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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学

素 描

看清自我 实现留学梦

对于许多人来说，范海涛这个名字并不陌
生。2009年，身为《北京青年报》财经记者的她与
谷歌全球副总裁李开复博士合作撰写了《世界因
你不同?李开复自传》，并获得了蓝狮子中国本土
最佳商业作者奖，一举成为国内知名的财经作
家。在很多人看来，这正是范海涛事业辉煌之时。

然而两年后，年过30的她渐渐淡出了公众
视线。范海涛辞去了国内的工作，远赴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学习口述历史学专业，最终成为美国
第一个获得口述历史学硕士学位的中国人。

其实从大学毕业后，范海涛一直就有着出国
留学的梦想。但出于各种原因，一
直到30岁之后她才将其实现。大
学毕业后，范海涛进入《北京青年
报》，当一名财经记者。这份工作
稳定，发展前景较好，再加上当
时母亲生病需要照顾，在这些因
素的影响下，出国留学一直未能
成行。2009年，范海涛与李开复
合作撰写传记，这对她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她结识了一群充满活
力、视野开阔的年轻人，这个新
的朋友圈子对她的触动非常大。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留学美
国的经历，经常聚在一起谈论留
学期间美好的校园生活。当时我
非常羡慕他们。在不知不觉中，
埋藏在心底的留学梦再一次被唤
醒。那个时候，我母亲的病情也稳
定下来，而且《北京青年报》对
我来说不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了。我更加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
么，于是就勇敢地做出了出国留学的决定。”

然而赴美留学的路途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
满了艰辛与坎坷。去美国之前，范海涛以为一切
都会像美剧《老友记》里的场面一般温馨。然而等
到了纽约，她才发现事实大不相同。“那是我生平
住过的最小房子”，已经在北京工作了9年的她
面对这一切时，产生了很大的心理落差，“在这
里，生活上的一切都需要自己操持。每天除了繁
重的学业，还要料理生活琐事。又因为已经很久
没有在学校上过课了，在语言上遇到的困难让我
感到非常吃力。而且身处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名

校，学习压力巨大，我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

自我充电 突破职业瓶颈

在出国留学前，张京（化名）已在会计行业工
作了10年之久。为了度过职业瓶颈期，在工作上
取得更大的突破，他经常有意识地更新自己的知
识储备，不断给自己充电。1998年底，刚考完注册
会计师不久，他选择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去英
国利物浦大学读MBA。

由于离开校园多年，语言基础薄弱，张京
表示，刚到英国读书时，一堂课中有 70％到
80％的内容都听不懂，心情十分焦虑。利物浦
大学的期末考试分为两部分，除了正常的问

答题外，每个学生还需要完成相应的论文。张
京对当时熬夜写论文的经历记忆犹新，他说：
“每次要交论文的前夜，我就得通宵准备。这
是上班很多年都没有过的经历。更有意思的
是，每次我在自习室里熬夜写论文的时候，总
能看见一群亚洲面孔。大家自顾自地写着论
文，有时还会相视一笑，想来估计也都是语言
水平不好的学生吧。”
“那时候自费留学的学费很高，所以平时除

了和同学一起学习外，大家还会去同一个大楼的
办公室里打工，工作任务就是把办公室打扫干

净。下班后，大家会一起出去吃饭、喝酒、谈天说
地，感受到了学生时代独有的幸福。”张京说。独
自在英国，还迫使不会做家务活的他学会做饭。
在异国他乡，他第一次做成了红烧排骨，还在电
话里和两岁的女儿炫耀。

回国后，凭借着出色的专业技能，张京成功
地从原来工作的三线城市跳槽到一家上海企业。
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帮他突破了事业瓶颈期，还
为他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正因为此，他
特别支持女儿长大后出去留学。

留学是选择 年龄不是障碍

相对于那些在学生阶段就前往国外读书的
年轻人而言，这些年龄在30岁以
上的留学生往往有着更加清晰
的职业规划和目标。在工作中积
累的经验，能更有效地帮助他们
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同时
他们对知识的追求更加纯粹，也
更珍惜宝贵的学习时间。

李影现就读于俄罗斯圣彼
得堡赫尔岑国立师范大学。她向
笔者介绍，在31周岁时，她才选
择出国学艺术。虽然这个选择造
成了家庭变动，对生活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但她依然无悔当初的
选择。“作为大龄留学生，我确实
会有一种人生重新展开一遍的感
觉。在校园里，我每天都和年轻人
一起画画、看展览，过着‘乌托邦’
式的生活。不同的是，我不再把校
园当作逃避现实的庇护所。经历
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更能看清
现实的模样。大龄留学所带给我

的是：在困境中依然要保持诗意的理想。”
范海涛就“大龄留学”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是否去留学，应该根据每个人的客观条件来具
体判断，需要慎重考虑。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大龄
留学的。更重要的是，不要为了出国而出国，要想
明白自己出国留学是为了什么。留学不是把自己
困住，而是试图在现实中找到一条可以绚丽突围
的道路。”

大龄留学是一种选择，追求梦想的能力与年
龄无关。

（题图来源：自助留学网）

初识墨尔本，感知的是城市
里“叮当作响”、缓缓穿行的电车
与悠悠白云交相呼应的场景；街
上四处可见流浪艺人站在属于他
们的舞台上，吟唱他们心中的墨
尔本；在州立图书馆前，人、鸽
子、海鸥其乐融融的画面让人不
禁感叹，也许这就是人与自然的
和谐；亚拉河畔的夜色如同浸泡
已久的佳酿令人如痴如醉；圣保
罗大教堂的庄严净化了世俗与凡
尘。这一切都在述说着这座城市的厚重和不朽。

初到“墨村”的生活，既有感到孤寂的时候，又能够在
一些生活细节上不断发现它的美丽。犹记得因为看不懂超市
里琳琅满目的商品的名称而不知所措；犹记得第一次在墨尔
本吃到家乡的牛油火锅时的热泪盈眶；犹记得室友给我递来
的那碗热腾腾的汤面，那是我记忆中最可口的美食……

与车水马龙的不夜城不同，我所在的校区地处墨尔本北
区“大农村”。在这里能够感受到最“原始”的澳大利亚，没
有高楼林立，却有着凤冠葵花鹦鹉的“咿呀”低鸣、散落的
袋鼠家族以及一排排望不到头的树木。这里的天气更是变幻
莫测，时而晴空万里，时而细雨绵绵。

在这里的生活非常简单，让你不禁感叹仿佛回到了高中那个“三点一线”的
时代：穿梭于实验室、寝室与超市之间。久而久之，难免让人感到孤独。在国内
时，高中忙得让人喘不过气，大学时的生活则多姿多彩。周末回家有父母的陪
伴、长辈的叮咛、朋友的邀约。而来到这个“大农村”后，突然什么都没了，感
到孤独是难免的事。

走在雨雾氤氲的农村小道上，让人不禁想拥抱纷扬的雨丝。我还喜欢在实验
室独依小窗，聆听窗外雨点敲打窗台的美妙韵律。看雨点将水中的灯影打碎，泛
起层层涟漪，渐次扩散开来。我也喜欢在微雨的农村小路上信步，脚尖潋取些许
水花，用面庞去迎接雨的祝福，感恩一路走来所有人的帮助和支持，感受那传遍
全身乃至透彻心扉的清凉，体会雨点落地的纷舞与欢欣。在人生的平仄间，生命
的真谛依旧细腻滑凉。留学的生活正可谓是“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
“墨村”的彩虹总是习惯性地眷恋着天空，伸出双手去触碰

夕阳的光线，构成明暗相间的幻想。在我的梦中，彩虹总伴随着
悠长的回忆。柏拉图的永恒、圣西门的空想主义……彩虹下，现
实与理想对立统一。当时间不经意地从指间滑过，生命便在这
里留下注脚。“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眼前的事物都只剩
下一个简单的轮廓，我多希望那梦幻的彩虹能赖着不走。

新鲜与美好撞入心中

留学生初到异国，走进一座陌生的城市。
这座城市带给他们的最初印象是什么样的呢？

荀雨薇（化名）回忆起自己初到荷兰马斯特
里赫特时的感受。她说：“马斯特里赫特是一座美
丽而古老的城市，也是欧盟的发源地。我所就读
的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和本科所在的湖南大学在
建筑布局上非常相似。一条河流横穿马斯特里赫
特，把这座城市划分成了两部分。学校没有校门，
各个院系散落在河流两岸不起眼的建筑里。学生
的忙碌和老人的悠闲构成了这座城市的特色。”

关欣今年8月份进入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学
习对外英语教学专业。“纽约这座城市聚集了各
个国家、地区的人，有很强的包容性，街道上有很
多装束各异的时尚达人，但纽约人不会对这个群
体投去异样的目光，而是从容淡定地面对他们。”

黎康今年 8月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读
研。她对墨尔本的最初感受就是“冷”。“我从新
加坡飞到墨尔本，直接从夏天跨入了冬天。”黎康
说，“但这并不会减少我对这座城市的喜爱。还记
得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有一望无际的草原，还稀
疏地坐落着几幢乡间小木屋，这让我感到特别放
松。考进墨尔本大学，我终于逃脱了繁华紧张的
新加坡，可以放慢脚步感受生活了！”

谈起纽约给她的第一印象，翟奥却有着和
黎康迥异的感受。“因为入学时恰逢8月中旬，
纽约的天气燥热，进入地铁的那一刻，觉得自
己像是蒸笼里的流沙包。抵达学校后，我才发
现它比我想象中小太多了。”翟奥说，“纽约和
北京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空气质量比北京
好，天空很蓝。而且我所居住的罗斯福岛有很
多可爱的小松鼠，它们一点都不怕人。”

与想象中不一样之处

学子在出国前会对留学地有一个预期，但
是他们想象中的当地情况和实际有差别吗？不
少学子纷纷说：“有”。

荀雨薇告诉笔者：“来荷兰之前，我以为这里
会像网上看到的那样，有大片的农田。实际上，马
斯特里赫特是最不‘荷兰’的城市。因为地处荷
兰、比利时和德国的交界，这座城市混合着比利
时和德国的元素，是一座别具特色的旅游城市。”

令荀雨薇感到意外的还有这所
荷兰学校80%的学生来自德国。
“德国人特别钟爱这所荷兰学
校，他们的严谨和‘学霸’作风赋
予了这所学校独特的德国精
神。”荀雨薇补充道。

在黎康的想象中，墨尔本
是温和多雨的，实际上却是寒
冷多风。“在我的认知中，墨尔
本是文艺之都。来了之后却发
现，墨尔本不仅充满文艺气
息，还很摩登。古老的建筑、
电车、咖啡店和现代化的高楼
大厦交织在一起。还有一点就
是墨尔本的华人比我想象的多
得多，有时我几乎都忘记了自
己是在澳大利亚，还以为是在

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中国。我们专业90%的
学生都是中国人，这也与我想象中的多元化的
留学环境不同。”

如果可以再一次选择

关欣说，如果能够重新选择，她不会出国
读研。她说：“在出国之前，我想着毕业之后争
取留在纽约工作。但在这里呆了一个月后，最
初的热忱消失殆尽，我开始极度地想家。虽然
现在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但毕业后我还是
想回到北京工作。”

黎康对墨尔本的气候不太满意，她说：“如
果重新选择，我会去里斯本或者悉尼，因为那
里阳光充足。我真的太需要阳光了！”

荀雨薇说：“如果重新选择，我还是会来这
所学校。因为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是荷兰最国际
化的学校，小班授课的教学方式使我受益匪
浅。我在这里除了学到金融知识外，各方面的
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比如团队合作能
力、解决问题能力、学习能力、独立生活能
力、演讲能力等。另外，在这座城市遇到的人
和事都让我难以忘怀。”

带着好奇，带着疑问，学子在异国开始一
段新生活。最初的体验有美好也有失落。留学
异国的经历促使他们成长，在带给他们泪水的
同时也带给他们欣喜。

（题图来源：网易摄影）

跨专业：有的放矢，别轻易尝试

对于硕士留学生来说，跨专业既是一个接受新知识、拓宽眼界的好机会，也
是一项时间跨度长、充满挑战的任务。

王璇（化名）刚从英国杜伦大学硕士毕业，她硕士读的是财务管理专业，本
科在国内所学专业是国际政治。王璇表示，出国跨专业读硕士一定要有充足的理
由和动力。她说：“读硕士是自己一直以来的打算，毕竟本科学历在当前的形势下
已经算是较低的了。”但是跨专业读硕士也是不得已的选择。“我觉得国际政治专
业不太适合自己，而且这个专业也很难找到对口的工作，所以我才想要在硕士阶
段换一个专业。如果本科专业是自己喜欢的，我是不会跨专业读硕士的。毕竟跨
专业在申请学校方面会受到限制，学习上也会比别人更吃力。”

和王璇一样，现在英国巴斯大学读金融专业的李项宇（化名）也强调，跨专
业一定要有的放矢，不要轻易地选择跨专业读硕士。“虽然到国外读硕士不像国内
一样要通过统一的研究生考试，但是出国跨专业读硕士的准备一点也不比国内跨
专业读研少。”

申请学校：提前准备，做到心中有数

出国跨专业读硕士在申请学校上会有更多的限制和要求。对于计划跨专业读
硕士的学生来说，提前了解这些限制和要求将有助于顺利地申请学校。

王璇强调，跨专业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学习成绩是重中之重。“和所有申请
出国留学的学生一样，跨专业留学读研首先要有一个较好的成绩作为敲门砖。成
绩单是证明一个学生学习能力的最直接的证据。所以，想要出国读硕士，本科时
专业成绩要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王璇说。

李项宇本科读的也是国际政治专业，他在分享跨专业读硕士的经验时说到：
“跨专业一定要做到‘投其所好’。我很早就想跨专业读金融，所以从大二暑假就开始
在金融行业实习。最开始我在一家银行实习，在这期间努力抓住每一次提高自己专
业技能的机会。后来我又获得了一个实习机会——对企业进行信用评级，我跟着团
队学习怎么做信用评级，并且学着写评级报告。在这些实习中我积累了金融专业的
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这些经历在我申请金融专业研究生时加了不少分。”

刚从英国拉夫堡大学金融硕士专业毕业的陈静雪表示，多参加一些学生活动，

能够增加申请成功的几率。“在大学有许多学生社团、协会以及学生会等组织，学生
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加入。这既能丰富自己的校园生活，又对申请学校有利。”

出国跨专业读研不容易，早做准备是申请成功的必要前提。

专业知识：多花时间，更要下巧功夫

出国跨专业读研与在国内跨专业读研不同，在国外，学生不用参加统一的入
学专业知识考试，但掌握好相关专业知识能为学子提供不少便利。

陈静雪说，为了学习金融专业的知识，她在本科期间就选修了金融学双学
位。“如果能提前对专业知识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学子在出国跨专业读研时会轻松
很多。我在本科期间选修了金融学双学位，对一般的专业术语、基础理论和体系
结构都有所了解，所以我在国外读硕士时就轻松很多。”陈静雪说，“攻读双学位
虽然比较辛苦，但是出国后我庆幸自己坚持了下来。”

王璇则强调，在跨专业学习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是常有的事，但是只要不惧困难、
肯下功夫，就没有越不过的坎。“在国外读硕士时，会上讨论课。如果专业基础不扎实，
讨论提出的观点会显得没有深度。这时唯一能做的就是找时间多补习专业知识。”王
璇说。另外，学会寻求帮助也很重要。“我在写毕业论文时看了很多文献，遇到不懂的
地方我就会给导师发邮件请教，导师总会给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王璇补充道。

李项宇认为，利用好身边的资源，也是提高自己专业学习能力的有效方式。“我常常
会观察身边的人是怎么学习的，多学习身边的人的可取之处非常有用。同学们很乐于帮
助人，每当我遇到专业方面的问题向他们请教时，他们都会和我分享一些宝贵的经验。
这些经验之谈往往自己很难琢磨出来，所以多和身边的人交流非常必要。”

（题图来源：百度图片）

在海外留学的大军中，有这样的一群“小众”。他们年

龄大多在30岁以上，具备一定的工作经验，但是在30岁后

又选择重返象牙塔，到异国求学。他们就是外界所说的

“大龄留学生”。那么，他们为什么在30岁后才出国留学？

他们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求学故事？

30岁后去留学
孙雅静

据了解，在硕士留学生群体

中，有些学生在国外所读专业和

本科时的专业完全不一样。

跨专业读研
需要知道的事儿

李洪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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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远渡重洋，开启一段异国之旅。初到异国，他

们会对陌生的环境充满新鲜感，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那

么，留学生初到异国有哪些深刻感受呢？

留学异国的最初体验
马小芳

黎康初到墨尔本在亚拉河游玩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图为范海涛毕业时与朋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影。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