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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骗那些事儿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留学的刘
博文初到美国就被骗子“宰”了一
顿。他周末在达拉斯街头闲逛时
被人搭讪，话没说几句对方就开始
要钱。“他说他好几天没吃饭，现在
要死了，想要点钱买东西吃。”当被
问及为何会相信他说的话，刘博文
反问：“你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走在
大街上有人过来打招呼，你不觉得
人家很友好吗？”回到学校后刘博
文和同学讲起被要钱的经历，才知
道这种套近乎的手段已被用过多
次。“好几个中国留学生都说见过
那个人好几次”，刘博文这才知道
自己上当受骗了。

在英国读书的马文军虽然早已
做过防骗攻略，但最终还是被骗
了。“说到底，还是太轻信别人
了。”马文军说，“自己怎么也没想
到互送过几次礼物的‘朋友’居然
成了骗子。”他和这个“朋友”来
往几次后，对方提出了借钱的要
求，起初是小额的，没过几天就还
了回来。在马文军看来，“有借有
还好几次后就相信他是真的会还回
来”。一个月后，对方跟他借一笔

大额款项，马文军想也没想就借了
出去。等到这个“热心的朋友”从
互联网上突然消失后，马文军才明
白，这从头到尾就是对方设下的

“精心骗局”。不仅骗了友谊，也骗
了钱财。

“这种骗子很可恶，诈骗开始
不谈‘钱’，先获取足够的信任
后，再用多次‘有借有还’麻痹
人，再大额借款立马失踪。”马文
军说。

走在大街上，被一群乞丐围住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在美国得克
萨斯州读研二的刘志 （化名） 就遭
遇过这种窘境。“看着挺可怜的，
就想给点钱，后来周围一拥而上好
几个乞丐。”刘志无奈地说，“总觉
得他们都没办法活下去了，就想帮
一下。没想到他们是团伙作案，拿
了钱还顺走了我口袋里的手机。”

骗术五花八门

除上述留学生提到的这些被骗
案例外，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留
学生遭遇的诈骗可谓五花八门。

初到国外，为了省钱，不少学
子选择在外租房。在学校周围号称
可以低价找到房子的“中介”便用
低价位诱惑学子赶紧交钱，最后的
结果却是同一套房同时租给好几个
人。

就此，相关法律人士提醒留学
生，租房合约是关键。签约时留学生
应该认真阅读每项条款，并对有疑
问的项目进行检查与标注。同时可
以聘请房地产律师提供专业意见并
见证签约，确保不落入租房骗局。

此外，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
天，个人信息的泄露也给骗子们留
下了可乘之机。求租房、寻兼职，

互联网的发展让人足不出户就能得
到更多的信息。然而，一些海外学
子缺乏信息保护意识，在网络上泄
露了个人相关信息，这些信息也成
了不法分子利用的空子。

如何应对诈骗

就留学生如何防骗，中国驻墨
尔本总领事馆教育组曾提示留学
生，为了防骗，一定不要贪小便
宜，切记天上不会掉馅饼。同时，
保护好个人隐私信息，不要把钱给
别人，这是关键。

此外，提前做好“防骗”功课
也 很 必 要 。 在 美 国 留 学 的 吕 文

（化名） 笑着说，几乎每天，他和
一同留学的中国同学都会收到类
似的短信。有时候是假装亲人，

有时候是假冒学校老师，千奇百
怪的短信让他哭笑不得。

像吕文一样，提前做好“防
骗”功课可以避开不少陷阱。与其
花大力气去追回钱款，不如提早做
好防范。对海外学子来说，提前做
好当地社会环境的调查，防患于未
然，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就被骗之后如何处理，北京市
律师协会的李律师表示，留学生在
国外一旦不幸遭遇钱款诈骗，应该
及时向当地警方报案；如果数额巨
大，要与家长联络，并与留学组
织、中国驻外使领馆等机构联系，
以寻求帮助。

同时，李律师也提醒海外学
子，在国外遭受诈骗后千万不要只
身前往索要钱财。在海外学习生
活，保护好自身安全才是首要之
事。

作为澳大利亚八大名校之一，“蒙
纳士”这 3 个字既是一种在人前被称
赞的资本，也是一份在人后独自承受
的压力。但能在这所学校度过几年算
是黄金时代的青春年华，那它一定担
得起这份韶华的寄托。

两年前我提着大箱小包来到墨尔
本这座陌生的城市。那天，天空阴
沉，下着瓢泼大雨，我全身湿漉漉
的走进租来的房子，心里却有一团不
灭的火，难以抑制对未来的期待。看
着屋檐下的水珠连成一条线，在电闪
雷鸣间反射出银色的光，突然想起

《霍比特人》 里甘道夫对比伯的劝告：
“世界并不在你的地图与笔记里。当你
回来时，你从此与众不同。”电影里比
伯的眼睛就像遥远的星河一样沉静明
亮，之后的他便有了传奇一般的旅程。

出国之前，有个学姐曾讲起自
己出国读书的岁月。她说，这是一
段每次想起都会微笑的求学经历。
而今的我大概也是怀着类似的心情
——就算面临着沉重的课业，就算
每天还要处理柴米油盐的琐碎，我
的心里仍旧欢呼雀跃着想要继续奔
跑下去，甚至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
在地图与笔记之外的另一个自己。

蒙纳士大学的校徽上印着一本书
和一把剑，分别象征着真理与正义
——这是一所有灵魂的学校。在这里
读书后，一生都会有一种名为“蒙纳
士”的品质。王小波在 《黄金时代》
里说：“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
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
消 失 ， 最 后 变 得 像 挨 了 锤 的 牛 一
样。”可就算早就有人把这一点讲给
我听，我仍旧怀抱着很多奢望，对迎
面挥来的锤头不眨眼睛。

其实求学过程中，身边有很多人
都是这样，就算有一天热情终被消耗
殆尽，还是要趁着当下这一刻兴奋地
跳起来。时间允许我们气馁，因为它
也相信沮丧过后我们仍能毫不妥协地
跑下去。为了真理和正义，保持生命
的勇气。这是蒙纳士教会我最重要的
事情之一。二十来岁，还没到因为

“学这个没什么用”来麻痹自己不去
尝试的年纪，也不需要因为“没有结
果”来逃避对一个人的喜欢，更谈不
上借口说“没什么价值”来放弃自己
感兴趣的事。万一最后什么也没得
到，怕什么，我们不过才二十岁。

蒙纳士的校训是一句拉丁语：
“Ancora imparo”，这句校训的英文翻
译是“I am still learning”（学无止
境）。在我人生所度过的二十几年
里，有过很多有甜头的事。但世上几

乎所有事都有利有弊，那些甜滋滋的
事总会让人尝到一些苦。可有一件
事，只要做了就不会错的，那就是读
书。《岛上书店》里说，关于政治、上
帝和爱，人们都讲些无聊的谎话。想
要了解一个人，你只需问一个问题：

“你最喜欢哪本书？”每个人的气质里
藏着他们读过的书和经历过的故事。

在蒙纳士的这两年，我生平第一
次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强大平静。那
些在走廊上擦肩而过的人，可能是某
位著名的学者，也可能是某家大公司
的高层。他们看起来平凡普通，却个
个身怀绝技。世界上最厉害的人从来
都不是那些闪亮到刺眼的人。在蒙纳
士读书的日子里，我收获的东西难以
计量。最重要的不是英文水平和毕业
文凭，而是一种把我放到任何国家、
任何举目无亲的地方都能生存下去的
能力，还有一种名车豪宅也动摇不了
的平淡心态。

留学最让人欲罢不能的，是无限
种可能。你不知道若干天、若干年后
自己将会在哪里，可你已经不再惧怕
迎接挑战。我们漂泊，是为了有一天
能够不用再漂泊。

（寄自澳大利亚）

最近我去巴塞罗那出差，它是西
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首府。记得
第一次游览这座城市还是 16年前，当
时随妈妈一起到欧洲旅游。那时对巴
塞罗那的印象是它新鲜又多样的美
食，缤纷鲜艳的工艺品，还有高迪的
建筑、毕加索的美术馆。16 年后，久
居欧洲的我再次踏入巴塞罗那，对加
泰罗尼亚的文化除了欣赏更多了一份
尊敬。

加泰罗尼亚是个不很“西班牙”
的地区。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在

《向巴塞罗那致敬》一书中就提到，和
印象里热情又热闹的西班牙 （南方）
人不同，加泰罗尼亚人对美酒与音乐
都很有节制，也不太喜欢夜生活。所
以别看巴塞罗那每晚都是灯火霓虹，
但“真正”的加泰罗尼亚人会不无骄
傲地说他们才不愿把时间浪费在放纵
上。加泰罗尼亚语有个老幼皆智的短
语“molta feina”，即“很多工作”。在
加泰罗尼亚传统文化里，每个人都应
该有很多工作，如果哪一天你居然有
时间去休闲，那一定是你生活出了问
题！

加泰罗尼亚是个很有趣的地方，
一方面有极强的身份意识，这点从加
泰罗尼亚的艺术家身上就可以看出
来，比如建筑家高迪一辈子都没有离
开过这里，也几乎只会说加泰罗尼亚
语，他的艺术追求是创造“加泰罗尼
亚”的建筑。但与此同时，加泰罗尼
亚文化又不是闭锁的，恰恰相反，随
便在巴塞罗那的街道上走走，你马上
就会感受到这座历史上的世界港口城
市的兼容并包。这种民族与世界的平
衡在画家米罗身上也有体现，米罗是
土生土长的巴塞罗那人，他在自己的
第一个画展里就说过：“要成为国际化
的加泰罗尼亚人，因为一个只有地方
视野的加泰罗尼亚人是没有任何价值
的。”确实，高迪的建筑之所以至今仍
未被超越，并非仅因为他局限于加泰

罗尼亚风格，而更是因为他从自然界
寻求灵感，创造了独特的风格。

这种对身份认同与开放融通之间
的平衡可以说是加泰罗尼亚最让我尊
敬的品格。就拿巴塞罗那来说，前一
阵看报纸说巴塞罗那从今以后要限制
酒店数量，因为当地市民抱怨游客太
多，干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但这并
不是说他们排外，因为与此同时，巴
塞罗那市民还有另外一个抱怨，就是
抱怨西班牙政府对救助叙利亚难民效
率太低。据说去年当西班牙政府表示
接收难民的时候，巴塞罗那很多市民
就主动登记愿意接难民住进自己家，
巴塞罗那红十字会等组织也马上召集
志愿者培训，以迎接难民的到来。因
接受难民手续繁琐，过了很久这些热
心的家庭也没有迎来难民，巴塞罗那
市民还就此向政府抗议。

这两方面的抱怨从海边的两个雕
塑就能体现出来：一个是“受伤的星
星”，那是一个以巴塞罗那 18 世纪矮
房子为模版的四个罗列在一起的铁盒
子的怀旧雕塑，似乎感伤辉煌不再。
但就在这个雕塑附近不远，有个色调
近乎一致的新“雕塑”，上面的数字显
示着 2016 年在地中海遇难的难民数
量，警示政府要有作为。一面是对游
客的抱怨，一面是对难民的期待，两
个看似矛盾的要求，其实体现出巴塞
罗那人对自己和他人命运的一份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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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子刚刚踏出国门，身处异国他乡，在对当地情况不了解的情况下，往往容易成为

不法分子诈骗的对象。一些骗子混迹于高校周围，将行骗触角伸向了留学生这一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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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视频指导做“蛋饺”

张琪 （化名） 现就读于葡萄牙里斯本大学，2017年春节是她在这里过
的第二个春节，由于期间课业任务不重，她在大年初一做了一道以前在国
内过年必吃的家乡传统菜——蛋饺。

蛋饺是江南人家过年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传统菜肴，更是张琪从小到大
感受到的“年”的味道。“吃蛋饺对我来说，就是过年的标志，这也是我
最爱吃的一道菜。已经两年没回家过年了，我就想要自己尝试一下怎么做

蛋饺。”
然而这却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在大年三十的前一天，张琪就在

网上找了很多做蛋饺的视频，仔细学习钻研。第二天，她又特意从超市买
来了鸡蛋、猪肉等新鲜的食材，先把蛋饺的肉馅调好放在了冰箱里。

大年初一一大早，张琪就开工了。这次，她还给自己请了一位特别顾问
——国内的外婆。由于时差原因，里斯本的上午正值中国傍晚时分，刚接通
视频，张琪就看到了屏幕另一端神情激动的外婆。“我家外孙女真是长大啦
……先把勺子预热，倒油，对！然后浇蛋液，好，看它差不多凝固了就可以
放肉馅了。”

就这样，张琪把手机立在了厨房的桌子上，一边听着外婆的悉心指
导，一边完成了自己亲手做的第一道家乡菜。

端着“沂蒙炒鸡”穿小城

贾玲 （化名） 曾就读于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学。在除夕
夜，她和十几个同来的中国留学生约定在其中一个同学的家里吃年夜饭。
为了这顿年夜饭，每个人都准备了一道家乡的传统菜。来自山东的她决定
做一次家里过年常吃的沂蒙炒鸡。

考虑到会有很多同学吃，在操作时，贾玲加大了炒鸡分量。但做菜
的锅很小，所以翻炒起来油和汤汁总是溅出来。而且，由于她是第一
次做这么大分量的炒鸡，也把握不好调料的多少，贾玲和厨房里的同
学们就每隔几分钟尝一尝，直到觉得口味合适了才把火关掉。

“记得当时做完菜大家都挺累的。但是休息了一会，我们就端着锅出
发去同学家吃年夜饭了！”回忆起那天的场景，贾玲不禁笑了出来，“我带
着一锅沂蒙炒鸡穿越了几乎整个小城。”

离家越远越想念中餐

何佳妮现在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交换学习。除夕夜，来自五
湖四海的同学们在厨房里一展身手，不过几个小时，蚂蚁上树、卤鸡
爪、麻婆豆腐、土豆炖牛肉等各地的传统菜都被端上了桌。何佳妮感叹：

“很多出国前厨房经验为零的小伙伴现在菜刀一挥、锅铲一翻，都变成大
厨了！”

刚来米兰时，何佳妮身边的同学没几个会做饭的，因为怕火怕油几乎
没下过厨房的人也不在少数。因为所租房子的灶台得手动打火，刚开始她
对开伙能避则避，每天靠意面、披萨和超市买的烧鸡土豆度日，撑了半个
月实在是吃腻了。再加上父母经常追问日常饮食状况，何佳妮只好逼着自
己学做饭。从刚开始炒菜下锅恨不得带上头盔手套到现在面对油星飞溅的
从容自若，何佳妮说自己“成长了许多”。

“我每次做大餐成功，都发图给父母炫耀一番，嘴上说是要深夜诱惑
他们，心里更多想的是让父母不要担心。其实越是远在国外就越想念中
餐。把年夜饭的照片发给父母，更是想向父母证明我们有能力把自己照顾
好，不想让他们在过年时担心。”何佳妮说。

国外的“大年” 家乡的美食
孙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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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刚过，记忆仍未走远。有这么一帮留学生，
为了让海外的春节更有“年味”，在异国的厨房里钻
研起了怎么做传统的家乡菜。

刘思淼
何佳妮和同学们做好的除夕年夜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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