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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艺术留学市场发展迅速。数据显示，截
至2017年1月，全国实际开展艺术留学培训服务的
机构有近 150 家，艺术类专业渐成留学热门专业。
在斯芬克国际艺术教育创始人王阳看来，艺术留学
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国内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家长
观念的转变和提升等。

体验不同氛围

正在俄罗斯攻读艺术学博士的任念辰之所以选
择出国学习艺术，是因为对美术的热爱。“我从小
就对绘画感兴趣，也喜欢历史文化，后来就想专门
学习绘画。选择留学俄罗斯是想感受其艺术氛
围。”在国外学习艺术的经历让他感触颇深，“留学
期间，我接触到不少艺术大师及优秀艺术作品，在
课上会和来自各国的同学一起探讨艺术话题，这些
都让我受益匪浅。”

马烨玮在意大利帕多瓦音乐学院学习钢琴演奏
专业。“我本科在国内读音乐教育专业，大三时有
机会出国交换学习，发现自己对学钢琴更感兴趣，
之后还在所留学的学校举办了个人独奏音乐会。本
科毕业后，我想继续深造，就选择到钢琴演奏专业

发展较好的意大利继续学习。” 马烨玮说，“钢琴
是意大利人发明的，乐谱上的很多术语表达均源自
意大利语，在意大利留学可以让我更好地理解乐谱
所表达的含义。我们学校的音乐学院经常有钢琴大
师班和音乐会，多听多看也有助于自己进步。”但
她也表示，出国学习更重要的是靠自己，“学校的
琴房每天只能弹两个小时，后来我专门在家买了电
钢琴来练习。”

重视个人创新

国外艺术类院校较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与创
新能力。李宝泰正在申请意大利装饰专业的研究
生，谈及入学考试，他告诉笔者：“面试时需要交
作品集，老师会看你的作品是否有创新。”

方圆曾在伦敦艺术大学切尔西艺术与设计学院
学习室内设计专业。在她看来，在国外学艺术类专
业与国内不同，“国内比较看重作品的效果图与技
术层面，而国外更看重作品的前期思考与调研。”
这让她在留学初期感到不适应，“前期会遇到一些
困难，有时对导师提出的要求理解不到位。但是经
过几周的锻炼就会渐渐适应了。”方圆如是说。

学习音乐、美术、设计等专业，会遇到不少专
业术语，如何跨越语言关成为学子面临的难题。如
果遇到个别教授用当地方言授课，更加大了学子的
学习难度。“就我们学校来说，在教学过程中，理
论课教学等都用意大利语，适应起来比较困难。”
马烨玮说。

善用中国元素

学子出国学习艺术的同时也把中国的艺术文化
带到了世界各地。夏章峰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美术学
院留学。“入学考试时，我带的是篆刻作品，教授
感到很新奇，也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

李宝泰在国外学习期间参加了很多艺术交流活
动，“学校会举行作品展览，我发现展品中有国画
风格的作品。在不久前的元旦晚会上我还和意大利
同学一起表演了京剧，外国朋友很感兴趣。”

学子将中国文化带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也将国
外的先进艺术理念带回中国。方圆回国后创办了自
己的工作室，从事艺术教育行业。她希望能将国外
所学带回祖国，帮助学生了解国外的艺术思维。

任念辰创立了艺术类公众号，定期介绍相关美
术知识，“我办公众号是希望大家了解不同形式的
艺术，同时也为未来的研究做基础。”

“我总是惊讶地发现，我不假思索地上路，因为出发的感觉太好了。世界突然充满了
可能性。”背上行囊的朱宁不停前行，因为所有的不期而遇都在路上。

朝着目标不停前行

2014年，怀揣着音乐梦想的朱宁搭乘北京飞往荷兰的班机，开始了自己充满欧洲古
典韵味的音乐之旅。朱宁自小便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结束了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
和音乐学专业的本科学业后，她选择到荷兰皇家音乐学院继续深造。谈及为何选择出国
学习音乐，朱宁说：“因为我学的专业是西方早期音乐演奏 （巴洛克小提琴），目前国内
专业院校尚未开设这个专业，所以选择到荷兰跟随最向往的老师学习。”旅途的起始，不
过是朝着最初的目标，不停地走着而已。

通过在荷兰皇家音乐学院的学习，朱宁对所学专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学习乐
器演奏的宏观角度看，我现在的专业不光注重具体演奏技巧，还关注对史料与文献的研
究。不过对后者的研究并非如同音乐学专业那样落实于论文上，而是落实在最终的表演
上，追求在主观灵活阐释与有足够说服力的史料依据之间的平衡。”

音乐素养重在交流

音乐作为艺术形式之一，体现着人类追求美的共性，不分国界。接受多年音乐艺术
熏陶的朱宁说：“所谓的共性主要体现在欣赏方面，即不同国家的人也可能欣赏相同的音
乐。”然而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音乐风格，也有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在人们谈及中外音乐
之时，常会提到二者的差异。在朱宁眼中，“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创作和阐释方面。不同
文化背景必然会产生不同风格的作品，受不同文化熏陶、在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下成长的
演奏者，其阐释也必然不同。”

朱宁坦言，在音乐方面的国际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出国留学、旅居创作、旅行演出
等都可以促进交流。对待不同文化的兴趣、接受的胸襟和理解的能力自古便是音乐工作
者需具备的素质。”她还介绍说，在早期音乐这个领域，中外之间早有交流，“目前国内
虽尚未设立早期音乐专业，却从上世纪末已开始邀请西方早期音乐团体 （古乐团） 访问
演出。”

开阔眼界是最大收获

初到荷兰，朱宁并没有因为语言差异遇到沟通困难，“荷兰的本土语言为荷兰语，然
而当地居民的英语水平都很高，给我这样的外来者，带来了交流上的便利。”然而留学之
旅并非一帆风顺，“最大的困难来自经济方面，我和绝大多数的留学生一样，课余时间通
过打工赚取生活费。就个人而言，因为我学习的专业是演奏，所以目前打工的主要方式
就是在音乐会上演奏，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辅助学习的作用。”

受到早期音乐实践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即兴”的启发，朱宁在练习、排练和演奏
中感觉到“思维方式变得更加灵活”。“比如，不再将现场演出局限于某种一成不变的计
划之中，而是给临场发挥留有充足
的空间。而这些不确定性，给现场
演奏带来了更真实的生命力和前所
未有的趣味。”朱宁说。

人们或许不能从一生的维度上
来概括留学的意义，但这段经历的
确是人生中独一无二的宝贵财富。
朱宁认为留学带给她最大的影响是
开阔眼界。“个人通过亲身体验获得
的启发，通过思考所抵达的思想深
度，也只有在实现了第一步之后才
可能随之而来。这第一步对我个人
而言，便是留学到不同的文化氛围
中去。未来不可预测，不过可以确
定，专业的提高、思路的开阔，理
应对未来起到正面的影响。” 朱宁
说。

遥远的旅途或许不像表面上那
般美好，只有回忆起在路上的那些
不期而遇，才是人生最美好的事
情。

留学海外，面对文化差异、语言差
异，如何尽快适应新环境，让学习步入
正轨是海外学子需跨越的一道坎。

对于刚到海外的学子来说，面对陌
生的环境，多选择与华人或者中国留学
生交往。“一些留学生不愿意跳出交往舒
适圈，就难以融入新环境。”就读于法国
洛林大学的张丽春 （化名） 说。

语言及思维方式的不同也是学子难
以适应新环境的原因之一。就读于澳大
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何柯说：“我刚到
国外时，经常听不懂同学讲的笑话。这
倒不是因为我不会讲英语，而是因为外

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我们不同。很多时候，我不能理解对方言语背后的语境，也就
不明白他们所讲的笑话了。”

“在美国，很多人喜欢棒球、橄榄球之类的运动。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
些运动并不普及，我们也不太懂，因此和同学关于这方面的交流，就比较少。”
就读于美国南加州大学的陈力昂说，除了语言和思维观念的差异之外，与当地学
生不一样的娱乐方式和兴趣爱好也是他们难与当地学生交流的原因之一。

要想尽快融入新环境，需要自己积极主动，即使语言不熟练，也可以在与当
地人交流的过程中不断练习，这是被访学子的共识。“其实很多当地人都热情友
好，学子不用害羞，大胆地去跟学校的同学交流，不仅可以练习口语，还可以结
识新朋友。”张丽春说。

“我觉得跟外国人交往，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相互尊重。在遇到交流问题时，
双方都要开诚布公，勤于沟通。”在美国留学的陈柏说，“比如，外国人很注重自
己的个人空间，在交往时就要注意。”

对海外学子来说，融入留学新环境固然重要，但也要尊重自己的文化背
景。 “我们有自己的文化观念，对于不认同的事，不必为了保持关系而违心迎
合。有了做自己的勇气，才能在海外交到真心的朋友。” 陈力昂说。

在异国他乡送走了我的本命年，迎来了农历戊戌狗
年。半年来，英国访学生活所积累的万千情愫在春节这个
全球华人最重要的节日里得以充分释放。

物理空间的转换带来了自己与熟悉的人和事之间的
距离感，这是我旅居国外的最直接的感触。当被“放
逐”于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远离熟悉的人群、语言、
文化、饮食……在经历了短暂的新鲜期之后，就会“遭
遇”文化适应上的困难期。于是，开始回想曾经的一
切。慢慢地，开始学会接受和欣赏全新的生活和文化，
这种隔离的感觉就会淡弱许多。

走出国门，踏入异国他乡所经历的跨文化生活体验对
很多海外访学人而言大都有着相似之处。语言和文化上的
适应挑战性不大，最让人难以逾越的是饮食习惯。于是做

饭聚餐成为华人圈子凝聚力的核心要素。把生活作为课
题，它就是你的成果。偶尔去趟中餐馆打打牙祭，又会失
望而归：无论怎样，也吃不出家乡的味道。

海外访学，读书、科研是首要任务。通过与不同学者
的研讨，研读海量文献，自己的视野和思考的深度也得以
扩展。很多访问学者在经历早期的学术新鲜期之后就会陷
入新的学术推进困惑，不知自己究竟该如何在茫茫文献中
寻找新的突破；也有的学者另辟蹊径，将访学课题重新整
合，从更加国际化的学术视野中推进自己的思考；也有人
可能陷入新的学术焦虑期。总之，海外访学看似轻松自
在，其实是一段必须更加努力的征程。

在国外生活学习，没有那么多繁琐事情缠身，但在信
息化时代，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家事国事天下事，以疏解
自己独处海外的思乡愁绪。但是，也要看到过分依赖网络
的问题：在虚拟世界中依然留在国内，这无助于实现访学
目标。所以，要走到大街上，走进小巷里……跨文化体验
是不断行走于不同文化之间所产生的内在情感与知识体悟
的变换。

访学是促成一个学者深度思考的过程。时空的转换往
往能够激发一个人的潜能。在访学的日子里，尝试去思考
自己之前未曾考虑过的问题，或去批判、去重构，但无论
如何，一定要学会负责任地思考。

海外访学这段经历产生的效果可能影响你的人生——
人在寂寞以及与熟悉环境产生物理绝缘的时候，最能够学
会宽恕、释怀和淡然。学会珍惜，懂得感恩，把思念当做
动力，把期待当做远方的风景。

访学期间，不妨尝试一些自己未曾做过的事情。或
许，这也是你少有的可以体验的机会。 如果你外语不
好，大胆去说；如果你喜欢摄影，走出去，随心去拍；如
果你一直想尝试某项运动，就去做……每一项新鲜尝试都
可能和你未来的人生轨迹相关。

过年了，隔着屏幕，看着国内纷繁的庆祝活动，十分
感慨！在这里，大街小巷中也渲染着中国春节的氛围。既
然走出来，我定当更加努力，用优异成绩回报国家和家人
的支持。期待来年在家里，陪着父母妻儿，一起过个祥和
的春节。

（作者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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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圆 （左一） 在英国一家博物馆体
验当地传统服饰。

方圆 （左一） 在英国一家博物馆体
验当地传统服饰。 朱宁(左一)在演奏中

“过来人”支招：
如何融入留学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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