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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学

素 描

朦胧初醒，看着窗外机
翼的尾梢穿过厚厚的云层，
划过第一抹破晓的阳光。平
静的汪洋显露出陆地礁石，
我看到了渺小的游艇渔船和
笔直的飞机跑道。近了，近
了。当机轮接触地面，开始
在跑道上摩擦的那一瞬，我
再也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激动
而呐喊：澳大利亚，我来
了！

走入阿米代尔小城，没
有期许已久的商铺林立，没
有幻想中的摩登大厦。在我
眼前，只有一片辽阔的土
地，连着绵延的群山。

学校依山而建，山下有
圈养的袋鼠在围栏中欢快跳
跃。偶然抬头，你会发现可
爱的树袋熊躲在树上休息打
盹。三两匹瘦马在道路边注
视着你，成群的牛羊在远处慵懒地摇尾
踱步。街道上行人稀少，往来的车辆亦
不多见。我一直很喜欢《中国合伙人》
中的一句台词：“你英文讲不好，难受
的是听的人，你怕什么呢？”到了澳大
利亚，我一直谨记着这句话。我开始放
下脸面，大胆地和身边的澳大利亚人用
英语侃大山。七夕节给澳大利亚室友讲
牛郎织女的故事，中秋节边和她们吃月

饼边给她们描绘嫦娥玉兔……虽然不知
道她们究竟能听懂多少，但看到她们听
得极为专注，还是挺有成就感的。之后
每逢中秋节，我的室友都会问我中国人
晚上是不是又出去抓兔子了。我才发现
当初自己的英语表达使他们产生了误
解。犹记得我在餐馆打工的第一天，什
么都不懂的我只能跟在别人身后学习。

有一次餐馆里来了一位老爷
爷，他看出我作为新人的窘
迫，谢绝了别人的服务，指
名让我为他点单，还嘱咐别
人不要帮忙。但凡我听不懂
的菜名，他便耐心地为我在
菜单上指出；没听清的要
求，为我一遍遍地重复。或
许多年后，他不会再记起那
天夕阳下那位局促不安的中
国女孩；也不会知道，他对
那位女孩带来了多大的帮助。

大学时光转瞬即逝，现
在的我，离开了那个静无人
烟的小城，带着研究生录取
通知书来到墨尔本开始新的
征程。习惯了小城的寂静
后，刚到墨尔本的我像是初
进城的村妞，面对繁华市井
反倒显得无所适从。渐渐
地，我开始怀念小城的各种
美好。它虽没有便利的公共
交通，可走到哪里都人车有
序，不会拥堵；它虽没有闹
市的繁华，可它有小桥流水
和庄园田野，有着跳动的袋
鼠和在树间攀爬的考拉。走
在墨尔本的街道上，我时常

会想起，小城中偶遇的善良老奶奶停车
驻足，载我去超市。我开始感恩，留学
生涯中有一段小城的
生活体验。那一段远
离城市的喧嚣，闲暇
时与牛羊为伴，白日
云淡风轻，入夜满目
繁星的时光，宛如一
段桃源奇遇。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当谈到出国学习艺术的初衷时，不少学子称留洋学“艺”是希望自己
对艺术能有更深的理解与把握。

方翔曾就读于伦敦艺术大学温布尔登艺术学院，学习美术专业。当谈
到为何出国学艺术时，他说：“我是一个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人，梦想是成为
一名油画艺术家。油画作为起源于欧洲的外来画种，国内大多数艺术院校
对它的理解并非是‘原汁原味’的。所以我有时不禁思考：国外的艺术家
现在是如何创作油画的？他们的画法是继承传统、还是有一些新的发展
呢？抱着解决这些疑惑的想法，我决定到国外留学。我本科与硕士的学习
分别在安徽省和云南省，这两个省的博物馆与画廊相对偏少，这对于艺术
类学生而言是个不利因素。”

刘玲（化名）现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学习图片摄影专业。临近毕
业，她正为出国留学做准备。她说：“国外知名艺术院校的教授大多是业内
著名的艺术家，而我们学校的讲师有些甚至才刚从学校毕业，教学经验相
对缺乏。我曾在国外的艺术院校上过暑期班，那儿的教授会在课后布置许
多相关的阅读资料。‘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是我们深化对艺术理解的必
要态度，而我们学校更多地停留在摄影技术的
教授上。我之所以选择出国留学，是希望自己
能够在不同的艺术环境中取得更大的进步。”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艺术的魅力恰在于多元的生活体验。不断
接触多元化的艺术观念有助于学子保持“灵
感”。国外院校的艺术创作理念和教学方式与国
内存在着不小差异。学子称，通过留洋学
“艺”，他们能感受到不同的艺术氛围，进而能
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艺术创作。

方翔说：“相对而言，欧洲艺术院校的导师
更重视创新，关注学生的想法，即便是一些非
常新奇古怪乃至夸张的创意都会得到鼓励。他
们很少会给学生的创作评定好坏对错，而更倾
向于以讨论的形式和学生交流：‘你的这个想法
很好，但一定要继续做下去。我会用各种方式
支持你的’；而国内的艺术院校则更注重传承，
艺术作品会按照一定的标准分出优劣。导师经
常会说：‘你这个作品不好，应该这样画才
好’。”

张文宇现就读于英国金斯顿大学，学习时
装专业。她说：“国内的艺术教学比较‘规
矩’，以课程为导向，只要乖乖地按老师的要求
做即可。而金斯顿大学的时装专业采取一对一
的教学方式，导师会尝试着培养学生独立的想
法。并且教学更注重实用性，比如：因为时装

设计最终是要面向市场的，所以我们学院鼓励学生平时就多找实习。我会
尝试着与一些公司进行商业合作，设计出符合他们公司风格的服装。”
“英国的艺术氛围非常浓厚，民众热爱艺术，艺术素养普遍较高。比

如：英国脱欧当天，伦敦国家美术馆内依旧人来人往。有许多人在艺术作
品前仔细端详，大人给孩子讲艺术作品背后的故事……这些小细节令我非
常感动，使我坚定了艺术发展的道路。”方翔说，“我们学校的导师关心的
是你‘画什么’，更关注作品背后的创作想法；而‘技法’则是次要因素，
即‘怎么画’对他们来说并不太重要。国外的艺术家在创作时非常注重自
身作品的社会功能，而非闭门造车。他们在创作时会紧密地参与到社会进
程中来，只充当匠人的角色，做得像、细节巧妙并非是评判艺术作品的唯
一标准。国外有不少艺术家希望自己能够站在知识分子的角度去思考社
会，关心受众对自身作品的观感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这些感悟是我留
洋学‘艺’最大的收获。”方翔补充。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当谈及在国外学习艺术的生活时，学子提到最多的一个词便是“充实”。
汤雨松现就读于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油画专业。他说：“列宾美术

学院可以说是整个圣彼得堡乃至俄罗斯课
业最繁重的一所学校。从早画到晚是我留
学生活的常态，并且由于持有列宾美术学院
的学生证就能免费参观俄罗斯所有的博物
馆，所以每个周末我都会待在市区的博物馆
里。我的留学生活虽然单调，却非常充实。”

但坚持走艺术的道路并非易事，学子
会面临多方面的掣肘。“艺术创作是一件不
断挑战创造力的事，每次创作都会面临不
同的挑战。遇到挫折是很常有的，我们有
时会因此而否定自己，产生放弃的念头。”
刘玲说。

方翔说：“在艺术创作中，遇到驾驭不
了的内容是很正常的。但依旧得硬着头皮
往上赶，我经常会因此走入死胡同中。而
且我还需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用艺
术谋生。我希望能够成为全职艺术家，但
对于怎么与市场对接很担忧，害怕找不准
切入点，所以我先找了一份能够养活自己
的工作，过渡一下。”

尽管面临着不少难题，学子依旧对自
己未来的发展道路充满信心。方翔谈到了
自己对于出国学“艺”的理解：“出国学习
艺术就像往土里埋一颗种子，当时可能并
未发芽，但却已经影响到个人未来的发展
方向。在这期间，需要悉心照顾、耐心等
待它的发芽，假以时日，它有可能长成一
棵参天大树。”

留学生安全事故缘何频发

近年来，随着留学人数的增加，安全事故频
频见诸报端，也给广大留学生群体敲响了警钟。

2016年4月29日，留学澳大利亚的中国学
生冷孟梅失踪4天后尸体被警方发现。5月11
日，留学德国的李洋洁在晚间出门跑步后失
踪，之后被确定遇害身亡。9月30日，纽约雪
城大学23岁中国留学生袁晓鹏在学校附近的一
所公寓外被人枪杀。

廖轶凡现就读于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当提
及江歌遇害事件时，她表示非常遗憾。“留学
安全事故频发，首先是因为留学生进入了一个
完全陌生的环境，对所在地的熟悉程度较低；
其次留学生群体年龄相对较小，有些人安全意
识淡薄，自我防护能力较弱，又是外国人，容
易成为罪犯下手的目标。”廖轶凡说道。

曾在意大利米兰留学的孙琪（化名）认
为，留学安全事故频发和学子所处的留学环境
有很大关联。“在我留学的国家意大利，乘客
在进入地铁站、车站时，都不需要安检，一些
开放的公共空间也没有良好的安全控制措施。
这些都会给公众安全带来潜在风险。”孙琪
说，“而且留学生本身的社会经验不足，尤其
刚到异国，人生地不熟，遇到危险容易惊慌失
措。如果报警时不能准确描述自己的位置，又
联系不上朋友，很容易身处险境。”

纵观发生在留学生身上的安全事故，除了
客观因素，也有许多是因为处理矛盾方式不恰
当、交友不慎或者安全防范意识薄弱而造成的。

了解当地环境远离危险区域

身在异国他乡，为了确保自己的人身安
全，提前了解当地环境非常有必要。

叶一轩（化名）是美国福特汉姆大学会计
学专业的一名硕士。他在芝加哥旅游时曾遭遇
过当地黑人抢劫。“当时在酒店住下后，我就
下楼去街边的便利店买零食，结果被抢了钱和
手机。本来劫匪还让我去银行取钱，刚好当时
有辆警车经过，我借机跑到马路中间拦下警车
才逃脱危险。”叶一轩说，“在美国类似的抢劫
事件时有发生，因为这边贫富分化比较严重。
在一些贫穷的区域，治安状况较差，容易发生
安全问题，所以要去哪里最好先了解当地的治
安状况。尤其是中国人，经常会成为劫匪的目
标。虽然大部分劫匪都是为了获取钱财，不会

危及人身安全，但也不排除有一些丧心病狂的
人会做出比较疯狂的举动，所以留学生出门要
尽量结伴而行，远离危险区域。”

隋娅琳（化名）现就读于日本神户大学。据
她介绍，她的一个学妹租住的房子外面没有大
门，因而任何人都可以直接来到她房间外面。有
一次学妹半夜听见房间外有人试图打开她的房
门。“从那以后，我就特别注意，睡觉之前一定会
检查是否锁好了门窗。如果条件允许，租房子最
好还是选择治安良好的地段。”隋娅琳说道。

熟悉环境并不等于安全

为保证人身安全，留学生不仅要学习安全
知识，更应该时刻警惕，增强自我
保护意识。

孙琪告诉笔者：“大部分留学生
对安全问题的认知存在盲点，比如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意大利的报警电
话。在出国之前我们基本上对当地
的治安情况没什么了解，到了米兰
之后才听了一些安全讲座，学习了
相关安全知识。另外，当留学生在国
外度过适应期后，就会对很多事情
放松警惕。一旦对周围的环境熟悉
了，就认为没有什么危险可预防了，
而事故往往都发生在这个时候。”

和孙琪一样，很多留学生在出
国之前都不了解当地情况。“国外和国内还不
一样，学校建在郊区，周边穷人较多，社会治
安不稳定，抢劫案件多发。”叶一轩说道。他
也是在到了学校之后，才了解周边环境。

廖轶凡认为，在学习安全知识的同时，更
重要的是学会预防。“提前学习基本的安全知
识，对于在真正发生意外时冷静对待、有效处
理是非常有帮助的，但光知道安全知识还远远
不够，学以致用、加强防范才能避免危险。”
廖轶凡说道。

造成留学安全事故频发的原因有很多方
面，除却不可控因素，留学生应尽量增强自我
保护意识。在出国之前，有意识地学习和积累
安全知识，了解当地报警电话和中国驻各国使
领馆电话；出国之后，多了解周边环境，谨慎
交友，增强防范意识。

（插图来源：留学360网）

餐桌尽显地域文化特色
各国餐桌往往带有地域文化特色。不仅菜品各具特色，人们的餐桌礼仪

和习惯也不尽相同。对此，海外学子颇有切身感受。
张婉凝曾就读于法国香槟省的特鲁瓦高等商学院集团。据她介绍，法国的

餐桌礼仪比较传统，仪式感强，就餐时一般需要按照冷盘、开胃酒、主菜、甜点、
咖啡的顺序一道一道地进行。在法国的餐馆用餐，需要给服务生小费。张婉凝
说：“法餐的特色美食分为主菜和甜食，而且每个地区的主菜都不一样。其中鹅
肝、牛排、红酒炖牛肉、马赛鱼汤非常著名。我最爱的一道菜是马赛鱼汤，马赛鱼
汤不同于其他鱼汤，它的色泽是暗红色的，味道鲜美，可以配一些面包，我每一
次喝完都感觉意犹未尽。”

袁怡曾就读于厄瓜多尔圣灵大学。她表示，因为厄瓜多尔曾是西班牙的殖民
地，大多数家庭深受宗教影响，很多人在吃饭之前会向上帝祷告。她饶有兴致地向
笔者描述了厄瓜多尔的特色早餐西班牙馅饼：“大家都说中外饮食文化差异很大，
但其实也有不少相似的食物。这里的西班牙馅饼就很像中国的包子。南美人喜欢吃
各种绵软香甜的豆子，当地人把这些豆子加入特制的调料煮熟后，和鸡肉、牛肉粒
一起包进厚实的面皮里，再放进锅里炸熟就做成了西班牙馅饼。馅饼配上美式咖
啡，就成了当地最地道的早餐。”

谢灵慧卉现就读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据她介绍，澳大利亚的一些基督
教徒在吃饭前会先做礼拜，感谢主恩赐食物。“澳大利亚最著名的就是Brunch，
是早午餐的意思，类别很多，一般是咖啡配着蒸蛋、面包等一起吃。墨尔本还有
着世界上最美味的咖啡，因此被誉为‘咖啡之都’。”谢灵慧卉说。

餐桌承载着有趣记忆
张婉凝认为在留学期间最有趣的餐桌经历就是点菜。她和同学去当地餐

馆点菜时，因为不熟悉菜名，常常需要一边查字典一边看菜单，借助字典上
的词汇注解来选择菜品。但很多时候他们发现字典上的解释和最后端上桌的
菜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有些时候，大胆尝试新菜品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张婉凝向笔者介绍：“法国
有一种甜甜的煎饼，叫可丽饼，非常有名，我经常吃。有一次在法国旅行时，看到菜
单里有一道甜品名叫‘燃烧的可丽饼’，大家都非常好奇，就决定点一份尝一尝。过
了一会儿，老板端来了甜点，手上还拿着打火机，我们都惊呆了。一问才知道，原来
是可丽饼上浇了一层朗姆酒。只见老板一按打火机，可丽饼就燃烧了起来。整个煎
饼周围还出现一圈明亮的蓝色火焰。吃完这个甜品，我们发了一晚上的酒疯，因为
朗姆酒的度数太高了！”张婉凝称这是她吃过最有创意的法国菜。

在留学期间，袁怡曾住在一个寄宿家庭里。谈起关于异国餐桌的趣事，她回
想起了去年圣诞节时和这群异国“亲人”一起吃饭的欢乐时光。“当地有一个习
俗，在每年圣诞节前几天，家庭成员会聚在一起举行一次正式的聚会。所有人都
围着长桌而坐，一起喝热巧克力、吃圣诞蛋糕。饭后大家会在餐桌上玩小游戏。
每个家庭成员都会轮流说出自己想收到的圣诞礼物，之后每个人会拿到一个写
着家人名字的小纸条。拿到纸条后，为了保持神秘感，大家都会很默契地保持沉
默，并悄悄地为自己抽到名字的家庭成员准备礼物。直到圣诞节时，每个人都会
给自己的家人带来一份惊喜。谁是送礼物的人，到那时才会揭晓。当时我第一次
参与这种游戏，觉得非常有趣，这能体现出南美人对家庭的重视。”

在异国餐桌上，不仅要会吃，多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更要多观察、多感
受，从点滴生活中品味鲜活的异国文化。

题图：袁怡和她在厄瓜多尔的寄宿家庭成员一起用餐。

学“艺”的旅程
徐悦邦

汤雨松和他的毕业创作。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小餐桌 大平台

异国餐桌趣闻
孙雅静

我

留

学

的

小

城

汤
雅
馨

11月3日，令人悲伤的消息再次传来：中国女留学生江

歌在日本东京遇害。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网民对留学生人身

安全问题的关注。在异国他乡求学，如何保障人身安全是每

一个留学生和家长关心的大事。

再来谈谈留学安全
马小芳

张
文
宇
正
在
设
计
服
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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