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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自世界各
地，在中国的高校挥
洒青春年华；他们带
着本国文化，走近中
国文化，探索华夏文
明；他们惊叹于中国
的发展速度，感受着
这里的蓬勃发展……
教 育 部 数 据 显 示 ，
2017 年共有来自 204
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
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 935 所高等院
校学习。来华留学规
模持续扩大，中国已
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
的国。

今 年 毕 业 季 刚
过，来华留学生虽然
已踏出校门，但他们
与中国的缘分却没有
散：有的希望留在中
国工作，有的希望从
事 和 中 国 相 关 的 工
作，有的希望回自己
国 家 传 播 中 国 文 化
……

本报对今年毕业
的五名来自不同国家
的来华留学生进行专
访，听他们回望在中
国的留学生活。

——编者

刚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语言专业毕业的马
来西亚留学生许曼文和她所在的辩论队6月份
夺得“2018北京外国留学生汉语辩论邀请赛”的
冠军。

冠军辩论队的一员

这是许曼文第二次参加“北京外国留学
生汉语辩论邀请赛”，上次她所在的辩论队获
得了亚军。作为辩论队的三辩选手，许曼文
此次的主要任务是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在
比赛前，她和辩论队的队友在网上查了很多
相关资料，并进行模拟辩论。说到这次辩论
赛，她兴奋地告诉笔者，这是北京外国语大
学辩论队第一次获得“北京外国留学生汉语
辩论邀请赛”的冠军，“能站上领奖台，付出
努力和团队精神不可缺少。能参与其中，更
是荣幸。”许曼文说。

参加辩论队还让许曼文收获了珍贵的友
谊，“我们的辩论队真的很棒，虽然我们人不
多，但大家互帮互助。包括指导老师在内，
大家每天在一起训练，时间久了，感觉越来
越像家人了。”

虽然许曼文现在可以用中文进行辩论，
但她的学习中文之路并不容易。“在马来西
亚，马来语和英语是常用语言，想学好汉语
并不简单。”许曼文告诉笔者。

在她看来，学习一门语言，需要到该语
言为母语的国家去亲身体验，这也是她留学
中国的动因之一。“在中国留学，办各种事情
时，都需要用中文和当地人交流，这样一
来，中文提高的速度非常快。”

回马来西亚当汉语教师

对于许曼文留学中国，她的父母大力支
持，并鼓励她大学以汉语言为专业。“一方面
觉得我可以借此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另一方
面父母认为汉语能为我带来更多的发展机
会，因为懂汉语的人才在马来西亚找工作时
更占优势。”许曼文说。

据许曼文介绍，在如今的马来西亚，如
果求职人士的汉语水平高，会较容易找到工
作。因为很多中资公司落户马来西亚，提供
了很多就业机会。

说到未来的工作，许曼文希望本科毕业
后回马来西亚当一名汉语教师。“若要成为一
名中文老师，我就必须积淀自己的文化底
蕴。此外，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比
如汉语语法，我担心如果学生提问句子的语
法，我回答得不标准。”

许曼文还希望分享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
闻，让学生可以深入认识和了解中国。同
时，她希望把中国文化推广至马来西亚。“中
国发展越来越快，去中国留学的学子越来越
多。如果想快速提高汉语水平，多看中国电
影和文学作品是个不错的方法。”许曼文说。

2002年，来自日本京都市的 8岁男孩西田
聪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到大连参加庆
祝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纪念活动。当时，他
的身份是一名校乐队成员。“在大连时，我用
日语跟一位中国阿姨聊天，她听不懂。阿姨用
中文说，我也听不懂。”回到日本后，西田聪
觉得“这件事的冲击太大了，我特别渴望有一
天能听懂中文”，便请妈妈买中文教材来学。
但小学三年级的他，汉字识得不多，便改为听
磁带。“每天睡觉前听半个小时，听到磁带都
坏掉了。”

为了学中文，西田聪从小学三年级到高
中，到过10多次大连，其中有几次是进当地开
设的为期 3个月的暑期班学中文。2010年，高
中还未毕业的西田聪参加了汉语桥世界中学生
中文大赛，收获了第三名的佳绩，并赢得了赴
中国留学的奖学金。2012年 9月，他如愿赴中
国留学，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汉语言文学专
业。

6 年的留学生活，不仅让他有机会近距离
了解中国，更得以打开相声之门。

进入相声世界

初入北京语言大学，西田聪想尽办法提高
汉语水平。2012年，老师介绍他去体验相声大
师丁广泉在北京语言大学开设的“快乐课
堂”。进入相声世界，西田聪发现说相声需要
相当的词汇积累。“这些词汇的背后是中国博
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汉语的魅力蕴含其中。同
时，学习相声，也有助于汉语学习。”

“相声魅力虽大，但影响我最深的是师
父。”在采访过程中，西田聪数次提到师父传
授的相声的精髓“弄月嘲风”。他边学边体会
这四个字的深味——深入了解普通民众的生
活。“唯有观众觉得自己和相声演员所说的段
子没有距离，才会笑，因为感同身受。所以要
去演绎一段相声，需要亲身体验，而不是自己
想象出一个笑话。”西田聪说。

每当西田聪学习新的相声段子，都会去亲
身体验。比如他开始学习对春联的段子，就去
超市看卖春联的人并仔细研究春联上的字。

“每个相声段子都会给我启发，让我更进一步
了解其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信息。”

西田聪还记得拜师时，师父丁广泉叮嘱
他，不要因为自己是外国人，就可以说“不

懂”。“我师父特别不喜欢妥协的人。”西田聪
笑着说，“在他看来，要学好相声，就要比中
国人还要懂中国人。”

推广“说相声学汉语”

丁广泉致力研究如何通过相声学习中文，
并出版有 《说相声 学汉语》 一书。西田聪的
毕业论文也以此话题为题目。在他看来，之所以
可以通过相声学中文，是因为相声是语言艺术。

西田聪告诉笔者，他通过学相声得到的最
大收获是可以跟中国人正常聊天。“比如说，
我跟北京人见面，也会说‘吃了吗您呐’‘吃
了吗’，在这里，‘吃了吗’就包含‘您好’的
意思。如果说相声，类似这样的语言表达必须
要学。”

依循着相声这门艺术一步一步学下去，西
田聪的日常生活起了变化。“比如我吃饺子，
要先咬一口饺子，再蘸醋，然后再嚼大蒜，感
觉这才是生活。”

对西田聪来说，相声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
部分。“我洗澡时，会练几个相声段子，真的
已经超越爱好了。”西田聪笑笑说，“‘病’有
点重。”

“一开始，我学相声是为了提高中文水
平，但进入相声世界后，这个顺序颠倒了，是
为了说相声而学中文。”西田聪说。

“在中国待了7年，收获很大。”俄罗斯
留学生赛娜，刚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毕业。
她认为自己在中国的留学生活多姿多彩，不
但改变了内向的性格，还开阔了眼界。

改变内向性格

回首过去的校园岁月，赛娜感恩在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有机会在学校社团的不同岗位
进行锻炼——留学生会生活部部长和留学生
志愿者中心主席。“在一次活动中，我有幸与
来自10个不同国家的大使交流，他们特别喜
欢聊天，还分享了在国外留学的经历。”

赛娜告诉笔者，通过参与活动也逐渐改
变了自己内向的性格。以前的她不太喜欢跟
别人沟通，担心对方无法接受自己的习惯或

文化。一个偶然的机缘，她看到热情的外国
朋友勇于发表意见，自己也慢慢打开心扉。

“有一次，我和一个来自蒙古国的朋友出去
玩，大家玩得很开心，一起喝酒。可是我不
太喜欢喝酒，但碍于礼貌，担心他们介意我
不喝酒，所以喝了很多。事后，我的朋友告
诉我‘你不想喝酒，就别喝，大家更喜欢自
由表达自己想法的人’。”从那天开始，赛娜
学着勇于表达自己。

体验中国文化

留学期间，赛娜在与中国人相处过程
中，发现了他们身上善良、谦虚和真诚的

“君子精神”，这让她感到很温暖。
除了与中国人交朋友，体验中国文化也

是她留学生活的一部分。“我曾体验过京剧和
书法等，也喜欢逛南锣鼓巷，那里不仅有许
多美食，更能感受北京的胡同文化。”

赛娜还利用课余时间参加了“汉字英雄
比赛”和 《快乐汉语》 电视节目。在参加

《快乐汉语》 节目的4年中，她不仅遇到了来
自世界各地和她一样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
国人，还通过节目从另一个层面了解了中国。

虽然赛娜已逐渐适应了在中国的生活，
但她毕业后选择回俄罗斯发展，因为家人希
望她留在身边。“中国现在是我的家。真的不
想离开中国！”赛娜说。

为了未来的就业，赛娜在校期间就开始
准备。“我通过学校介绍，在不同的企业进行
实习。这些宝贵的实习机会，不仅能让我更
快熟悉工作环境，而且能让我知道自己对什
么类型的工作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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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田聪：
“为了说相声而学中文”

□郭嘉莉 黄欣婷

赛娜：
“中国也是我的家”

□黄欣婷

刚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
的韩国留学生梁大圆最近有些“苦恼”，因为
收到了来自学校的“意料之外的消息”——资助
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政府奖学金申请成功。之
前觉得申请竞争激烈，他并未抱太大希望。“打
算去之前做兼职的小米科技公司就职，没想到
竟然申请成功。”坐在笔者对面的梁大圆，刚刚
参加完小米科技公司的团建，坦言在继续读博
士和到小米全职工作之间二选一，“实在太难
了”。

中国的生活充满朝气

梁大圆的“难抉择”在于读博和就职都是
他看重的机会。他既舍不得从2010年读预科到
2018年硕士毕业所就读的对外经贸大学，也不
想错过在小米科技的开拓性工作。“我从小米
身上看到中国企业的快速发展，希望能参与其
中，和大家一起奋斗。”

“中国总是给我惊喜。”回顾自己在中国的
学习和生活时光，梁大圆如是总结。

时间回到2010年，第一次来中国的梁大圆
面对的是父亲开在青岛的公司破产。“我还记
得从青岛到北京后，因为连一句中文都不会
说，先进入对外经贸大学预科班读书。”梁大
圆说，“加上预科学习的那一年，我在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读了8年书，学校给予我很多。”

梁大圆为了不给家庭增添负担，从大二开
始通过做兼职赚取学费和生活费。虽然近 3年
的假期都没回韩国，但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开
心，“为了梦想而奋斗很充实”。

无论是在对外经贸大学读书还是在小米科
技公司工作，都让他觉得“在中国的生活是天
天有朝气、有希望的”。

梁大圆用“吃惊”表达对中国发展的感
受。“在我来中国之前的那个时候，很多韩国
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2010 年到青岛，我就感受到中国的快速发展。
之后当我到北京和上海之后，就更为当地的发
展所惊叹。”

如今，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梁大圆决定留下
来。“未来留在中国创业”是他的梦想，他更
希望能从父亲曾创业的青岛起步。

一切从零开始

对梁大圆来说，他的留学之路并不轻松。
2010 年，他的汉语基础几乎为零，“那时候我
一点中文都不会，基本上靠手势和人交流”。
在预科班期间，他从汉语拼音开始学起，到简
单的对话交流，再到写作，由易到难。

和预科班的同学相比，梁大圆年龄稍长，
这让他感觉压力更大，因此格外努力。他还记
得，课程结束时的考试通过与否决定学生是否
能进入本科学习。为了去到自己喜欢的专业学
习，梁大圆在考前连续熬夜复习，“那几天，
我的生物钟是 72小时一睡”。出于对自己不太
擅长的写作题的担心，他在考前准备了十几个
题目。让他欣慰的是，考试顺利通过，他如愿
成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的一名本
科生。

“当时的精力全部放在考试上，没注意汉
语声调的学习。现在要重新补上这一课。”这
成了梁大圆的遗憾。

虽然通过了语言考试，但进入本科学习
后，他发现老师上课语速偏快，讲授的内容专
业性也很强。“我花了约 1 年半时间才适应。”
梁大圆说。

他的努力结出了果实，本硕期间均成功申
请到中国政府奖学金，并一直担任班长。“我
把每一天都安排得很满，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这样才能要求别的学生。”梁大圆笑笑说，“可
能班上有的同学会不喜欢我的过于严格吧。”

“回望自己的留学生活，我很想对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的老师和小米科技公司一起奋斗的
同事真诚地说声谢谢，他们不仅给予我很多帮
助，也带给我很多正面的影响。” 梁大圆说。

梁大圆：
“中国总是给我惊喜”

□全君娣

我的中文留学路
□郭嘉莉

我的中文留学路
□郭嘉莉

剪不断的中国缘
□高一奇

我来自意大利米兰，来中国之前对中国
的了解已经很多，也学过中文。学中文的原
因一是跟自己的家庭环境有关，因为我是华
裔，平时在家里也讲温州话；二是因为中国

发展快，学中文是非
常必要的。我 13 岁
那年，在意大利华人
所开的暑期班正式学
中文，印象最深的是
开始学汉语拼音发音
时 ， 觉 得 很 有 趣 。
2010 年 ， 我 回 到 中
国上国际高中，接触
到了更多的中文。

最初我选择回中
国留学，也跟想学中
文有关。在对外经济
贸 易 大 学 学 习 4 年
后，不仅在语言和专
业学习方面收获颇

丰，而且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文化以及不同
国家的文化。

在留学期间，我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各种
活动，如书法、汉语桥比赛等。书法活动
中，中国书法家协会的老师不仅会为我们讲
解书法的由来和历史，也会在现场教我们写
书法。让我印象深的是学校所举办的汉语桥
活动，形式为中国学生和留学生组成一对一
的组合，互相交流各自的文化，感受文化差
异。在共同体验陶艺制作等文化活动后，各
自站在自己的文化视角做出反馈。活动非常
有价值。

留学前，我曾回过故乡温州，也到过上海、
广州、厦门等地，觉得中国发展很快，也为不同
城市的文化氛围及各地美食所吸引。到中国留
学之后，我更是亲身体会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速
度，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我希
望未来能从事跟中国相关的工作。

对我来说，中国是我的强大后盾，虽然
我长在国外，但我为自己是华人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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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娜在硕士毕业典礼上

许曼文（前左二）和父母及同学参加毕业典礼许曼文（前左二）和父母及同学参加毕业典礼

本科毕业时，梁大圆和父亲合影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