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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目光聚
焦于经典书目中钻研探索，将视野放诸辽
阔天地间广泛涉猎，都是人生必不可少的
成长智慧。而这句古语，则激励着一代代
读书人埋头苦读、行走天下。

如今，中外人文交流日渐丰富、沟通
往来日趋频繁，久在象牙塔中“坐而论
道”的大学生，也拥有更多机会走出国
门。这些新时代的年轻人畅游他国美景、
感知异质文化，或游学五洲四海，或绽放
世界舞台，在“最美好的年华”浇灌出丰
富而独特的成长之花。

异域风情 感知多彩世界

说起哈萨克斯坦，去年暑假参加中国
人民大学“雏鹰计划”中哈青年领袖项目
的周理强有独特的体会。在由该国总统提
议设立并亲自担任校长的纳扎尔巴耶夫大
学，他和同行的30人参观学习后发现，这
所大学与当地其他学校有很大的不同。

“除部分用当地语言讲授外，纳扎尔
巴耶夫大学的课程全部是英语教学；其校
园文化比较‘西化’，教授也多由杜克大
学、牛津大学等引进。”周理强说，在这
样的氛围熏陶下，哈萨克斯坦同学的视角
和观点比较开放，拓展性很强。

走在哈萨克斯坦街头，其独特的交通
规则让周理强颇感兴趣。在阿斯塔纳的商
场门口，马路上有斑马线，却没有红绿
灯。“行人可根据自己的意愿行走，车辆
经过时，驾驶员若发现斑马线上有行人，
便会在三五米开外的白线处停车等待，确
保行人安全通过。”对此，初访哈萨克斯
坦的周理强印象深刻。

对于异国游学，参加以色列特拉维夫
大学暑期课程的刘梁玉同样深有感触。

“很多中国人对以色列不是十分了
解，但我个人对于中东文化特别感兴趣，
便通过选拔参与了项目。”刘梁玉表示，
项目中有很多来自欧美的同学，他们更喜
欢和老师交流，会打断老师讲课，提出自
己对问题的见解。“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差
异面前，我也在不断学会尊重和理解。在
国际化环境中交流互动，我还有一个收获
——能更好地用英语进行沟通。”

然而，在以色列街头购买果汁的经
历，最让刘梁玉感慨：“一杯果汁的价格
是 20新谢克尔，但我身上只有面值 100的

货币。店主找不开零钱，就把果汁直接送
给我了。”

实践参与 丰富学习体验

几天前，刚参加完中国传媒大学海外
教学实践团项目的刘佳，结束了自己在法
国的行程，满载而归。谈及为期20天的项
目，“行程满档，马不停蹄”是她最大的
感受。

在巴黎高等记者学院进行的培训课程
中，法国学界、业界的名师对近年来在数
据挖掘与可视化呈现、互动媒体与叙事技
巧等前沿专题上的案例进行分析，带领刘
佳所在的实践团完成体验。

“我们是分组学习，有点类似‘工作
坊’。每个小组都从不同角度进行练习，
课程中动手实践的活动很多，比如尝试使
用 VR 设备，学习 Outwit、Tableau等数据
处理软件等。”有机会接触到前沿技术，
刘佳感到十分兴奋。

此行中，刘佳还将课堂所学带到了实
践中。参观法国24小时新闻台时，她端坐
在直播间主播台上，面对镜头进行英文出

镜报道训练，电视台频道主任、新闻总监
则在一旁给出评价并进行纠正。

“对我而言，这是一项考验，尤其现
场有资深新闻前辈进行点评。”刘佳坦
言，自己的“主播经历”充满了紧张。在
编辑部的参观中，她完整观摩了新闻台的
日常运作，“行云流水般的整套制作流程
非常专业，让人十分难忘。”

此外，刘佳还参观了位于荷兰格罗宁
根大学的孔子学院、中国驻欧盟使团等
地，听取从事跨文化交流的海外华人分享
经验。对于这趟游学体验，刘佳感叹：

“将书本与实践充分结合，收获很大！”
同样作为国际新闻专业硕士研究生，

邢鹏远的经历听起来则更为“传奇”——
通过出色的实习表现与个人申请，他作为
亚太经合组织教育网络的短期顾问，在今
年上半年先后前往越南芽庄、河内，参加
了APEC高官会。

“由于专业特点，我平日对国际政治
领域有一定敏感性，也早有关注，后来遇
到这样的机会，我有幸参与其中。”会议
期间，邢鹏远的主要任务是协助中国代表
同各成员经济体进行沟通联络，整理相关

文件，筹备会议等。
芽庄地处越南中南部海岸线东端，气

候宜人，海滨沙滩一望无际。然而，邢鹏
远在这里的大多数时间都奔波于酒店和会
场之间。回想起两次越南之行，他感触良
多：“深入了解国际组织的日常运作、实
地锻炼国际场合的沟通技巧、整理英文会
议记录等，都是我在实践中学到的东西。
但最有感触的还是自己在国际场合的一言
一行都代表着国家，因此要格外谨慎，正
所谓‘外交无小事’。”

自信时代 探索崭新天地

“过去，我们在德国看到的亚洲面孔
年轻人，来自中国大陆的并不多。”一位
从事中德交流活动的德国教授曾对本报表
示，“十几年前，我开始带学生到德国交
换学习。如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
学生在德国游学、访学已经很普遍了。”

对此趋势，在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交流
处工作的李想表示赞同。“近年来，短期
海外游学项目越来越受欢迎，报名参加的
学生越来越多。”她介绍道，相比于长期
出国留学，短期游学时间短、程序简单、
经济负担不大。在学校组织下，能够紧密
结合专业内容，既可偏重理论性授课，也
能侧重实践中锻炼，选择灵活、自由又丰
富多样。“在大学教育走向国际化的背景
下，这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

然而，随着游学越来越走入大众视
野，一些游学体验项目也存在“走马观
花，游而不学”的问题。在李想看来，盲
目跟风肯定不可取。因此，建议学生综合
考量家庭经济状况，选择自己真正感兴
趣、内容安排丰富合理的游学项目。

“总体来看，短期国外游学体验，为
学生了解对象国人文社会概况提供了良好
的契机。”她表示，一部分学生甚至通过
游学这一“预备体验”，决定毕业后继续
到海外读书，进而影响人生的道路规划。

无论是短期境外游学，还是国际活动
参与，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的身影活跃
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几十年来，中国飞
速发展，开放与交流带来的信息互通让
年轻一代拥有更国际化的视野，青年的
足迹迈向更广阔的天地。活跃的青年折
射自信的时代，走入新天地，才能去探
索更多未知的可能。

一走进高淳老街，我就被那浓浓的生活气
息所吸引。站在被誉为“金陵第一古街”的石
板道上，我将阳光的味道连同老街吐纳出的烟
火味一同吸进胸腔。刹那间，那种久违的叫作

“家”的味道漫过全身。我知道，这个地方是要
静下心来品的，如茶一般。

长 800 多米、宽不过 4 米的高淳老街以古
典建筑著称，是江苏省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明
清古街。店铺一般都为楼宇式双层砖木结构，
挑檐、斗拱、垛墙、横衍镂窗齐全，木板排
门，徽派风韵，古朴而别致。

高淳的历史可追溯到 2000 多年前。春秋
战国时，它是吴楚两国战略争夺的要地。老街
始建于宋代，历代徽商云集于此，为这里烙上
了徽州文化的印记。走进老街，就像走进高淳
厚重的历史。

在老街，能吸引游人目光的，除了古建
筑，当数平常难得一见的真丝刺绣、千层底纯
棉布鞋的现场制作。你瞧，那底厚帮硬的纯棉
布鞋，全是老妇带着顶针一行行纳出来的，手
艺真叫绝。在扇子铺里，我有幸见到最大的雕
毛扇，直径一米开外；最小的扇竟是用鸳鸯毛
做的，型如手心大小，用来欣赏把玩。日常用
的也有讲究，所谓“文扇胸、武扇腹、丑扇
眼、媒扇腿”，依身份不同，制扇材料也不同。

静静地蹲在全身心投入制作的民间艺人身
边，轻轻触摸着他们凭智慧和汗水润泽的精妙
工艺品，我仿佛在轻触浩瀚中华传统文化不断
前行的辙印。简简单单的生活用品包含着细密
的心意，艺术就是这样揉碎了，融入了世间，
拌进了生活，而脆生生软融融的吴语让人们的
心一下子温馨起来。

我的目光始终被吸引着，不曾游离过：几
位女子身着靛青布衣，在雾气氤氲中忙碌。经
过她们的巧手，是老街的风味名产：豆腐干、
云片糕、蒜香菜，细腻、鲜美，韧性十足。我
独对那又香又甜又大又圆的欢团炒米糖感兴
趣，在店铺前，年逾七旬的老奶奶始终笑意盈
盈地看着我，那眼神就像母亲疼爱地看着自己
淘气又贪吃的孩子。老人将炒米糖足数装进袋
后，又顺手抓了几个塞进去，说送与我吃。这
让我觉得拎回去的，不只是一袋炒米糖，还有
一片善良的温馨。

老街两侧有许多很窄的小巷，两边是旧细
砖起的山墙，约两层高。小孩子背着书包在里
面走来窜去，很容易让人想起童年的时光。小
巷两边的住户门开着，我望见一位老人坐在椅
子上，身穿蓝布衫，就那么静静地坐着，时间
仿佛凝固。我看着老人，就像看一幅风景画，
而他是画中的一个元素。

很生活、也很艺术，这是高淳老街留给我
的印象。与江南其他古镇不同，高淳老街的一
个“老”字，保留了老模样，老得有韵味。流
连其间，颇有时光倒错之感。

走进苏州留园，夏日的江南下起雨来。
留园有一个贯通各处的长廊，廊顶上

有砖瓦。游园可在长廊内进行，不必冒雨
走到中间，园林景致也能尽收眼底。我在
感叹留园人性化设计的同时，似乎也明白
了曾经的造园者之用意——南方多雨，建
一个贯通园子的长廊，组成一把无缝隙的

“大伞”，可以最大程度地方便主人来往于
园中各处。这真是精妙而实用的古人智慧！

静下心来欣赏雨中留园，它确实小而
精致。占地约两公顷的留园，囊括了山
水、田园、山林、庭园4种不同景色。坐在
堂屋内，可一览山水风景；站于假山上，
又可望见屋内的家人。虽然园中水面不
大，但一只木舟漂浮其上，可享泛舟之
趣。水面被点点雨滴轻轻拍打，激起无数

涟漪，池水也显出灵动与生机来。雨中的
留园别有味道，把江南的湿润与园林的秀
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园内建筑有各式各样的镂空窗洞，犹
如一个个画框，将墙外的景色一幅幅“透
视”到眼前。园内处处是景致，各个角落
别有洞天。

我们途经一小亭，有位老者在喝茶、读
报。亭子旁边植有几株桂花树，散发点点幽
香，沁人心脾。老者既不像游客，又不像园
内工作人员，这份悠闲与雅趣，仿佛将留园
看作自家“后花园”。我心生纳闷，却不便
冒昧发问。倒是老者先问我们是不是来自北
京。得到肯定回答后，他笑了：“听你们口
音就知道了。我也是北京人！”

他乡遇老乡，让我们感觉很亲切。可

一位“老北京”怎么会在留园独享清闲
呢？聊天得知，老者曾是一名教师，早年
在南方上大学，后来一直在苏州工作，自
然安家在苏州，也在苏州退休。年过八旬
的他住在留园附近，每天上午都来园子里
看风景、读报纸，兴起时，也会与像我们
一样的来自天南海北的游人聊留园之美。

这时，一群游人围过来，听他侃侃而
谈：“在留园饮酒赏月，能看到 3个月亮。”
他停住了，望着一个个疑惑的眼神，突然
说道：“天上一个，湖中一个，酒杯里一
个。”抖完“包袱”，他爽朗地大笑。

一个园子，让八旬老者几十年看不
够，那得有多大的魅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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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游学海外——

自信走世界 开拓大视野
李忱阳 张晓旭

高淳老街话温馨
林国强

暑假，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来到国外，深度探索当地社会人文风情。图为知
鸟游学和BOB双语教育机构联合组织学生参加赴美游学活动。 张 越摄

邂 逅 雨 中 留 园
蒋 萌

雪窦山：弥勒文化传天下
黄成峰

浙江宁波奉化雪窦山与五台山、普陀
山、峨眉山、九华山并称为“中国佛教五
大名山”。作为弥勒化身布袋和尚的祖庭
和弥勒道场，奉化雪窦山以弥勒文化为纽
带，致力于文化的沟通与交流。

文化交流：“走出去”与“请进来”

2013 年 12 月，雪窦山的一尊弥勒佛
像正式“入住”尼泊尔蓝毗尼中华寺。这
尊佛像高 1.6 米，是全球坐姿最高的奉化
雪窦山露天弥勒大佛的“精缩版”。佛像
由奉化文化使团护送至蓝毗尼中华寺，整
个活动成为第六届尼泊尔中国节的组成部
分。

2014 年 7 月，来自蓝毗尼的天冠弥勒
佛像正式“入住”奉化。“这尊佛由尼泊
尔方面在蓝毗尼精心定制打造而成，凸显
了双方对文化交流的重视。”中华文化促
进会副主席金坚范表示。

2015 年 2 月至 3 月，著名陶瓷鉴赏家
陈海波带领国内顶尖陶瓷艺术家及其他文
化人士，踏上“弥勒文化南极慈行”，将
一尊弥勒瓷佛像和部分佛教题材作品经由
阿根廷送往南极大陆。这次文化意义上的
旅行，雪窦寺僧人惟祥作为弥勒文化大使
全程参与，这也是中国佛教文化首次登陆
南极。

2016年10月，中韩日3国佛教交流大
会开幕式在雪窦山举行。3 国代表团表
示，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进一步增进
3 国佛教“黄金纽带”关系，为地区安定
与和谐作贡献。

今年 4 月 7 日，柬埔寨王国国王诺罗
敦·西哈莫尼参访雪窦寺。西哈莫尼还与
雪窦寺方丈互赠佛像，双方表示将加强佛
教文化交流，深化中柬友谊。

据介绍，目前，雪窦山已在亚洲、欧
洲、美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弥勒
文化互访交流。

文化自信：释放与吸收

作为弥勒化身布袋和尚的家乡，宁波
奉化区以雪窦山——弥勒文化“集散地”
为平台，不断挖掘弥勒文化中开放包容、
和谐和乐的文化精髓。中西方文化存在诸
多交汇点，弥勒文化与心理学就是求同的
典型。弥勒文化中蕴含的包容、和善、智
慧、幽默、乐观等精神，展示了丰富的人
生智慧，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和乐文化息息
相通；心理学作为国际上新兴的学科，立
足于帮助现代人心理健康和心理疗愈，推
崇由己及人的社会进步与发展。这两者在
个人的完善、群体的理性、社会的和谐上
有同质的追求和目标，在义理与方法上有
诸多相互印证之处。

“弥勒文化对解决人的精神困惑，助
力社会和谐很有帮助。”中国社科院学部
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
究员魏道儒表示。

回忆起“弥勒南极行”，惟祥意犹未
尽：“临行前有些忐忑，不过很快就转化为
喜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展览时，除中资
机构、留学生和海外华侨华人外，当地民
众也纷纷前来参观，所到之处热闹非凡。
在南极科考船上，百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
游客饶有兴致地听我们讲解。看到他们如
此喜欢我们的文化，我感到特别自豪。”

国际禅学大师洪启嵩期待，弥勒的
“大肚能容”文化可以在新一代年轻人中
发挥独特的正能量作用，帮助现实人生缓
解冲突，收获喜乐。

宁波市奉化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邵方
毅说：“弥勒文化博大精深，布袋弥勒，
笑口常开，是快乐的中国人形象。随着弥
勒文化交流范围的扩大、交流层级的提
升、交流内容的深入，担起责任、放下烦
恼、大度包容、和善乐观等弥勒精神，在
世界上影响力越来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