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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有限 学习为主
确实有人不愿做代购

作为学生，出国留学最主要的任务当然是学习更多的知识。在不
情愿的情况下，亲朋好友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代购要求成了一些学子
的负担。

胡鑫洁就读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她经常帮国内的亲友买奶
粉，但仅限于逛超市时顺便带上几罐，忙的时候就会拒绝这些要求。
有些陌生人通过家人或者朋友，找她帮忙代购，她也尽力而为。对她
来说，帮忙代购这件事，并不是什么大麻烦。

然而，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的杨梓 （化名） 却深深陷在“被代
购”的烦恼之中。她说：“不可否认，有一些人选择在留学时兼做代
购，但我不想这样。”她对代购避之不及，但事与愿违。出国后，许多
亲戚联系到她，要求代购各种商品。即使她再三推托，有些亲戚仍坚
持要求。无奈之下，她只好抽出宝贵的时间去商场购物，有时甚至要
花费整整一天时间去较远的地方购买。

倒贴路费 浪费时间
买错商品谁担责

代购商品会浪费留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是金钱。并且在
代购过程中，容易出现各种问题。杨梓曾为一名亲戚代购过只在东
京、大阪贩卖的奶瓶。虽然她买奶瓶只花了 3000日元 （约合 190元人
民币），但因路途遥远，来回花费了 16000日元 （约合 1000元人民币）
交通费和一天的时间，晚上7点才回到家。一天的奔波令她疲惫不堪。
杨梓苦笑着说：“倒贴是每次帮忙代购都会碰到的情况，尤其是交通费
用，让我代购的人根本不会替我考虑。”

虽然要求留学生为其代购商品，但大多数购买者往往不会先付
钱。即使知道留学生已经买下了东西，但一部分人在收到商品之前仍
不会付钱。买完东西却收不到钱，对方又是亲戚朋友，留学生碍于面
子不好张口要钱，有时导致自己的生活费不足以支撑日常生活。

此外，由于留学生不熟悉市场行情和商品信息，或是购买者没有
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时常会买错商品。而一旦买错，购买者大多不
愿意接收商品，留学生还会招来对方的责怪。真可谓费力不讨好。

“被代购”的留学生还有一个苦恼就是不被父母理解。杨梓的妈妈
认为孩子出国留学是值得骄傲的，所以常常在亲戚聚餐的时候提起这
件事。亲戚便循声而来，找她代购。她的妈妈觉得彼此是亲戚，要顾
及面子而无法拒绝，就全都应下来，让杨梓帮忙代购。当她向妈妈表
示自己不想代购的意愿时，妈妈却教育她说：“这点小事，能帮就帮一
下。”这让她很郁闷。

低调出国 高调拒绝
让“被代购”远离

那么，留学生该如何避免“被代购”呢？“被代购”留学生们有一
些心得。

首先，出国留学不需要到处张扬，这样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
烦，其中就包括“被代购”的情况。

其次，当留学生不愿意为亲戚、朋友代购商品时，要态度明确地
说“不”，重申自己出国的目的是学习，而不是代购。同时也向亲朋及
自己的父母解释代购所需要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以求得他们的
理解。父母在清楚地了解学子在海外求学的实际情况以及代购所需要
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以后，大多是会帮助拒绝亲戚的一些代购要求的。
杨梓的情况便是如此。在她深陷“被代购”的苦恼后，严肃认真地向
妈妈讲明自己代购商品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对自己学习造成的
困扰。妈妈了解问题的严重性之后，便渐渐不在亲朋聚会时将杨梓出
国留学的事挂在嘴边了。渐渐地，来找杨梓代购的人也就少了。

旅法研究生徐楚函的妈妈说：“我觉得不应该把太多时间花在代购
这件事上，出去学习的机会很难得，应该多学习知识。但如果不耽搁
太多时间的话，我也不会强烈反对。”她表示，如果孩子不愿意做代
购，她一定会拒绝身边人的这类请求。徐楚函也从自己的角度表明了
对留学生“被代购”的态度。总体来说，她不建议留学生做代购，因
为留学时间有限，人的精力也有限，应该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
学习中，而这才是留学的真正目的。

对于即将出国的准留学生，“中国人”的身份
既是一张承载着丰厚历史文化的名片，也是一个易
引起他人争议的标签。准留学生、留学生如何看待
这一问题？如果他们在国外遇到这种情况，将会做
出怎样的反应？是选择沉默，还是予以反击？且听
他们怎么说。

做法一：
“用自己的方式反击”

大多数留学生和准留学生认为，即使他们的力
量微乎其微，也会用自己的方式予以反击，以维护

中国留学生的尊严。
李阳 （化名） 即将赴南美洲留学。他认为，面

对如此带有歧视色彩的传单，是一定要反击的。
“这样的污蔑如果不应对肯定是对所有中国人尊严
的践踏。向校方投诉当然可以，但是我认为这样的
反击力度不够，因为这样无法让其他学生了解传单
说法的错误性。如果仅仅要求对方撤回这些言论，
那么外国人对中国留学生的看法不会真正改变。”
李阳说，“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反击。例如，可
以在这些传单旁边贴反驳传单，最好是在公共范围
内进行通知。应该以这种平等、自信的姿态去驳斥
他们的错误言行，但一定要做到立场坚定又不失礼
节。”

王天钰目前就读于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
拉大学，她到西班牙已经有 8个月了。虽然在这 8

个月的时间里她没有遇到过类
似问题，但是身为留学生还是
十分关注这方面的问题。王天
钰说：“我认为中国留学生应该
联合起来，通过各种社交平台
或者媒体对此进行公开回应。
公开回应不是为了宣泄中国留
学生的愤怒，而是冷静、客观
地陈述事实，向外界展示中国
留学生的真实形象。让不了解中国留学生的人真正
了解我们，从而避免各种误解。我相信，绝大部分
外国民众都是讲道理并且有辨别能力的。”

“我认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撕名牌事件中，中
国留学生的回应十分漂亮。他们做了一个名为

“Say My Name”的视频，请很多中国留学生讲述
自己中文名字的含义。这样既可以告诉外界，我们
的名字寄托了我们家人的愿望，体现了我们祖国的
文化，又可以让人理解并尊重我们的名字，这也是
尊重我们的文化。”王天钰补充道。

做法二：
“不予理会”

面对同一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有人
选择反击，也有人选择不予理会。

于婉 （化名） 目前在法国留学。她表示，如果
遇到这种情况她会不予理会。于婉直言说：“首先
我认为歧视是由历史以及其他的原因长期形成的，
不会因为谁的举报而使歧视消逝不见。外国人对中

国人的看法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因为一个人而
形成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随着中国人
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中国人的形象在外国人眼中
也会越来越好。”

“贴传单的人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就做出这种
行为，在我看来更像是跳梁小丑。你越在意，他越
可能做出更多激进的事。我不屑理会这样的人。”
于婉说。

郑忾 （化名） 即将赴美国留学。他表示，对于
这类事件学校会给出公平地处理，中国留学生应抱
以平和的心态。“我认为不应反应过激。美国是一
个重法律的国家，学校会处理得较为妥当，因为这
不是私人恩怨，牵扯到学校的形象。如果有人感情
用事，与贴传单的人发生争执冲突，这不仅会影响
校方的判断和处理，甚至可能演变成暴力事件。”

做法三：
“向校方反映”

学校是每一个在校学生的后盾。对于身在异国
他乡、作为少数群体的留学生来说，遇到麻烦向学
校有关部门求助是自然的。

“我可能会直接去找学校领导，让学校领导出
面解决，因为我认为学校领导是学校的权威。”留
学于西班牙的吴建制说，“我出国之前就预想到可
能会遇到歧视中国人的情况，到了西班牙之后果真
遇到了。虽然我居住在宗教、文化氛围浓厚的大学
城，但是当地人对中国人的认知十分缺乏。有一次
我晚上跑步时，遇到一些年轻人，他们对我开玩
笑，说了一些不尊重的话。”

即将到美国留学的刘乐宇说：“如果遇到类似
的‘传单事件’，我会拍照取证，将传单撕下来，
向学校举报，交给学校处理。但也希望贴传单的人
能够自我反省，希望能够在学校的过问和干预下，
让贴传单的人给中国留学生一个道歉。”

“你们中国人应该上上道德课！”针对美国大
学里的传单事件，不少人予以反击，以维护中国留
学生的尊严。但是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也引起了
不少留学生的反思。传单上的指责都是毫无根据
吗？我们自身是否存在某些不足？除了反击和反思
以外，中国留学生应该担负起怎样的责任，来传播
中国文化，使外国人真正了解中国？我们上文中采
访过的人对“传单事件”也发表了自己不同的看
法。

虽然因遭受歧视感到气愤，但是我们也应反省
自身存在的问题。李阳说：“我认为这些歧视传单

的内容虽然可恶，但我们也要时刻注意自身
行为。中国公民在海外因素质问题不时被曝
光，即使这些情况的主角并不是留学生，但
在外国人眼中，‘中国人’是一个整体概念。
在海外，留学生作为中国人的代表，不仅要
做到洁身自好，更要承担起消除偏见、改善
整体中国人形象的责任。对于传单中所提到
的内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刘乐宇说：“我认为，要改变外国人对中
国人的偏见，中国留学生责无旁贷。首先要认真读
书，提高自身的能力，在学习、科研、比赛中有出
色表现。因为这些认证具有权威性，更容易得到外
国人的认可。同时也应注意自身的言行，将日常生
活中的细节做好。”

贺楚萌说：“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一部分原因
是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想要消除偏见，首先要向
他们传播中华文化，让他们对此有更多的了解。比
如，可以通过举办一些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文化交

流活动，这样可以获得很好的效果。”
吴建制认为，很多外国人并没有到过中国，

对中国和中国人缺乏全面了解，就对中国人妄下
评论。希望他们不要只“听”别人口中的中国，
而要“看”自己眼中的中国。“没有调查就没有发
言权。很多外国人认识的中国并不是真正的中
国，欢迎他们来中国走一走，看一看，可能就会
发现跟当地媒体报道和他们自己想象中不一样的
中国。”吴建制说。

看到这种传单的时候
袁 怡 宋滟鞠

日前，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里出现了“你
们中国人应该上上道德课！”的传单 （以下称为“传单事
件”）。其中明确罗列出中国学生学术抄袭、求职造假、
公众场合打嗝放屁等不道德行为。校方随即作出反应，
表示将对张贴传单的学生提出批评并严肃处理。

尽管此事件已过去一段时间，讨论仍在不断发酵：
这是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和偏见吗？如果恰巧是你在校
园遇到，你会怎么对待？如果你即将出国，应该做好哪
些准备？

“传单事件”引发的
宋滟鞠

“传单事件”引发的
宋滟鞠

刷一刷朋友圈，满眼
都是代购。海外学子因长
期生活在海外而成了“最
佳代购选手”。“被代购”
是指留学生在不主动、不
情愿的情况下，被他人要
求在海外代购商品。

留学生发声：
不愿

“被代购”
周焙霞

采访中发现，有过这种
“被代购”经历的留学生不
少。多数留学生表示，不愿
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
件事情上。那么，学子该怎
样摆脱这种“被代购”的窘
境呢？

？

吴建制认为，留学
时虽遭遇过偏见，但仍
希望每一天都过得开
心、难忘。图为吴建制
在西班牙圣地亚哥城交
换学习时留影。

刘乐宇的爱好是研
究各种航空模型。她即
将出国，希望可以在国
外把研究模型当作自己
科研的一部分，从而得
到大家的认可。图为刘
乐宇在组装航空模型。

在西班牙王天钰 （右） 有一门课提到歧视
和刻板印象的问题，她十分关注此类事情，并
且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杨梓 （化名） 每天只能
在学习的间隙来应付亲友请
求代购的诸多询问，这大大
减少了她休息的时间。图为
下课时，杨梓匆忙回复亲友
询问信息。

讨论
与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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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照片均由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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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
怎么做

贺楚萌认为想要外国人了解中国，
应该让他们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身为
留学生应担负起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