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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菜还是熟悉的好

出于不同的原因，学子经常会去
中餐馆就餐。

包浣钰现就读于英国伯明翰大
学。“留学初期，我心想自己终于有
机会体验地道的英国美食了。然而在
连续吃了一段时间的西餐后，我发现
翻来覆去就那么几道菜，比如炸鱼薯
条、杰克土豆、煎牛排等。没过多
久，我就厌烦了。”包浣钰说，“相比
之下，中餐的花样更多。比如同样的
一个土豆，在中西餐的厨师手中却有
着不同的‘遭遇’。在英国餐馆里，
它一般只能被‘煎炸’了，做成一份
炸土豆；而在中餐里，它却有着较好
的待遇，能被做成诸如土豆焖牛肉、
酸辣土豆丝等菜式，做法多样。作为
一名挑剔的吃货，中餐更合乎我的口
味。”

林筱卓 （化名） 曾在意大利米兰
圣心天主教大学交换学习，她与包浣
钰有着相似的感受。“虽然米兰有披
萨、意大利面等美味的食物，但吃久

了难免会想念中餐。而且在米兰中餐
比西餐便宜，加上华人街离学校很
近，所以我经常会到附近的中餐馆吃
饭。”林筱卓说。

据了解，国外各地的中餐馆一般
来自不同菜系，所以不少学子在留学
地便能尝到熟悉的家乡菜。包浣钰
说：“在伯明翰市中心，有一家名为

‘桃苑’的港式餐馆。由于我在广东
长大，对粤菜有着特殊的感情。这家
中餐馆的烧腊、麻油鸡与我在广东尝
过的相差无几，而且分量足、价格便
宜。有些其他地方的留学生甚至专程
来到伯明翰，只为尝一下这家中餐馆
的美食。而且每当听到餐馆里相近的
口音，我才感觉到留学并非是‘独在
异乡为异客’。”

最爱挑菜谱翻译“笑话”

在留学地的中餐馆就餐，学子曾
有过不少新鲜的发现。

比如，如何将中餐准确翻译成外
语，对于中餐馆的老板来说是一道棘
手的难题。林筱卓笑着说：“记得我第
一次在意大利的一家中餐馆就餐时，
在看到菜单后，愣了好一会儿。原因
是菜单里‘四喜丸子’被翻译成‘4 个
高兴的肉团’，‘驴打滚儿’被翻译成

‘翻滚的毛驴’，而‘回锅肉’则成了‘被
烹饪了两次的猪肉’，让人忍俊不禁。
我还记得自己当时点了一份‘流着口
水的鸡’。”

贾 程 琪 曾 经 在 西 班 牙 圣 地 亚
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学交换学习。她
说：“有一次，我在马德里的一家中餐
馆就餐时，点了一份中辣口味的火
锅。当时隔壁桌坐着几个西班牙人，
他们看到我桌上的一锅红油后，纷纷
用‘你疯了吧’的眼神看着我。其中
一个还特地从我桌旁走过，假装漫不
经心地往我桌上瞟了一眼，想看我在
吃什么。更有趣的是，这几个西班牙人
在结完账后，还专门走过来向我表达

‘敬意’，其中一个人甚至还夸张地朝
我鞠了一躬。”

一些学子曾与自己的外国同学一
起到中餐馆就餐，其间发生过不少有
趣的事儿。林筱卓说：“有一次，我和一
位意大利同学到中餐馆吃饭时，点了
一道清炒油麦菜。没想到上菜后，她却
望着长长的油麦菜发愣。我询问她为
何迟迟不动筷，她为难地问我‘这个青
菜怎么吃啊？’未经思考，我便脱口而
出‘用筷子夹啊’。但说完后，我才想起
她不会用筷子。于是，她便用刀将油麦
菜切成一段段的，接着却发现油麦菜
叉不起来，无奈之下只得用手将油麦
菜抓起来吃。吃完后，她一脸不好意思
地说‘中国菜太复杂了’。这些细节让
我印象深刻。”

司徒强（化名）现就读于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他说：

“有一次，我和一位美国同学到当地川
菜馆就餐。虽然饭菜非常辣，我们依然
吃得不亦乐乎。但我发现‘火爆肥肠’
这道菜只有我一个人在吃，他一点儿
都没夹。后来，我才知道大多数美国人
都不愿吃动物内脏。”

更有趣的是，国外的中餐馆甚至
丰富了一些学子的饮食口味。“我是东
北人，口味相对偏重，爱吃大饼、饺子
之类的食物，而米兰的中餐馆以粤菜、
浙菜两大菜系为主。由于南方菜系的
饭菜大多比较清淡、精细，起初我以为
自己会吃不惯粤菜和浙菜。没想到在
当地中餐馆尝试了一次粤菜后，我便

‘难以自拔’。以后每当我去中餐馆，都
会点虾饺，不吃虾饺总觉得少了些什

么。”林筱卓说。

中餐馆也在变

国外的一些中餐馆会根据当地的
饮食习惯，对菜品进行“加工”，加入一
些外国的元素。

司徒强说：“美国不少中餐馆有着
‘独创’的菜式。比如炸蟹角——包了
蟹肉和奶油干酪的酥炸馄饨，这道菜
考虑到了美国人爱吃奶油干酪的饮食
偏好；美国的蛋花汤会加入玉米淀粉，
这更符合他们的口味；一些中餐馆会
在饭后赠送‘幸运饼干’——将这些饼
干咬开后，就能发现里边附着的纸条，
上面会写着祝福语。这几道菜是国内
中餐馆没有的。”

包浣钰有着相似的经历。她说：
“有一次，我在伯明翰的一家中餐馆点
了一道柠檬酥鸡，准备尝尝鲜，但没想
到尝起来有一股洗洁精味。起初我以
为是盘子没洗干净，询问了在隔壁桌
就餐的英国人后，才了解到它是特意
做成这个口味的。因为那符合大多数
当地人的胃口，是畅销菜。”

“美国有一家名为‘熊猫快餐’
的中餐馆，已经开设有多家连锁店。
与传统的中餐馆不同，在这家餐馆吃
饭，你想要什么中餐，服务员便舀一
勺到你的盘子里，更类似于快餐。”
司徒强说。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如今，中餐馆遍布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那些熟悉的饭
菜、中国面孔让留学海外的学子倍感亲切。那么，我们不妨
从学子的视角，来了解一下国外的中餐馆以及学子在中餐馆
就餐时的所见所闻。

学子仍然爱中餐
徐悦邦

操作简单传播力强
许多人建立公众号

在微信的搜索框里输入关键字“留学”，一连
串的微信公众号就会快速地蹦出来。点开这些公
众号，会发现其中的大部分都是留学生以个人账
号进行运营的。

何雨琪现在法国读传播学硕士。她在今年年
初也创办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对于越来越多留
学生做微信公众号的现象，她也发表了一些自己
的看法：“对于我们来说，微信是一条联结国内外
生活的纽带。把文字和图片放在微信公众号里，
可以使我们想表达的东西变得更容易传播出去，
因为人人都在用。而创办一个微信公众号，步骤
简单，整个过程很好操作，没有什么技术难度。
所以当留学生有表达自我的愿望并希望被别人看
到的时候，可能最先想到的自媒体平台就是微信
公众号。”

张琴 （化名） 现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她表
示，现在留学生做微信公共号已经成为了一件时
髦事，和她在同一个学校读书的中国朋友里，就
有10来个有微信公众号的。“我朋友里，做微信公
众号的以女生居多。而且在我印象里，她们一般
都是课余时间喜欢写写画画，比较有文艺范儿的
人。”张琴说。

她特意提到，微信公众号就是在去年和今年
的时候不知不觉火起来的，前几年虽然已经有了
这个平台，但是留学生中做的人并不多。而现
在，她每次刷朋友圈，都能看到几个朋友分享自
己新创办的公众号链接，在朋友圈里进行推广，
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公众号粉丝。

生活类公众平台
记录异国趣闻轶事

很多留学生公众号内容的一大特点就是以留
学生活的纪实为主，具有很强的私人性和浓厚的
生活气息，同时每个公众平台无论是文字、图片

还是音乐都具有鲜明的个性。
杨锐志曾在都柏林理工大学交换学习。出国

前夕，她决定建立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在出国前
一天，她推送了公众号的第一条文字消息。谈到
办这个公众号的原因，杨锐志说：“我办公众号的
初衷就是想记录一些我在爱尔兰留学的见闻和感
受，尤其是一些和国内生活不一样的地方或者大
家对于国外误解比较深的地方。像我父母那一代
的人，可能对国外了解相对较少，还存在一些偏
见。我希望能通过我的亲身感受，把国外生活真
实的一面展现给我身边的人。”

由于杨锐志的这个公众号受众主要针对家人
朋友，所以关注人数并不多，除了四五个陌生人
以外，其他人都是她所熟识的。一篇推送文章的
最高阅读量大概在100人左右，少的时候则只有个
位数。而她介绍，自己的这个公众号并不是为赢
得粉丝，是一个纯个人的展示平台，时间一长，
它已经变成了自己的电子日记本，帮助自己记录
和回忆在留学生活中有特殊意义的事情。在巴黎
枪击案发生当天，她特意写了一篇推送，表达自
己的心情，而这也成为了一种记录历史的方式。

何雨琪作为一名学习传播学的学生，做微信
公众号还变成了她实践课堂传播学专业知识的一
种方式。她经常会用微信公众号做实验，用各种
传播学理论知识来指导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运营

并且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所提供的数据分析——文
字阅读量和平台关注量来检验传播学理论知识的
应用效果。

服务类公众平台
为学子提供生活便利

留学生们创办的另一大类微信公众平台，涉
及的内容更加实用，面向人群更广，主要目的是
留学生之间互相传递交流有用的信息，为在同一
区域或者范围内的学子解决困难，提供便利。

今年年初，郭毅 （化名） 创办了公众号“留
学帮”。他在美国圣地亚哥大学读本科，即将毕业。
借助自己3年来在美国的人脉关系及与当地学生联
合会的合作，他在大三上学期建立了这个公众号，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来帮助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解
决一些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在郭毅的公众号里，主
要发布失物招领、租房、学习攻略、二手物品交易等
信息。

他表示，自己才来美国留学时，遇到了很多困
难，因为房子不合适，曾搬过 3次家。所以郭毅希望
能为其他初来美国的留学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让他们不再重复自己的弯路。由于对留学困难的深
切感触，很多毕业即将离开的留学生会把他们自己
住过且认为靠谱的房源主动推荐给郭毅。这些房源
信息被发布在公共微信平台上，很快会有留学生打
电话咨询。郭毅介绍，至今已有200多人通过自己的
微信公众平台找到了房源。

“留学生做这种服务类型的微信公众号还是挺
多的，还会细分成很多类，有专门整理实习兼职机
会的，有专门分享学习经验的。当然其中有一些学
生做的是无偿服务性质的，也有的是盈利性质的。
不过因为这种微信公众平台要专门进行信息的搜
集和整合，所以往往是很耗费时间和精力的。”郭毅
说。

有些公众号，发布者认真负责，素材多样，
随时更新，记录良好，反响热烈。这样的经历，
其实也给学子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多种可能。

（题图来源：百度图片）

典礼仪式 各有特色

对学子来说，毕业典礼是留学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时刻。于是，很多
学子在毕业典礼举行前几个月就开始准备毕业服装、邀请亲朋好友等事
宜。在不同的学校，毕业典礼的仪式也不尽相同，有的庄重，有的简单
随意。

一蓝 （化名） 上个月刚从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据她介绍，她提前
一个月就从网上预定了硕士服，毕业典礼当天取出来，因为这个服装只
能租半天。在毕业典礼仪式开始之前，有专人帮毕业生穿复杂的服装。

“我们的毕业典礼是在学校礼堂举行的。在礼堂门口，有卖印着毕业生名
字的报纸。我们每个人都会买一份报纸，带着它进入礼堂。当听到广播
里念到自己的名字时，就上台领取毕业证。整个环节比较有趣的是碰帽
子仪式。因为学校的礼堂很庄严，不允许任何人带着帽子进入，所以我
们都不能带学士帽，而是由教授拿着帽子碰一下学生的头发。”一蓝说
道。

苟雅薇今年 11 月从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毕业。“进入毕业典礼现
场，我们先绕阶梯教室走了一圈；同时，学校请来了乐队为我们奏乐；
所有嘉宾也会站起来鼓掌。大概走了10多分钟，我们才回到座位上，然
后等老师叫出每个毕业生的名字，大家轮流上台领取毕业证。每个人上
台时，大屏幕上会显示学生的生活照和个人格言，还有老师会专门讲述
这个学生在校期间的经历。这些都是学校提前征集好的。典礼进行期
间，还有一些学生请了专门的合唱队为自己欢唱。”苟雅薇回忆起自己的

毕业典礼，嘴角泛起笑容。
毕业典礼通常都很隆重，但也有一些院校的毕业典礼比较简单。唐

宇 （化名） 今年6月刚从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油画专业毕业，讲起毕业典
礼，他吐槽道：“我们学校没有统一的硕士服，大家穿着很随意就去学校
礼堂领了毕业证书。但是我和几个中国小伙伴还是比较重视毕业典礼
的，于是就去租了服装，穿着硕士服和校长一起合影留念。”

毕业时分 心情复杂

黄陶钧毕业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化学系药物化学专业。她回想起去
年参加的毕业典礼，当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学校安排每个专业都有一
个特定的时间举行毕业典礼。我们专业就是下午1点到3点在纽卡市政府
举行的。毕业典礼比较注重学生个人的体验和家庭成员的参与感，所以
每个毕业生都可以带两个家人进入典礼会场。”黄陶钧说。谈到毕业时的
心情，她说：“上台领取毕业证，得到院长的祝福，我特别开心。一年的辛苦
终于在此刻得到回报，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讲起在典礼上领取毕业证时的心情，一蓝愉快地说：“终于毕业了！很
开心，很激动，也很紧张，自己生怕上台的时候激动得一不小心摔倒了。嘉
宾席上坐着的都是给过我们支持的师长朋友，父母虽然在国内，也通过网
络观看了我的毕业典礼直播。”毕业典礼之后，一蓝就忙着收拾东西回国
了。“离开时，其实心情是很复杂的，既想快点回家，又有些不舍。”一蓝说。

回想起一周前参加毕业典礼的情景，苟雅薇表示非常感动，因为几个好朋
友当天专程从鹿特丹赶到马斯特里赫特参加她的毕业典礼。“上台领取毕业证
时，我的心情很激动。但是，当听到系主任说‘你们能够在这里坚持下来，非常
不容易，恭喜你们毕业了！但是你们也应该感谢一路支持你的家人、朋友’时，
我想到坐了几个小时的车从另一个城市赶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的朋友，当时
又感动又激动，差点哭了出来。他们在过去的这一年给了我数不清的帮助；
还有我的父母，也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苟雅薇说道。

建个微信公众号建个微信公众号
成了学子时髦事成了学子时髦事

孙雅静

终于等到
毕业典礼

苏 木

每年都有学子毕业。现在，在欧洲的
英国等地，正迎来毕业季……

图为杨锐志正在爱尔兰的咖啡馆里写微
信公众号推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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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用
﹃
中
式
烹

饪
，
美
国
口
味
﹄
的
经
营
方
式
。
图
为

熊
猫
快
餐
店
的
一
角
。

到当地中餐馆就餐，一件令
学子兴致盎然的事便是挑菜谱翻
译“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