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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日本和美
国发生多起中国公民持
所谓的“国际驾照”驾
车上路，被当地警方以

“无证驾驶”罪名逮捕的
案例。这不仅只可能发
生在游客间，许多学子
也在留学期间时常来一
次浪漫的自驾游……

海外学子责编：齐 欣 邮箱：andy-news@163.com

2018年10月18日 星期四2018年10月18日 星期四

中国青年
应有独特的文化表达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来，提高了世界对中
国文化的认知度。对于这一点，身在海外的学子感
触颇深。

庄容天现在英国攻读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对于
中国国力的提升和英国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不断增
加，他深有体会。“去年，在牛津大学联盟内，牛津
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有了属于自己的常务委员
的席位。这意味着中国青年能在此平台上发出自己
的声音并拥有决策权。”庄容天说道。

数十年前，庄容天的父亲也曾就读于牛津大
学。庄容天说：“父亲告诉我，他们那一辈人当年在
英国留学时，英国人对于中国知之甚少。而到了我们
这一代，身边的英国人开始或多或少地了解中国。一
个有趣的例子是，现任牛津学联主席在称呼中国学联
主席时，会用中文称他为‘书记’，而不是用英文称
其为‘阁下’，可见其对于中国社会有一定了解。”

除此之外，很多国家的企业也很认可中国留学
生，愿意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田会子硕士毕业于匈牙利赛德格大学，毕业后在
当地一家跨国物流公司工作。她说：“‘一带一路’
倡议使匈牙利企业受益，我们海外学子也增加了就业
机会。我就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
施，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度不断提高，中文在国外
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刘津巧就读于以色列巴伊兰
大学。不久前，她看到特拉维夫某个正在修建的铁路
旁贴了中国国旗，还挂出了印有中文的横幅。“看到
这一景象的时候，真的有一种身为中国人的强烈自豪
感。我兴奋地指给身旁的以色列朋友看，告诉她这是
跟中国有关的项目。”刘津巧说道。

跨文化交流
需要耐心和努力

在切实感受到“一带一路”带来的变化的同时，

学子们也非常愿意带着文化自信参与到中国文化的传
播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中。

黄飘莹是欧盟伊拉斯谟斯项目旅游管理的在读硕
士。与大多数海外留学生的经历不同，由于该项目的
特殊性，她已在丹麦、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等国家有
过留学经历。她说：“在留学期间，我曾参与过欧中
青年领袖论坛和‘一带一路’倡议青年领袖对话会，
对青年如何有效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协调与
欧盟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

黄飘莹还表示，今年10月她将参加联合国世界旅
游组织在希腊举办的国际旅游会议，探讨在“一带一
路”倡议背景下，丝路旅游如何促进中国和欧洲开展
更深入的交流和合作。

刘津巧则是通过参与当地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活
动，来传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端午节时，我
参加了龙舟赛活动。不过我并不会划龙舟，所以主要
工作是在岸上为当地朋友讲解毛笔字、茶艺和中国结
等内容。”刘津巧说道。

在留学期间，田会子参与最多的是当地孔子学院
组织的活动。她表示，自己就读的赛德格大学内就有
一所孔子学院。“我们中国留学生经常组织起来，一
起到当地学校给小朋友讲中国文化。比如，用幻灯片
展示中国的秀丽江山，教唱京剧、打太极拳。在国外
生活的这几年，我感觉匈牙利民众很乐于了解中国文
化。我也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
中国文化，爱上中国文化。”田会子说。

主动传播文化
带来由衷成就感

在中外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海外学子有着他人
独特的优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并
主动肩负起向世界传递文化声音、讲述中国故事的责
任。覃真情在大学本科期间，曾作为交换生在泰国学
习生活了一年。今年毕业后，她选择在泰国做一名汉
语教师志愿者，在当地幼儿园教小朋友们学中文。

“作为志愿者教师，当看到我的学生对中文越来越感
兴趣，看到他们朝我跑来时用中文跟我打招呼时，我
有一种由衷的成就感。”

覃真情还提及自己在中文的基础授课内容外还会
扩充一些其他知识，为的是尽可能多地介绍中国文
化。比如，在讲与动物有关的汉字时，她介绍中国的
十二生肖；在小朋友吃饭前会播放纪录片《舌尖上的
中国》等。

“虽然我现在身处异乡，拓展教学内容需要克服
不少困难，但我认为这些努力是值得的。我愿意为中
国文化的传播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让越来越多的泰国
小朋友喜欢中文。”覃真情说。

海外学子还借助其他平台，通过自己的视角表达
所见所感。田会子就参与到了一个与探索新丝路有关
的活动中。作为其中一员，田会子与伙伴们推出了一
个公众号，探讨‘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文化、美食
和旅游等话题。田会子说：“在未来，我相信会有越
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去，中国文
化也会继续走向世界。”

黄飘莹在留学期间已经独自游历了20多个欧洲国
家。她说：“我计划在留学期间走遍‘一带一路’沿
线的 65 个国家，并以自己的视角进行调研并撰写文
章，发出当代中国青年的声音。”黄飘莹认为，推动
中外文化交流，人才是重要的资源。海外学子作为祖
国未来建设的重要力量，要勇于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责
任。

各国驾照各有规定
不要轻信“国际驾照”

在网上搜索“外国驾照”，常常能看
到有商家兜售所谓的“国际驾照”信
息。其实，国际驾照由联合国 《日内瓦
道路交通公约》 和 《维也纳道路交通公
约》 共同确立，而中国并没有加入这一
公约。因此，在中国内地无法申请到国
际驾照。如果学子图一时方便，在网上
购买非正规途径办理的“国际驾照”，很
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学子想在留学国家自驾出游，申请
驾照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国内考
取中国驾照，再换成留学目的国驾照；
二是直接考取留学目的国驾照。

宋维妙属于上面提到的第一种。宋
维妙在国内念完本科后，来到美国的语
言学校继续读书。在当地生活了一段时
间后，她发现美国的公共交通并不发
达。除了纽约、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
在其他多数地区，依靠公共交通出行很
不方便。

“公共汽车的线路少，等车的时间
长。无论是购物、吃饭，还是去图书馆
学习，都需要开车，否则寸步难行。”宋
维妙说。

宋维妙在国内时已经考取了驾照。
但是她所在的马里兰州规定，持有外国
驾照的人需要参加酒精测试、笔试和路
考，这些项目通过后方可换取当地驾照。

她发现，换取驾照这个过程要比直
接在本地考驾照简单得多，于是就参加
了规定的考试，换取了当地驾照。宋维
妙说：“留学生只要提供合法的身份证
明、居住证明等文件，就能参加考试换
取当地驾照。但是美国各个州的驾照考
试规定不一样，使用范围不一样，所以
还是需要先了解不同地方的不同的具体
规定。”

其实，中国驾照不仅在美国的州和
州之间的使用权限不同，在不同国家更
是不一样。

在阿联酋，学子如持有中国驾照，
则无需参加考试，便可以换取阿联酋驾
照，因为中国与阿联酋签订有驾照互认
换领协议。在日本，只承认国际驾照，
即使拥有中国驾照，但没有日本驾照，
也不能驾驶车辆。

在南非，驾车则需考取南非驾照。
中国内地驾照需要在中国国内公证机关
公证，才能在南非使用。姚伊纯在南非
西开普大学读本科，“我现在用的是经过
公证的中国驾照，可以在南非使用。”

留学地考驾照
虽方便但也有限制

中国驾照在不同国家的使用规定不
同，因此，有不少留学生选择在留学所
在国考取驾照。

周大梦 （化名） 在日本青山学院大
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攻读专业硕士学位。

就在本月初，她拿到了日本驾照。日本
的驾照考试共有四轮。首先要学习并测
试基础理论和驾驶课程，其次是通过路
考，然后再通过两轮理论考试，才能拿
到驾照。

谈及在留学目的国考驾照的原因，
她说：“日本考驾照所需时间短，仅半个
月就能拿到驾照，能节省很多时间。”

周大梦表示，留学生在日本留学期
间考取驾照几乎没有额外限制。“留学生
在日本考取驾照和当地学生没有什么区
别。最后一轮考试可以自行选择语言，
中文、日语或者英语都行。”

当然，有些国家对于外国人在当地
考驾照有一定的要求。

宋维妙说：“在美国，没有中国内地
驾照的留学生在通过笔试后，需要 9 个
月的路考练习时间才能参加路考。路考

通过后，可以获得一个准驾照，有一年
的实习期。实习期间，如果因为超速或
者闯红灯等原因拿到罚单，就要推迟一
年才能拿到正式驾照。”

在异国考取驾照
会有许多想不到

“在日本考驾照的最大困难不在于学
车，而是在驾校天天喝味增汤，喝得我
真有点受不了。”周大梦笑称。

日本驾校培训期间常常是组织学员
十几天的合宿，周大梦考驾照的时候，
就是和一批来自日本各地的人一同生活。

而在美国，路考方式和中国不太一
样，是由考官判定学员是否通过考试。
宋维妙进行路考时，考官是一位韩裔美
国人，态度温和友善，在考试过程中还
和她聊天，使她的紧张情绪有所缓解。
宋维妙还提及，在美国考驾照须仔细阅
读相关的规定。因为美国的驾照考，考
核的不仅是车技，更是安全意识和规
则。“如遇到‘stop’标志时一定要停
车；遇到校车、警车、消防车时一定要
让道等。”宋维妙说道。

周大梦则认为国内可以借鉴日本驾
校选择教练的方式，“一般来说，教练是
通过随机抽签选定的，而且每节课的教
练不同，学员也不同，彼此都有新鲜
感。”周大梦说道。另外，她还提醒，在
日本学车时一定要有礼貌，否则不会得
到其他合宿者的尊重。

在国外开车上路在国外开车上路

先看看自己的驾照先看看自己的驾照
曾宣宣

宋维妙表
示，她所在的
城市公共交通
系统不发达，
出行主要靠私
家车。图为宋
维妙在放假时
出去游玩。

成为“文化使者”
学子应该具备的优秀品格

李晓奇李晓奇

林修竹：

慢慢来
时间会化解一切

郭艳艳

林修竹，美国伊利诺伊大
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会计专业
的研究生。今年 6 月初刚到美
国时，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
她相信，只要找对方法，慢慢
来，困难都能解决。

主动与周围人交谈

林修竹认为，语言是需要磨合的重要部分。“无论雅
思、托福的分数多高，但你的母语毕竟不是英语，初到
国外和当地人交流时会存在或大或小的障碍。”她第一次
去超市买东西，与店员沟通的时候，就遇到了问题。林
修竹说：“如果在国内时没有好好练外语，那么初到国外
就会不太适应语言环境。而要跨越语言障碍，只有主动
地、有意识地多跟当地人接触交流。”

在这学期的课程上，有一个当地同学做了她的小组
合作伙伴。刚开始林修竹“比较拘谨，怕自己英语讲得
不好”，也感觉两个人之间存在隔阂。但是她一直要求自
己要多与合作伙伴聊天。林修竹说：“聊得多了也就能够
深入地聊下去了，从中能够更多地了解当地人的生活。
之前的陌生感逐渐消失。我觉得要主动地、慢慢地融入
当地文化。时间会化解一切。”

边学习边体验生活

林修竹本科学习的是 ACCA 国际会计专业，于是留
学时在学习方面适应得很顺利。“很多课是双语教学，学
习的内容和美国的教学内容也比较相近。我只要上课认
真听教授讲课，认真完成作业，认真对待考试，学习方
面问题不是很大。”林修竹说道。

读国际会计专业的很多人会以考取证书作为自己的
最终目标。而林修竹认为，考不考证要看个人的留学目
的。她心目中的留学内容既有学习，也有体验国外的生
活。她说：“学校有各种各样的假期，可以计划好什么假
期去复习考证，什么假期去跟同学出去玩。”因为比较喜
欢运动，林修竹平时会去附近的健身中心游泳、上攀岩
课以及做一些其他运动。周末时，她会和同学坐公交去
远一点的电影院看电影。

抱着这种边学习边体验生活的态度，林修竹去了很
多有趣的地方。“走在居民区附近的时候，经常会有松
鼠、猫咪之类的可爱小动物从路边窜出来；很多超市都
是自助收银，自己扫条形码，然后自己打包；遇到残疾
人上公交车的时候，公交司机会把车体的前端倾斜，方
便残疾人上车。”林修竹在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着新的环
境，用心体验着留学带来的差异。

今年 5 月，黄飘莹 （中）
作为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参加了
中欧青年领袖论坛，主持了围
绕中国和 16 个中东欧国家的

“模拟 16+1”中欧领袖论坛。
图为她在主持会场。

今年端午节，刘津巧 （右） 在当地
的龙舟赛活动中为外国小朋友介绍中国
书法。

今年端午节，刘津巧 （右） 在当地
的龙舟赛活动中为外国小朋友介绍中国
书法。

锻炼独立生活能力

古语有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林修竹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选择出国留学。
今年 5 月，她在台湾进行毕业旅行，作为对大学本

科生活的告别。林修竹说：“我觉得学生不仅仅要学习课
本知识，还要积极拓宽自己的眼界，在家庭条件能够允
许的情况下，多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6月初，林修竹就和本科学校里的另外两名同学一起
到国外读书。“有人结伴一起来上学会感觉好很多，不会
那么孤独。但是到了美国之后，肯定还是会经历一段时
间的磨合期吧。”林修竹说道。比如，她一开始经常找不
到美国的公交站台。林修竹说：“这边的公交站台和国内
不一样，很小，很不明显，要靠谷歌地图去找。这种情
况对我这种路痴来说还是蛮困难的。”

出国留学，不仅需要适应公交系统，还要学会自己
做饭。“我来到这里，提高了独立生活的能力。现在基本
上都是自己做饭，和之前在国内完全不同。我们在国内
还可以点外卖，但美国人工成本高，点外卖很贵，所以
还是要自己解决吃饭问题。”

今年大学本科毕业时，林修
竹选择到中国台湾进行毕业旅
行。图为林修竹在旅行途中。

今年大学本科毕业时，林修
竹选择到中国台湾进行毕业旅
行。图为林修竹在旅行途中。

（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插图来源于网络）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海
外学子拥有独特的“文化使
者”优势。他们中越来越多
的人意识到这一点，并主动
肩负起向世界传播中国声
音、讲述中国故事的责任。


