利条件，直接跑到机场去为中国
代表团接机了。

共度奥运嘉年华
留澳学子同欢庆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如今已经步入冬季，但

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在寒冬里却深深地感受到了火
热的奥运激情。堪培拉与里约有着超过 10个小时
的时差，熬夜看奥运似乎已经成为不少学子的生
活常态。学子们往往是独自一人看比赛，默默地
为中国队加油。而澳大利亚首都地区学生学者联
谊会还举办了不少与奥运有关的活动，将心系祖
国的留学生组织在一起，共同为中国运动员加油
喝彩。

就在奥运开幕的当天，澳大利亚首都地区学
生学者联谊会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多媒体教室
组织留学生们一起观看奥运会开幕式。不大的放
映厅里，聚集了近300人。虽然澳大利亚电视台在
报道奥运会开幕式时，只给了中国代表团两秒钟
的镜头，可是这依旧抵挡不住学子们心目中的激
动与喜悦。“虽然中国代表团只出现了两秒，但是
我们看到手握五星红旗的身影时，全场都欢呼了
起来。”澳大利亚首都地区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秘
书长郭小航说。

同时，澳大利亚首都地区学生学者联谊会还
组织了为中国奥运健儿加油的大型签名活动。学
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今年是奥运年，我们一
直想为奥运健儿做些什么，所以就发起了这次签
名活动。”此次活动发起后，堪培拉的华侨华人以
及留学生争相参与，有上千人签名。澳大利亚的
华裔学生王玺燊表示：“一听说是为中国体育健儿
加油，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在签名墙上签字，还写
下了许多加油助威的话。”王乐阳也参与了签名活
动，他说：“我觉得特别骄傲，无论在哪里，大家
都关注着祖国。”

据悉，澳大利亚首都地区学生学者联谊会还
将举办堪培拉国际篮球对抗赛、5人制国际足球友

谊赛以及奥运嘉年华等活动，吸引留澳学子与奥
运同欢。

看场直播真不易
难挡学子爱国心

这些天，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通过各种渠道
关注着中国代表团在奥运赛场的表现。正在德国
读预科的司畅表示，留德学子都很热情地关注着
这届奥运会。在多伦多留学的安祥祚说：“我觉得
奥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的出色表现，可以提升民
族荣誉感。在看不到直播的时候，我也会通过各
种渠道搜索重播。”

很多留学生因为上课、实习、时差等原因，
不能观看直播，微博以及朋友圈以其短、频、快
的特点，成为海外学子关注奥运最普遍使用的手
段。司畅表示，在微博上能够看到网友的评论，
看到大家对于具体事件的看法。“我也关注奥运
会，为中国健儿加油！”王佳颖目前在韩国汉阳大
学留学，她说，“傅园慧的视频在朋友圈和微博都
被刷爆了。”

要收看赛事直播，对于海外学子来说并不容
易，“有时要想各种办法才能看到自己想看的比
赛。”洪伟正在悉尼大学留学，他说，“我常常是
从电视转移到 YouTube，再跑到 BBC，最终再回
到微博上看一些图文消息。”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
学留学的朱姝介绍说，免费的中文网站是个看直
播的好选择，但缺点是网速低，有时画面不顺
畅。“看着看着画面就卡住了，不得不刷新、刷
新、再刷新，看到关键时刻，真着急！”朱姝说。

赢得金牌固然好
理解支持更重要

不论是运动员个性化的体现，还是国人对中
国运动员态度的变化，海外学子都看在眼里。司
畅说：“我觉得今年奥运会上，中国网民对选手的
态度宽容了很多。对于没有夺冠的选手也都以鼓
励为主，很少指责，这是个好现象。”洪嘉尉也表
示：“得了金牌固然好，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运
动员们能够代表国家，站到世界水平的赛场上已
经是巨大的荣耀了。只要付出全力，不论结果如
何，都体现了奥运精神。”

留学海外，经历并体验着中外两种不同文
化，奥运会期间，海外学子也深深地感受到不同
国家之间在体育方面的不同。“中德民众喜爱的体
育项目不太一样。中国人更喜欢小球，比如乒乓
球、羽毛球等；而对德国人而言，足球是全民项
目。”司畅说，“德国人平时特别喜欢户外运动，
只要是节假日，肯定会出去玩，滑雪、登山等运
动都很普及。”

为国出征的中国体育健儿聚焦着海外学子的
目光是理所当然的。热切关注奥运比赛，尽己所
能参与其中，理解支持中国健儿，是海外学子与
奥运同欢、为祖国加油的最好方式。

追随奥运脚步 激发爱国热情

海外学子为中国健儿加油
周继凤 洪娇虹 杨心怡

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来自世界各国的运动健儿同场竞技，

追逐“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这难得的体育盛会，同样引来海外学子的参与和关注，

他们虽然远离故土，但依然不忘为中国体育健儿加油！

88月月1111日日，，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体育场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体育场，，部分留澳学子及华侨华人部分留澳学子及华侨华人在五星红旗在五星红旗前拍前拍
照照，，为中国奥运健儿加油为中国奥运健儿加油。。 图片由澳大利亚首都地区学生学者联谊会提供图片由澳大利亚首都地区学生学者联谊会提供

随着夏季的深入，很多人都开始纷纷准备秋季申请博士的事情了。
很多人把留学申请看作是个策略游戏，也因此每年都会有人向我提出这
样一个疑问：到底课题更重要还是师门更重要，即是做一个自己喜欢的
课题，还是跟一个有名望的老师？

对于此类问题，我有个自以为还算恰切的比喻。当然这里要事先声
明，文科和理科之间还是稍有区别的，这里只是针对准备申请欧洲 （尤
其是英国） 文科类博士的情况。遇到这种“抉择困境”，我一般都会对咨
询者说：“博士课题就是你未来3-5年如影随形的伴侣，而导师 （和其周
边的研究团队，包括未来的同学），如同你选择和伴侣入住的房子，是和
你学术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小环境。”当然理想情况下最好两者都是自
己的首选，但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到底是找一个对的“伴
侣”更重要，还是寻求一个对的“环境”更重要——如果你问我，我当
然觉得前者更重要，但“正确答案”大概真的因个人性格而异。自己看
重的、觉得“重要”的，才是真的重要。

至于二者对未来择业与发展的影响，还真没有一定规律。比如，虽
然世俗偏见在欧洲多少也存在，但不论是谋职还是申请基金，“出身校”
不如“真本事”来得实在。尤其在以“机会公平”为“政治正确”的欧
美，（至少在原则上） 拒斥迷信名校名师等“精英主义”教育思维的人绝
对不在少数。举个例子，简单查阅一下名校教师名单，你就会发现非名
校出身的现任教授并不少。换句话说，出身名校自然是好事，但光有名
校的招牌也未必会在职场上有竞争力。比如读书的时候，我有个德国同
学，她算是师从名门，在欧洲鼎鼎大名的一位教授手下做博士课题，那
课题是她申请时“投其所好”攒出来的。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她谈起自
己的课题就会忍不住做鬼脸。博士期间，虽然很多人会因为她是这位名
教授的学生而对其刮目相看，但这种赞赏往往持续不了10分钟，因为短
暂的交谈之后，任何人都会发觉课题对于她真是一种煎熬。后来她延期
毕业，虽然“师出名门”，如今仍然为找工作发愁。所以说，导师的声望
给人以更高的起点，而兴趣给人以很好的立足点，哪个更要紧大概取决
于一个人更需要什么。

但“鱼翅抑或熊掌”多少是个极端情况，绝大多数情况下，大概是
在几个各有千秋的学校中做选择。我觉得这里唯一需要提醒国内申请者
的是，申请博士无论何时都是一种“双向选择”，即不仅是导师选择你，
也是你选择导师。这点尤为重要，因为
不管是什么专业，你的导师将是未来3-5
年 （或更长时间里） 与你最亲密的人之
一。考量一下未来导师可能会对你课题
所付出多少时间与精力，他／她的指导
方式是否为你喜欢，要比导师的“名
气”重要得多。正如我的一位同事所
说，有的时候师生二人“投缘”才是培
养出色博士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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