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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学

素 描

源于兴趣还是追赶潮流

选择到国外读商科的原因无外
乎两种，一是学生出于自身兴趣就
读商科专业，另一种则是看到商科
专业就业形势较好，希望毕业后凭
借这个听起来前途不错的“安全专
业”找到好工作。

李雯（化名）现在美国纽约大
学经济学院攻读研究生。由于父母
都在银行工作，从小受到家庭环境
影响的她在中学时期就明确了目
标，希望长大后成为一名注册会计
师。本科时她就读于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专业，毕业后顺利进入美国纽
约大学继续深造。“可能是受父母
的影响，我从小就对数字特别敏
感，上中学时数学成绩也比较出
色，所以学习会计专业一直是我的
梦想。进入大学后，我的专业课成
绩一直在年级名列前茅。因为了解
到美国大学的商科在世界范围内都
是很有名的，所以我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去美国读
研。在美国学习会计专业，不仅可以得到更好的
教育资源，还能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这样回国
后找工作会更有竞争力。”李雯说。

刘畅现在加拿大一所公立大学读经济学研究
生。她本科的专业是英语，然而毕业后她发现
单凭一门语言技能很难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
出，找到满意的工作。但同时她对未来也没有
明确具体的规划，一番纠结之后她选择了经济
学作为自己的研究生方向。她向笔者介绍：“大
四找工作时真的发现学文科、尤其是学英语专
业的人太多了，我专业上也不是特别出色，去
面试了很多企业，结果都不理想。好不容易得
到的工作机会，也不是我满意的。但是相比之
下，我们学校商学院的同学就业就很容易。我
认识的很多同学一毕业就去了理想的公司，特
别让人羡慕。所以读研的时候，我就想读一个
实用点的专业，况且现在社会上普遍都认为学
商科好就业。”

门槛不高然而过程艰辛

商科主要有金融、会计、企业管理等方向。

虽然很多国家招收商科学生时门槛较低，会接受
一些跨专业背景的学生，但是学习商科并不轻松。

于瑞芳现就读于法国高等商学院金融学专
业。她表示，自己平时的学习生活节奏较快，任
务也很繁重。“我在国内是文科生，但数学成绩还
是比较好的。学习金融专业后，我发现很多课程
都和高等数学有关，同时学科的交叉性很强，像
投资分析、财务管理等科目需要学习的东西很综
合。老师上课进度很快，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花
在了学习上”，于瑞芳说，“法国高等商学院的教
学氛围非常正统、严谨，对学生会有出勤考核的
要求，该考核还会计入平时成绩。这里的教学还
有一个特点就是每周都要做3到4次的课堂展示，
老师对课堂展示的要求很高，每一次展示我们都
需要课下花很多精力来准备。”

据于瑞芳介绍，她有很多朋友在欧洲其他国
家读商科，其中不少是跨专业读研究生的，因此
他们的学习经历困难重重。“我的一个朋友本科在
国内读社会学专业，后来去英国读研究生时转成
了经济学专业。由于数学基础不好，申请时准备
考试也是临时抱佛脚，所以后来读研期间学习就
特别吃力，有一门专业课考了两次才过，差点就
没能毕业。”

非万能钥匙还需谨慎选择

许多学习商科的毕业生以为回到国内，等待
他们的是接踵而来的高薪工作机会。但是这并不
意味着每个人都能轻松地找到工作。很多留学国
外的商科毕业生也经历了求职困境。

江黎进入上海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快两年
了。他曾在英国阿伯丁大学读会计专业研究生，回
国后也参加了很多次招聘和面试，才找到了现在的
工作。他表示，现在出国读商科的人越来越多，竞争
也越来越激烈，回国后工作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好
找，所以选择出国读商科仍需要谨慎考虑，切勿盲
目从众。他说：“英国的硕士都是一年制，时间非常
短，所以留学期间进步很有限，回到国内找工作时
甚至有点手忙脚乱。而且和在国内读研的同学相
比，在这个行业里人脉积累不足，也是一个劣势。”

李雯向笔者介绍，通常国内的企业更青睐于
具有商科背景且工作经验丰富的求职者，所以刚
从国外毕业回国的学生并不会占有很大优势。她
说：“除了要掌握扎实的必备专业知识外，留学生
们还要努力提高沟通、协调等各方面的能力。我
觉得现在用人单位更看重的是综合素质。”

制定目标 做好规划

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是开启留学
生活的重要一步。在出国前，学子需
要知道自己想通过留学生活获取哪些
知识和能力，这样才能使留学生活更
充实。

高越现就读于挪威卑尔根大学
生物信息学专业。据他介绍，他从
小就养成了制定计划的好习惯，所
以出国前也为自己制定了目标。
“留学挪威前，我就计划好要先学
习 1年挪威语，然后花两年的时间
完成学业，毕业后在当地找份喜欢
的工作。”高越说，“大目标是个前
提，出国之后我也给自己制定了不
同阶段的小目标，比如：这个学期
学习成绩要达到什么水平。只有一
步步实现了小目标，才能达到最终

的大目标。”
叶扬今年 5月份从美国福特汉

姆大学会计学专业毕业。他说：
“我出国前的目标就是在1年半的时
间内修完研究生课程，然后先在当
地找一份工作积累经验，再根据实
际情况决定是否回国发展。”叶扬
目前正在准备美国注册会计师考
试，他现阶段的目标就是尽快拿到
美国注册会计师资格证，好为找工
作增添加分项。“我认为出国前制
定一个目标还是很有必要的，而且
要有计划地去实现它，不要半途而
废。如果感到目标比较茫然，还可
以参考一下身边优秀学子的目标和
计划，向他们学习，逐渐找到适合
自己的目标。”叶扬补充道。

彭逸豪今年刚从英国杜伦大学毕
业，回国后他很快在上海一家美国律
师事务所找到一份喜欢的工作。他

说：“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非诉律
师。进校不久我就赶上一场法学专场
招聘会。当时问了很多国际知名律师
事务所的招聘要求，大致了解了他们
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研究生期间，我
就根据这些招聘要求有针对性地提升
自己各方面的技能和素质。”

分清主次 用好时间

留学生在异国他乡求学，面临着
语言、生活、学业等诸多压力，还有
一些学生需要兼职负担生活费。如何
平衡好这些事情，分清主次、学会管
理时间非常重要。

高越认为留学生的第一要务是学
习。他说：“出国留学，能否学到真
本事是最重要的事情。现在许多留学
生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娱乐上，毕业时
才发现除了拿到一张毕业证并没有获
得真才实学。当然，在学习之外还有
其他重要的事，练好语言对留学生未
来的发展也很重要。多交一些外国朋
友，借此练好口语，不要总在中国人
的圈子里转悠。”
“周一到周五的大部分时间我一

般都用来学习，周五晚上会和朋友聚
餐。因为我比较喜欢烹饪，有时会做
一些中国菜和小伙伴们分享。周六、
周日，我会做一些兼职赚点零花钱。
我觉得越忙效率就越高，所以把事情
提前计划好，留学生活就会过得很充
实。”高越补充道。

叶扬认为安排好课程很重要。
“每学期选课时就把课程搭配好，不
要同时选好几门难度系数较大的课
程。这样就可以空出时间实习或兼
职，比一味学习有趣，还能学到许多
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叶扬说道。

彭逸豪每天都会做日程规划。他
说：“我会在日程表上把学习和娱乐
时间事先安排好，然后按照日程平衡
学习和娱乐的时间。”

了解需求 重点发展

学子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
应当学会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这些
知识，了解将来想要从事的职业需要
具备哪些技能以及如何获取这些技
能。

彭逸豪在入学伊始的招聘会上了
解到英国律师事务所比较看重应聘者
的商务意识，希望未来的律师不只是
法律意见的提供者、各类纠纷的解决
者，更重要的是，律师能否站在委托
人的立场上，帮委托人找到化解危机
的最佳方法。于是，在留学期间，他
积极参加各类相关的讲座、学术会议
和培训班。“我曾报名参加过英博夏尔
大学的商业意识培训课程，但是这所
学校在另一座城市——利兹，离伦敦
有一段距离。于是我每周三都要坐两
个多小时的车前往利兹上课，而且还
要穿正装。虽然很辛苦，但最终我通
过了英博夏尔大学的培训考核，拿到
了学校颁发的商业意识课程培训合格
证书。这次培训使我对商业意识这个
概念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更深入的了
解。”彭逸豪说。

在留学期间，叶扬曾在当地一家
非营利机构实习，主要负责报税工
作。据他介绍，在美国找工作或者实
习，用人单位非常看重应聘者的实战
经验。“找一份理想的工作并不容
易，实习可以帮助我们提前了解职
场，是正式步入职场的重要一步。而
且会计学对实际操作的要求更高，比
如我在实习中就学会了使报税软件。
这需要大量练习，单纯学习课本知识
是不行的。”叶扬说。

虽然留学生出国的目的不尽相
同，有人想学本领，有人想感受异国文
化，但无一例外都想过好留学生活。规
划好留学生活，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
学会时间管理，对留学有诸多益处。

第一次见“翡冷翠”这个词，是
在徐志摩的诗文里。那时我还是个
正在读初中的小孩，满脑子充满着
诗意的幻想，对这座城市却一无所
知。然而许多年后，命运竟把我从遥
远的亚洲带到了佛罗伦萨身旁，看
来这是我与佛罗伦萨特别
的缘分。

翡冷翠值得拜访的地
方太多了，薄伽丘和比特
拉克曾进行过精神交流的
大学、但丁的故居以及达
芬奇触摸过的天花板……
甚至满城的街角处处有着
可以探访的符号，反倒不
知该往哪儿去了，也就不
再着急。毕竟，翡冷翠是一
次看不够的。

刚来佛罗伦萨的那个
下午，我就去了老桥。二
战期间，阿诺河上的9座
桥都毁于战火，唯有老桥
得以幸免，据说是希特勒
当年从翡冷翠撤兵时特意
下令绕过此桥。这个战争
狂人当时心里闪过什么念
头我们已不得而知，幸运
的是，后人今日还能见到
这座见证了风雨沧桑的老
桥。一句老桥多么亲切，
不知为何翻译成中文却变
成了“维奇奥”桥，硬要
把意大利语中的“老”再
音译一遍，让这个名字失
去了原本的韵味。

站在老桥上眺望圣三
一桥时，忽然间想到当年
但丁就是在那里偶遇贝特
丽斯。仅此一瞥，造就了
他《神曲》里的女神。这
才恍悟，生活里发生的大多是期待
之外的事，期待之中的往往很难如
愿。生命的精彩便在于此，期待之
外的，是机缘，也是宿命。

阿诺河边的画家，并没有想象
中的那么友好。他们展着画布，拿
着笔低头在勾画着圣三一桥的轮
廓，但却对路过的游人露出轻蔑的
眼神。询价时，他们不耐烦地先开
价75欧元。在得知你会说意大利
语时，又降到50欧元。当你抱怨
太贵时，他们又说算你30欧元的
学生价吧。

我想我是理解他们的，我觉得他
们是真正懂得佛罗伦萨的人。他们画
这里的桥景和人，而他们也有着生在

这里的根。这么多年来，游人的熙熙
攘攘扰乱了这座城市最原始、宁静的
状态，他们大概也觉得烦吧。所以，对
于艺术人的情绪，我向来是不讨厌
的。我深深理解，毕竟有时候，艺术和
饭碗不能兼顾。

波光粼粼的河流背
后伫立着久负盛名的乌
斐奇画廊。排了3个小时
的队后，我腰酸背痛。但
当走入美术馆，疲惫感
便瞬间消失殆尽。窗外
廊桥美得如画，身处其
中，觉得自己也踏入了
画中。好的博物馆占尽
天时地利人和，这里曾
赶上“天时”，因美第奇
的光辉时代而出彩；又
占尽了“地利”，从馆里
的窗子望出去便可见对
面的廊桥和更远处的圣
母百花大教堂；至于“人
和”，感谢美第奇赋予它
生命，也得感谢它诞生
在意大利这样一个充满
艺术气息的国度。

其实在我生活的城
市米兰，也有着与美第
奇齐名的豪门家族斯福
尔扎，相比之下却似乎
鲜有人知。文艺复兴的
声波被米兰和佛罗伦萨
均分，前者在现代社会
改头换面，成为最彻底
的时尚弄潮儿，后者还
穿着古旧的衣着坐在托
斯卡纳的艳阳里沉静微
笑。我从收藏着《最后
的晚餐》的时尚城市向
东走向后者。佛罗伦萨
的古老昏黄，让每一个

去拜访它的人也学会了在路途上褪
去华服。

那天发完朋友圈，朋友在下面
留言问我，“徐志摩的翡冷翠一夜
到底什么意思啊，我真是看不懂。
这下你都亲自去了，快给我解释一
下”。

喏，你看我都来过翡冷翠了，
也依然不懂。但我们又何必尝试去
读懂他人心里的
翡冷翠呢？你一
旦来过这座城，
我想，你心中就
有自己的翡冷翠
了吧。

我所供职的英国大学最近就一个老问题向全体老师征求意见：在全

球化的当下，要不要把大学里传统的英式职称转变为几乎是世界通行的

北美体系？为大多数人熟知的北美体系把学术人分3级：助理教授、副教

授和教授。而英国传统上把学术人分为4级：讲师、高级讲师、字面直译

为“读者”（Reader）的准教授以及教授。准教授也称待位教授，指的是

以前对教授名额有限制时，等待老教授退休补位的学者。高级讲师和准

教授基本相当于北美体系下的副教授。但因为职位称呼不同常常会在国

际交流中造成误会，比如在北美体系下“讲师”指的是研究生助教。

这可是个困扰着几乎所有英国大学的老问题了。目前英国只有牛津

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华威大学等极少数学校选择替换掉英式体

系。我的大学曾在2009年讨论过是否将英式体系转换为北美体系，但当

时这项提案被大学理事会投票否决了。

作为一个老外，我觉得这简直太出乎意料了！因为如今国际科研合

作这么频繁，为何要固守传统？“和国际接轨”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但这

次看了同事们对校方征询意见的回复后，我发觉那些顽固也不无道理。

第一个反对转换为北美体系的就是老罗杰，他说：“英式称谓更准确

地表达出这些学者的工作性质。因为讲师不是任何教授的‘助理’，而高

级讲师也不是任何教授的‘副手’。北美的称谓听起来很体面，但其实暗

含一种大家长作风，不够尊重不同层级学者的独立性。”

另一个反对的声音来自乔，她说：“学术的基本前提不就是要能够跨

越不同语境和语言的障碍么？替换英式体制的潜台词岂不是认为外国学

者们连一个简单的职称体系的差异都不能分辨清楚吗？”

当然，还是那些准教授们遇到的问题最现实。如果替换成北美体制

中的“副教授”，他们的地位相当于被打了折扣，因为虽然在薪资水平上

他们和高级讲师一样，但这个头衔多少有一点额外的荣誉，更近乎于

“资深副教授”。所以也有同事拿出已经改制的大学的“前车之鉴”，指出

两个制度在接轨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给部分员工带来损失及各种不快。

虽然这些理由都有一定道理，但却不太有说服力，比如谁会真的去

咬文嚼字认为助理教授是教授的助理呢？难道把职称体系作为对国外学

者的思考题就对了吗？而“前车之鉴”应该作

为墨守陈规的理由还是提取经验的源头呢？有

趣的是，年长的学者往往主张维持现状，而资

历较浅的学者往往赞成体系改革。这倒也并不

奇怪，毕竟年轻学者对开展跨国合作的需求更

多，而在谈及项目内容前需要先向对方解释自

己的职称，这样的开场白不管怎么说都不是开

展一段国际合作的好方法。

留学生活作为人

生的重要一步，到底应

该怎么过？

英国大学的职称困惑
张悦悦 李宏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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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商科成为了很

多留学生追捧的热门专业。

一提到商科，留学生和家长

总会想到光鲜亮丽的金融投

行和体面又高薪的工作。出

国学商科真的那么有前途？

学习商科的学子究竟有着怎

样的感言？

出国读商科那些事儿
孙雅静

图为彭逸豪参与课堂讨论。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如何打造优质留学生活
马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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