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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出国留学，开阔眼界、拓展视野是其
中之义。那么，国外见闻究竟如何潜移默化地
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又如何看待留学经
历对自身的改变？

细细观察 见贤思齐

学子初到留学国家，人生地不熟，且觉得
一切都还新鲜，往往乐于观察。

周慧已经留学 1 年多，目前在英国布里
斯托大学读书。让她印象深的是英国人的消
费观——不大喜欢有太多存款。周慧坦言自
己慢慢地能够适应和接受这种消费观：“现
在我更倾向于及时行乐，比如碰到自己喜欢
的东西就立即买下来。”此外，英国的垃圾
分类回收较为严格，这也使周慧学会了科学
处理生活垃圾。“英国人在为人处世方面普
遍原则性强，垃圾分类只是其中一例。”周
慧说，“在和英国人相处的过程中，我还学
会了守时，这很重要。”

王秀雅现在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攻读硕士
学位。在出国之前，她就提前看了很多与芬兰
相关的影视剧、漫画和游记。她说：“事实
上，网上流传的芬兰人排队等公车，每个人之
间都隔半米的图片是真的！芬兰人特别注重私
人空间，即使公车上有空座，他们也宁愿站着
而不会坐在别人旁边。”在和日韩同学交流
时，王秀雅发现，亚洲人说自己忙往往是在忙

工作、学业，而芬兰人说自己忙常常是指家
庭、工作、个人兴趣爱好等。即使工作在身，
芬兰人也不会忽视家庭或个人空间。她还补充
道：“芬兰人每天的上班时间不太长，难怪大
家可以有充足的时间享受人生。”

眼见为实 取长补短

任何硬币都有正反两面。留学这么久，学
子不赞同完全地“捧”外国，也不支持一味地

“踩”外国，而是基于事实尽量理性、客观地
评述。

一方面，王秀雅承认芬兰的确有蓝天、绿
树，环境好，甚至人们可以直接饮用从水龙头
接的冷水。她也赞赏芬兰在保障弱势人群权益
方面的做法：“公交车和很多建筑里楼梯的设
计都照顾到坐轮椅等出行不便的人；为方便盲
人出行，红绿灯被设计成不同音效。”另一方
面，王秀雅也吐槽了芬兰的缺点。“冬天很
长，虽然我所在的城市没有极夜，但下午两三
点就天黑。长时间的阴暗天气会影响人的心
情，确实有留学生因此失眠甚至抑郁。”她还
表示，“在中国，电子支付、外卖、快递服务
已经非常普遍，但在芬兰，网购及快递非常不
方便，因此我一开始很不习惯。”

程云邻在英国留学已经是第九年了。她高
中时就前往英国，分别在伦敦、牛津、圣安德
鲁斯这几个城市待过，目前在克兰菲尔德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程云邻认为英国人大多比较理
性，做事情讲原则；而中国人比较喜欢讲人
情。“这也是文化不同的体现。虽然英国交通
方便，食品安全，但和人工扯上关系的，价格
都贵。”

独立自主 快乐成长

身处异国他乡，学子耳濡目染，总会改
变。

除了垃圾分类和守时，周慧认为她的自理
能力明显增强。平时她自己烧饭，又快又好。
在游历了欧洲很多国家以后，她的心境更开阔
了。她笃定地说：“我比以前更加敢想敢做，
不再对未知的前途感到迷茫，也不会太过计较
得失。”在国内的时候，她对性别角色的认知
有些局限。但在英国，行业内部的性别区分没
那么明显——女性也可以从事很多传统意义上
男性占主导的职业，这极大地鼓舞了周慧的独
立意识。

程云邻说，留学之后，自己对社会的接受
度和包容度明显提高了。另外，英国人普遍喜
欢早起冲个澡，吃丰盛的早饭，喝杯咖啡或者
看报纸。感觉到生活作息的差异后，程云邻也
不再像在国内的时候，每天早晨急急忙忙地应
付一下就出门。“因为接触到的世界比以前丰
富了，所以眼界变宽了，思想也比以前更开放
了。”程云邻说。

赴新加坡读环境工程

在中国读完本科，于淑艳认
为应该趁年轻尝试出国留学。于
是她申请了国外几所大学的环境
工程专业。“在这些大学中，新加
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师资、排名、

科研等都比较突出，在中国也很
受认可。学校的环境工程系在全
球排第四名，我感觉学习氛围不
错。此外，这所大学提供全额奖
学金。”综合考虑下，于淑艳决定
到新加坡攻读博士学位。

于淑艳留学之前搜集了不少
相关资料，并比较了国内外的教
学方式。她最担心的是英文沟
通，因为觉得自己的英文不太
好。除了授课的语言不同之外，
国外的教学方式以小组汇报或讨
论为主，国内则重视个人作业及
考试。“感觉新加坡的博士课程内
容没有国内的深，可是范围比较
广。同时，国外重视自主学习，
鼓励学生们踊跃问问题，师生互
动较多。”于淑艳说。

适应新的教学方式

在英语环境下，于淑艳渐渐适
应了新的教学方式。新的环境也激
发了她的积极性，时常告诫自己要
专心学习，把握每次得来不易的机

会。初到学校，她对“新加坡式英
语”不习惯，“口音重，所以很难听
懂。而且那时我也不太敢说英文。
日子久了，明白只要多练习，进步
会很快。”于淑艳说。

“和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
背景的同学交流也是一大挑战，
可 是 假 以 时 日 ， 也 能 慢 慢 适
应。” 于淑艳说。

除语言和交流的磨合之外，
日常生活也需要自己慢慢去调
适。“就日常消费而言，4 年前新
加坡的物价比国内高。还好我拿
到了奖学金，能自给自足。就气
候而言，新加坡全年是夏天，室
内、公共空间以及地铁都开空
调，平常要把外套带上，在室外
就脱掉。新加坡的雨季多、空气
潮，让皮肤较敏感的我患上了湿
疹，可因为天气湿润，我的皮肤
也变好了。” 于淑艳说。

为环保事业作贡献

提及将来，于淑艳有自己的

规划。“我希望拿到博士学位后，
能进入环境保护行业或与之相关
的行业，从事技术类或科研类的
工作。如果能有机会进入高校工
作，期待与大家分享自己所学。”

“中国的环境保护市场潜力很
大，发展速度非常快。中国政府
对水、大气、土壤的处理相当重
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对
环境的要求会更高，环保行业的
发展也会更快。所以毕业后我想
先回国找工作，希望自己能成为
环保行业中的一员，为中国的环
保事业作一点贡献。”

在我的印象中，荷兰一直是心态
最开放的欧洲国家。这里的开放并非
指荷兰出了名的对大麻和红灯区的宽
松管理，也不是指荷兰对于同性婚姻
及安乐死这些在很多国家依然饱受争
议问题的合法化，而是指一种拥抱世
界文化的开放心态。

举个小例子，有个美国朋友 10 年
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一所大学面试长
期教职。为了给面试委员会一个好印
象以及显示自己来荷兰工作的诚意，
这个朋友在面试时主动提出，虽然他
还不会说荷兰语，但他搬来阿姆斯特
丹之后的头等大事便是用业余时间马
上补习荷兰语。没想到面试委员会里
所有的人都大笑说：“可是为什么呀？
这里所有人都会说英语呀！” 其实荷
兰的英语普及程度并非真的比德国或
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高，但荷兰人看
待使用外语的那份坦然确实让人刮目
相看。

但上周我去荷兰的枢纽城市乌得
勒支参加一个国际公域治理的会议
时，我的荷兰同事跟我说，荷兰近年
也有了变化，不仅加强了对新移民语
言能力的要求，而且市井间对外来移
民的抱怨和排斥也逐渐显现。有些新
闻评论家说，这或许是因为荷兰对国
际视野产生了“审美疲劳”。对异域
文化的热情虽然使荷兰这个欧洲小国
从 17 世纪开始就在全球政治版图上有
一席之地，但近代人口增长、经济滑
坡使得荷兰民众想要关门过自己的日
子了。

作为一个“海漂”，我自然更本能
地对任何阻碍人、物或思想交换与流
动的措施感到排斥。但这次开会时无
意中翻到一本一名久居荷兰的英国人

本·寇 特 斯 写 的 《荷 兰 为 何 与 众 不
同》。该书作者盛赞荷兰大度开放的文
化传统，但也坦诚地在书中指出，他
并非不明白那些游行抗议排外举动的
学者和城市中产们的“政治正确”，但
他们在经济社会地位上的优势使他们
免受低管制移民政策带来的负面效
应。寇特斯在和底层移民有过几次碰
撞之后，倒是对荷兰工薪阶层家庭对
移民的反感有了一点理解。其实不止
荷兰，比如去年美国畅销的写底层白
人家庭最近几十年生活变化的 《乡下
人的挽歌》 警示的也是类似的国内分
化的情况。

我的荷兰同事对此不住摇头叹
息。在他看来，在排外情绪日涨的时
候探讨全球协作治理多少有点反讽，
可我却觉得这更显示出这类探讨的必
要性。因为跨国研究领域经常批评只
做移花接木般表面文章的国际化，主
张推进与本土情况结合的“扎根的国
际化”。或许扎根的国际化还有另一层
意义，即让开放的态度所带来的益处
不只惠及社会精英层，还能深入和渗
入社会不同层级的生活。

（寄自英国）

留学生不仅仅是求学的主体，更
是促进不同国家文化交流的桥梁。对
于留学生而言，求学国外，当和师生
朋友谈起祖国时，该怎样描述呢？

良好的社会治安

正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修习暑
期课程的刘琳盈说，无论是出国前的
安全课程，还是出国后周围朋友的经
历，都教她天黑之后要注意安全，不
要随意独自出门。

到美国后的一个星期内，她就听
说附近刚发生了几起枪击案。“到国外
以后，每当和外国朋友谈起中国，我
总是会首先提到中国的良好治安。”刘

琳盈说，“由于美国加州犯罪率比较
高，即便在白天，也有碰到抢劫的可
能，每次去人流密集的地方我都会有
点儿担心。我与国外的朋友分享我在
国内上大学的情况时说，上完晚自习
还能和同学们一起出去吃夜宵、散
步。国外的朋友们听完都觉得不可思
议。在国内，只要不是单独一个人、
不到偏僻的地方，晚上还是很安全
的。”

与 国 外 相 比 ， 中 国 枪 支 管 控 严
格，社会治安良好，成为不少留学生
身处国外时愿意谈论的事。

较高的看病效率

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
李然，最喜欢与外国朋友分享的事
情，除了中国留学生都会谈论的美食
之外，还包括就诊。

准备动身去英国前，李然从有过
英国求学经历的同学们那里大致了解
了英国的医疗制度，对于看病可能会
遭遇的困难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尽管如此，第一次胃痛就诊的经

历还是让他有些吃不消。仅仅是预约
医生就花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这让他十分怀念国内的诊疗方式。英
国的医疗系统以社区为基础，身体不
舒服要先去社区门诊预约就医，如果
有需要再通过社区医生转诊。由于社
区医生需要提前预约，病人又比较
多，李然预约到的时间是 3 天后。然
而，由于等待的时间长，还没到预约
的时间，李然的胃痛已经好了。

李然说：“在国内，总是习惯有病
及时就诊、迅速拿药，因此最初非常
不习惯在英国看病。虽然看病拿处方
药不收费，但习惯了国内的就诊方
式，到英国还是觉得挺不方便的。虽
说两国就诊方式都有利有弊，但我患

病时，还是觉得国内的就诊方式更快
捷。”

文化的多元平等

小泽 （化名） 目前在英国布里斯
托大学攻读硕士。“我在国内的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度过了4年本科时光。由于
学校的国际化背景，学校里有很多来
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大家相处很和
谐，同学们不会因为国籍、肤色而发
生冲突。”小泽说，“来到英国，虽然
大部分人还是挺友好的，但是也有个
别人对华人有一些不友好的举动。我
同行的伙伴就曾在街上被人扔水瓶。
而且有的英国人，只和本地人做朋
友，好像在认识你的时候就给你贴上
了‘外人’的标签。”

中华文化极具包容的特性使得中
国的文化环境呈现出多元与平等的特
点。小泽说：“幸运的是，我的英国室
友对我很真诚。所以我还是愿意相
信，不友善的只是少数人。当然，我
非常希望能够向更多的人弘扬祖国

‘有容乃大’的文化。”

扎根的国际化
张悦悦

留学在外，

如何描述祖国？
□ 李青蓝

于淑艳：

留学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 陈颖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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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不仅使我在学
业、生活和工作上有特
别大的收获，甚至改变
了我的人生观。通过留
学 ， 我 增 长 了 人 生 阅
历，拓宽了视野，眼光
变得更为长远，生活态
度乐观向上。更重要的
是，我懂得要珍惜、善
待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他 们 是 我 最 宝 贵 的 财
富！” 4年前的于淑艳刚
从国内本科毕业，如今
的她是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的一名博士生，正
拥抱属于她的未来。

程云邻参加牛津大学毕业典礼程云邻参加牛津大学毕业典礼

王秀雅 （左一） 和同学在一起

周慧近照周慧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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