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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庆的山区到内蒙古的草原，再
到乌克兰的基辅，杨仕林一步一步踏实
地走过。从山里娃到公派留学生，心中
有志向的杨仕林，抓住每个机会为实现
梦想而努力。

“我小的时候想当个工程师，建漂亮
的建筑，就是那种很天真的梦想。”杨仕
林的志向从小时候便开始萌芽，为此他
也一直在努力，本科考入内蒙古工业大
学读工程专业。对建筑的热爱和能吃苦
的品性让他在学习中达到了忘我的境
界：“我其实是个‘留守儿童’，我姐我
哥还有我，3 个孩子和爷爷奶奶一起生
活。自懂事起就帮家里做农活，浇菜、
施肥、收粮食……以前不像现在有机器
帮忙，很多活儿都靠人力。”正是这样艰
苦的磨砺，培养了杨仕林吃苦耐劳的精
神。“经历这么多，我觉得干什么都不
苦。上大学时，去实验室做实验，我不
知道什么是累，同学对此不能理解。我

在学校，不仅带着学弟学妹做实验，整
个暑假也都留在学校做实验，从早上 8
点一直做到晚上。”对专业的热爱、对
理想的坚持，坚持不懈的杨仕林渐露头
角。

2015年，还在读大三的杨仕林报名
参加了“SOLVE FOR TOMORROW
探知未来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
大赛”，他所在的团队凭借一个轻便而
坚固的承重结构，在安全保护命题中获
得了大学组的冠军。第二年，他又参加
大赛组委会发起的“建桥筑梦 携手同
行”公益活动，为遵义附近的山区每日
艰难跨越水上石墩上学的孩子们搭建一
座木桥，让山区孩子们的上学路变得平
坦安全。跃然纸上的设计要变成架在湍
急河流上的一座桥，亲身参与工程的杨
仕林感触良多：“我们当时只是学生，有
理论没实践，在现场看到工人们就地取
材，在山上采集石块代替石子，学到了
很多，也才明白事情真正做起来有多
难。” 桥落成那天，当地村民都去桥上
走。当时有位90多岁的老人，竖着大拇
指用方言跟杨仕林说：“你做了一件大
好事，我年轻时就希望在这儿修一座
桥。去对面看女儿，年轻时走石墩子还
可以过去，年纪大了只能到河岸望一望
就回去了。”“这座桥能让老人和家人团
聚，当时她在桥上走了 10 多次。”自己
的设计能为乡亲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帮
助，杨仕林觉得，一切都值了。

在学习和生活中，幼时朦胧的梦想
逐渐清晰起来。“衣食住行都是民生大
事，我要在自己擅长的‘行’上，为大
家做些实事。”杨仕林想通过继续深造
增长本领，为中国交通的未来做出自己

的贡献。他申请到了公派留学项目，去
乌克兰学习。初到陌生环境，被听不懂
的乌克兰语包围时，杨仕林想：“这么
难，我到底在这儿干什么啊？”但他不想
放弃这个宝贵的机会，便咬牙坚持。随
着对语言环境的熟悉，杨仕林渐渐找回
了自己的节奏。“老师夸奖我的制图作
品，还带给同系的同学们看，我特别高
兴。”在专业上的出色表现重振了杨仕林
的信心，他期待自己学成归来的那天。

应当时的大赛赞助商邀请，杨仕林
成为平昌冬奥会的火炬手。出于专业敏
感，他在韩国也不忘观察：“韩国的桥梁
很多，运载建筑的工具都是特制的。”从
山区走出的杨仕林最能体会中国乡村的
需要，他深感自己作为中国青年的责
任，“我一定要好好学，把学到的技术带
回祖国”。

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处处都有
中国青年施展拳脚的地方。心系祖国的
使命感激励着杨仕林，也激励着和他一
样的青年，奔向未来。

对海外学子来说，谈论未
来、谈论梦想，留学经历是重
要一环。在他们看来，留学让
自己的视野更加开阔，看问题
更加思辨。在此背景下规划未
来，是“自己的幸运”。留学
美国的熊楚钰“希望能利用自
己的幸运，来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促进跨文化传播”；
留学乌克兰的杨仕林的理想是

“ 学 更 好 的 技 术 ， 修 更 好 的
路”……

现在想起来，小时候反而是我最
频繁接触到“梦想”这个词的时候。
又或者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面
对这个词感觉越来越平淡，越来越漫
不经心了。社会似乎都习惯于鼓励年
轻人对于“梦想”的表达，我也因此
一度对这个词心生敬畏感，毕竟要大
声说给别人听的东西，如果不够宏大
的话总是感觉不大拿得出手。不过没
有关系，因为“梦想”总归是“以后”的
事情，而“以后”总是显得遥远。

然而总是有一个时间点，人就像
被某个按钮激活一样，意识到自己要
进入人生某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大学
就是这样的阶段。拥有离家远行、广
交朋友的自由，也相应承担着学有所
成的责任。确定自己未来要向何方奋
斗并不容易，毕竟一切都是可变的。

作为成长在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们相
比起父辈，对于未来道路的选择多了
太多。这一切的选择无疑在某种意义
上，让我们成为了幸福的一代。在这
样的幸福背后，我们却又是容易迷失
的。

对我来说，梦想首先从自己出
发，然后随之升华，被赋予现实意
义。开始做一件事情要根据兴趣，才
能持之以恒而且保持热情。然而梦想
要飞得更远是需要燃料维持的，这个
时候就会有各种其它因素加入考虑范
畴：我的梦想是有意义的？能为我自
己的努力赋予超出金钱的价值吗？

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点确实不是一个容易的课题，而尚未
步入社会的我对此的体会不深，思考
也很幼稚。但是我也会在铺天盖地关

于“情怀”的讨论中，开始反思自
己：辛苦在国外求学的经历，能带
给自己什么呢？自己应该怎样最大
化地从中得到价值呢？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让自己出
国能有所收获，至少能够对得起父
母和他们送我读书付出的努力。我
希望留学经历是为自己增值的，不
仅仅拿回一纸证书，更能带来眼界
的开阔和思想上的通达。其次，我
希 望 自 己 对 这 个 世 界 有 更 好 的 认
识，少一些非黑即白的假设，多一些
同理心和辩证的意识。最后，我希望
能利用自己的幸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促进跨文化传播。在国外传播
客观的中国文化，树立中国留学生的
积极形象；在国内介绍国外社会与文
化的精华。而这一切都任重道远。然

而从这几年中国留学生人数不断攀升
的事实来看，文化交流的加强是大势
所趋。因此，作为一个个体，我希望
承担起优越条件赋予自己的责任，例
如理性看待缺乏交流带来的刻板印
象，并且尽己所能消除它们.。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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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的个体也需要有使命感
熊楚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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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子谈“我们的梦想”

杨仕林作为 2018 年韩国平昌冬奥
会火炬手亮相发布会。

杨仕林制作的建筑模型杨仕林制作的建筑模型

“原来我囤了这么多东西”

“不整理不知道，原来自己囤了这
么多东西。”临近回国的小幸 （化名）
一边整理行李一边感慨。小幸在西班
牙留学，趁假期来临，她打算在毕业
前将部分东西带回国内或转卖给学弟
学妹。小幸与同学在校外租房，为了
生活便利，她们买了很多家电设备，
像洗衣机、冰箱、滤水机等。“这些大
件物品，不可能带回国，只有在同学
内部消化，寻找下家。”小幸对于如何
处理这些东西，颇感无奈。

葛君缘现在俄罗斯莫斯科国立蒙曼诺索夫大学读研，虽然距
毕业还有半年时间，但她对如何收拾毕业行囊有独到的心得。她
在平时就很注意买的物品是否必需，以方便在回国前收拾行李。

“我平常不怎么买衣服，因为很占地方；鞋子也不买太多，带回国
太沉，不划算。”葛君缘说，“虽然考虑到搬运很麻烦时，会克制
不买，但是遇到特别喜欢的餐具、摆设和化妆品，我还是会控制
不住。”

和葛君缘一样，在韩国读书的冉冉 （化名） 也在着手处理自
己不能带回国内的物品。在一点点处理囤积的物品时，冉冉感慨
说，虽然自己在购置物品时，会坚持“非必需品不买”的原则，
但留学时间久了，总会积攒一些。

旧物置换群是有效渠道

谈起处置闲置物品的经验，学子们大都表示，除了将一些物
品送给好朋友、邮寄回国内之外，通过在线上的学生社团群和华
人社群发帖处理比较快捷有效。

朱晓雯在俄罗斯莫斯科国立蒙曼诺索夫大学新闻系读研一，
平时喜欢买一些小东西，如冰箱贴、明信片、景点纪念品摆件以
及某些俄语画册等。她说，这些轻便物品，能够通过快递邮寄回
国，既能减轻回家带行李的压力也能满足个人兴趣。

葛君缘就曾在学校的旧物交换群中淘过宝。她介绍说，这些
二手物品平台多是学生自发组建或由学生社团牵头建成的。“有些
旧物置换群比较靠谱，买卖双方敲定的价格都相对合理。我就在
上面很便宜地买到了无线路由器，还因此认识了友善的学姐。”葛
君缘说。

除了上述方式，找人代运也是学子们常用的方法。因为空运
的重量限制，找回国的同学匀重成了将超出个人行李重量的物品
带回国的常见做法。李哲就是这样一个被托付重任的人。在韩国
梨花女子大学读研一的她，打算 2018年 1月底回国。谈起自己的
行李准备情况，李哲说，同学的东西比自己的都多。“我准备给家
人带一些小礼物，比如化妆品等，还要帮其他同学带东西。空运
有很多限制，这些在买礼物之前就得考虑好。”李哲说。

处理物品需谨慎

学子不只在毕业时要对闲置物品进行处理，从在外面租房到
住学校宿舍，地点发生变化，每一次整理物品，都需要“断舍
离”。

冉冉说：“刚来韩国时，我也接受了学姐们的帮助，从她们手
中购得价格相对低廉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当我在处理物品时，
其中不少都送给好友和学弟学妹们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

对于活跃于校园的旧物置换群，受访的学子看法不一。在肯
定网络的便捷性之外，他们大都建议要谨慎对待。

葛君缘说，旧物换置群虽然能有效处理闲置物品，但多少会
泄露个人信息。“虽然都是老乡和同学，但是彼此加微信好友之
后，如果没有设置隐私权限，朋友圈照片会泄露个人信息。”就
此，葛君缘建议，学子应该设置朋友圈的查看权限。

朱晓雯也建议：“处理物品时，大家要当面验货。网帖中的有
些物品信息不够真实，诸如新旧程度等。尤其是刚来留学的学
生，如果不了解市场价格，很可能被坑。”

冉冉则认为，虽然线上平台会泄露个人信息，但是通过学校
渠道加入群聊，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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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回国前需要整理行囊，留学过程中
积攒下来的“宝贝”会因各种原因不能带
回。如何处理这些物品，学子有妙招。

李哲正在整理自己的私人物品

图
片
来
源
：
红
动
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